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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资本论伦理思想研究》定位于&ldquo;经济批判中的道德批判&rdquo;。
这样定位的根据在于《资本论》的内容。
《资本论》本身就是一部经济学批判著作，它的副题即是&ldquo;政治经济学批判&rdquo;。
因此，可以认为，《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批判是以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批判为基础的，是在经济
学批判的背景下进行的。
根据《资本论》的这一特点，本书的写作就只能定位于&ldquo;经济批判中的道德批判&rdquo;。
说明这一点，是因为本书较多地在经济学语境中谈论伦理问题，伦理学的话语反而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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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平等原则及其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一、商品交换与平等的起源二、劳动的等同性是平
等的内在根据三、劳动力买卖中的平等原则与实质上的不平等四、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的实质及其内
在原因第二章　虚假的&ldquo;公正&rdquo;--剩余价值与所谓资本主义&ldquo;公正&rdquo;一、剩余价
值的来源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ldquo;公正&rdquo;的辩护二、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主义
生产的目的，这一目的说明资本主义&ldquo;公正&rdquo;的实质是资本增殖三、剩余价值的形成过程
与资本主义&ldquo;公正&rdquo;四、剩余价值的分割与资本主义剥削的&ldquo;永恒合理性&rdquo;第三
章　工作日的道德界限与资本的&ldquo;道德&rdquo;一、工作日与工作日的界限二、资本对剩余劳动
的贪欲与资本的道德文明三、工作日的身体界限及资本对生命的摧残四、工作日的道德界限与资本的
道德第四章　生产力的提高与道德的消解一、资本的本性与资本的动机二、资本提高劳动生产力的目
的在于竞争，不在于满足社会需要三、资本提高劳动生产力的目的还在于降低劳动力的价值四、资本
主义条件下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与工人的命运第五章　协作与资本对&ldquo;社会生产力&rdquo;的无偿
占有--资本主义协作的二重性及其对道德的背离一、几种不同性质的协作二、资本主义协作创造
了&ldquo;社会生产力&rdquo;三、资本对&ldquo;社会生产力&rdquo;的无偿占有第六章　&ldquo;分
工&rdquo;与&ldquo;片面的人&rdquo;--资本主义分工的二重性及其对人性的背离一、两种不同性质的
分工二、资本主义分工的目的和特点三、&ldquo;片面的人&rdquo;第七章　&ldquo;契约平等&rdquo;未
必平等--机器&ldquo;资本主义应用&rdquo;的二重性与所谓契约平等一、机器的应用提高了劳动生产力
二、机器&ldquo;资本主义应用&rdquo;的二重性与资本应用机器的动机三、机器引起的劳动力买卖法
权关系的革命暴露了&ldquo;契约平等&rdquo;的不平等实质第八章　劳动与自由的分离--机器
的&ldquo;资本主义应用&rdquo;与工人的命运一、机器的&ldquo;资本主义应用&rdquo;使劳动者丧失了
劳动自由二、机器的&ldquo;资本主义应用&rdquo;打破了劳动的自：然界限和道德界限三、机器
的&ldquo;资本主义应用&rdquo;与社会道德的堕落第九章　目的与手段的颠倒--资本主义管理的二重性
及其道德上的反人性一、管理的必要性二、资本主义管理的二重性三、资本主义管理的反人性实质--
目的与手段的颠倒第十章　所有权关系的正当性问题（一）--前资本主义的所有权关系及其历史的正
当性一、所有权与占有权二、土地所有权的基本内容以及对黑格尔土地所有权理论的批判三、前资本
主义土地所有权的三种形式四、前资本主义所有权关系的合理性与正当性第十一章　所有权关系的正
当性问题（二）--资本主义所有权关系及其非正当性一、简单流通中的占有权规律二、简单流通中的
所有权关系向资本主义所有权关系的转变三、资本主义所有权关系的实质是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占有四
、资本主义所有权关系的非正当性第十二章　资本的&ldquo;博爱&rdquo;精神与劳动者的苦难--从资本
的原始积累过程看资本的反人道本质一、生产资料和劳动的分离是资本原始积累的本质，是一切社会
苦难的根源二、&ldquo;田园诗&rdquo;般的&ldquo;羊吃人&rdquo;运动：剥夺农民土地的过程三、惩治
被剥夺者的血腥立法四、&ldquo;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rdquo;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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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商品交换之所以必须尊重对方的自由意志，是因为商品交换的主体是相互独立、互不依赖的个人
或社会共同体。
在人类文明的初期，商品交换的主体是互不接触、互不依赖的氏族或家庭，往后则是独立的个人。
这些不同的社会共同体或个人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他们的生产方式
、生活方式和劳动产品也就各不相同。
这种自然的差别，在社会共同体或个人的相互接触时引起了商品的互相交换，从而使其劳动产品变成
了商品。
其后，由于社会的分工，强化了生产的独立性和劳动产品的特殊性，使得原来互不依赖的生产者之间
的商品交换变成了普遍的现象。
这就表明，商品所有者原本就是独立的社会主体，正是这种独立性，决定了商品所有者是有着自由意
志的主体。
　  如果说，承认对方对自己劳动产品的所有权是交换的第一个前提，那么，尊重对方的意志则是交
换的第二个前提。
　  以承认对方对自己劳动产品的所有权、尊重对方自由意志为前提的商品交换是等价交换。
而商品交换的普遍化，则将交换的公平性、公正性提到了首位，于是，保证商品交换公平性、公正性
的&ldquo;规则&rdquo;也就随之产生。
　  商品交换的公平性、公正性是由交换的量的比例来决定的，也就是，只有包含等量劳动、等量价
值的商品与包含等量劳动、等量价值的商品相交换，才能保证交换的公平性、公正性。
这就是等量劳动与等量劳动、等量价值与等量价值相交换的原则，亦即等价交换的原则。
　  马克思指出，商品交换的量的比例起初完全是偶然的。
不同的商品所以能实现交换，取决于商品所有者愿意让渡自己商品的意志。
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交换的不断重复，交换便成为有规则的社会过程。
这个规则，就是等价交换的规则。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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