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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资本论》选读(第二版)》选编力图表现如下的特点：
　　第一，为了使学生和读者真实了解马克思观察和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宽广眼界、研究和解剖
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科学方法、再现的驾驭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能力体系，本资选编坚持凸现唯物史
观对《资本论》解剖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揭示这个结构变迁规律的指导作用。

　　第二，为了使学生和读者切实体会《资本论》中唯物史观、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之间的
内在联系。

　　第三，为了使学生和读者科学地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全过程，亦即资本增殖或剩余价值
的生产、实现和分配以及再生产过程。

　　第四，本次选编还坚持《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分
析的层次性，凸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建立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
以及消费关系，总之利益关系的基础的观点。

　　第五，本次选编突出《资本论》在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判定资本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命运的方
法。

　　第六，本次选编的遗憾在于：由于篇幅所限，不能如愿以偿地把《资本论》第一卷中用了很大的
篇幅来叙述的英国工厂法的历史、内容和结果，以及第三卷中那些关于银行法及实施银行法所带来的
后果的论述选入本书。

　　第七，在本次选编中未被节选的内容，本书则在[ ]里标注上原著上的页码。

　　第八，最后，我想把恩格斯这样一句话奉献给那些准备读本书的学生和读者。
“对于那些不能读或不愿意读的人来说，对于那些在读第一卷时就已经不是花费必要的力气去正确它
，而是花费更多的力气去曲解它的人来说，无论你下多少工夫都是徒劳无益的，而对于那些希望真正
理解它的人来说，最重要的却正好是原著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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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思路——唯物史观的认识视角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方法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序、跋
　　恩格斯《资本论》第二卷1885年序言（节选）
　　恩格斯《资本论》第三卷1894年序言（节选）
第二部分 《资本论》第一卷（节选）
　资本的生产过程
 第一篇　商品的货币
　　第一章 商品
　　第二章 交换过程
　　第三章 货币或商品流通
　第二篇　货币转化为资本
　　第四章 货币转化为资本
　第三篇　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第五章 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
　　第六章 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
　　第七章 剩余价值率
　　第八章 工作日
　　第九章 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
　第四篇　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第十章 相对剩余价值的概念
　　第十一章 协作
　　第十二章 分工和工场手工业
　　第十三章 机器和大工业
　第五篇　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第十四章 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
　　第十五章 劳动力价格和剩余价值的量的变化
　　第十六章 剩余价值率的各种公式(略)
　第六篇　工资
　　第十七章 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转化为工资
　　第十八章 计时工资(略)
　　第十九章 计件工资(略)
　　第二十章 工资的国民差异
　第七篇　资本的积累过程
　　第二十一章 简单再生产
　　第二十二章 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
　　第二十三章 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
　　第二十四章 所谓原始积累
　　第二十五章 现代殖民理论
第三部分《资本论》第二卷(节选)
　资本的流通过程
　第一篇　资本形态变化及其循环
　　第一章 货币资本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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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生产资本的循环
　　第三章 商品资本的循环
　　第四章 循环过程的三个公式
　　第五章 流通时间
　　第六章 流通费用
　第二篇　资本周转
　　第七章 周转时间和周转次数
　　第八章 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
　　第九章 预付资本的总周转。
周转的周期
　　第十章 关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理论。
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
　　第十一章 关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理论。
李嘉图
　　第十二章 劳动期间
　　第十三章 生产时间
　　第十四章 流通时间
　　第十五章 周转时间对预付资本量的影响
　　第十六章 可变资本的周转
　　第十七章 剩余价值的流通
　第三篇　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
　　第十八章 导言
　　第十九章 前人对这个问题的阐述(略)
　　第二十章 简单再生产
　　第二十一章 积累和扩大再生产
第四部分《资本论》第三卷(节选)
　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上)
　第一篇　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和剩余价值率转化为利润率
　　第一章 成本价格和利润
　　第二章 利润率
　　第二章 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的关系
　　第四章 周转对利润率的影响
　　第五章 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
　　第六章 价格变动的影响
　　第七章 补充说明(略)
　第二篇　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
　　第八章 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的不同构成和由此引起的利润率的差别
　　第九章 一般利润率(平均利润率)的形成和商品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
　　第十章 一般利润率通过竞争而平均化。
市场价格和市场价值。
超额利润
　　第十一章 工资的一般变动对生产价格的影响(略)
　　第十二章 补充说明
　第三篇　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
　　第十三章 规律本身
　　第十四章 起反作用的各种原因
　　第十五章 规律的内部矛盾的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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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篇　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转化为商品经营资本和
　　货币经营资本(商人资本)
　　第十六章 商品经营资本
　　第十七章 商业利润
　　第十八章 商人资本的周转。
价格
　　第十九章 货币经营资本
　　第二十章 关于商人资本的历史考察(略)
　第五篇　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
生息资本
　　第二十一章 生息资本
　　第二十二章 利润的分割。
利息率。
“自然”利息率
　　第二十三章 利息和企业主收入
　　第二十四章 资本关系在生息资本形式上的外表化
　　第二十五章 信用和虚拟资本
　　第二十六章 货币资本的积累，它对利息率的影响(略)
　　第二十七章 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
　　第二十八章 流通手段和资本。
图克和富拉顿的见解(略)
第五部分《资本论》第三卷(节选)
　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下)
　第五篇　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
生息资本(续)
　　第二十九章 银行资本的组成部分(略)
　　第三十章 货币资本和现实资本。
ⅰ(略)
　　第三十一章 货币资本和现实资本。
ⅱ(略)
　　第三十二章 货币资本和现实资本。
ⅲ(略)
　　第三十三章 信用制度下的流通手段(略)
　　第三十四章 通货原理和1844年英国的银行立法(略)
　　第三寸—五章 贵金属和汇兑率(略)
　　第三十六章 资本主义以前的状态(略)
　第六篇　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
　　第三十七章 导论
　　第三十八章 级差地租：概论
　　第三十九章 级差地租的第一形式(级差地租ⅰ)
　　第四十章 级差地租的第二形式(级差地租ⅱ)
　　第四十一章 级差地租ⅱ——第一种情况：生产价格不变(略)
　　第四十二章 级差地租ⅱ——第二种情况：生产价格下降(略)
　　第四十三章 级差地租ⅱ——第三种情况：生产价格上涨。
结论(略)
　　第四十四章 最坏耕地也有级差地租(略)
　　第四十五章 绝对地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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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六章 建筑地段的地租。
矿山地租。
土地价格
　　第四十七章 资本主义地租的起源
　第七篇　各种收入及其源泉
　　第四十八章 二位一体的公式
　　第四十九章 关于生产过程的分析
　　第五十章 竞争的假象
　　第五十一章 分配关系和生产关系
　　第五十二章 阶级
第六部分弗?恩格斯《资本论》第三册增
　　ⅰ．价值规律和利润率
　　ⅱ．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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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以上抽象地叙述的市场价值的确定，在需求恰好大到足以按这样确定的价值吸收掉全
部商品的前提下，在实际市场上是通过买者之间的竞争来实现的。
在这里，我们就谈到另外一点了。
第二，说商品有使用价值，无非就是说它能满足某种社会需要。
当我们只是说到单个商品时，我们可以假定，存在着对这种特定商品的需要，——它的量已经包含在
它的价格中，——而用不着进一步考察这个有待满足的需要的量。
但是，只要一方面有了整个生产部门的产品，另一方面又有了社会需要，这个量就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了。
因此，现在有必要考察一下这个社会需要的规模，即社会需要的量。
在上述关于市场价值的各个规定中，我们假定，所生产的商品的量是不变的，是已定的，只是这个在
不同条件下生产的量的各个组成部分的比例发生了变化，因此，同样数量的商品的市场价值按不同的
方法来调节。
假定这个量就是通常的供给量，并且我们撇开所生产的商品的一部分会暂时退出市场的可能性不说。
如果对这个总量的需求仍旧是通常的需求，这个商品就会按照它的市场价值出售，而不管这个市场价
值是按以上研究过的三种情况中的哪一种情况来调节。
这个商品量不仅满足了一种需要，而且满足了社会范围内的需要。
与此相反，如果这个量小于或大于对它的需求，市场价格就会偏离市场价值。
第一种偏离就是：如果这个量过小，市场价值就总是由最坏条件下生产的商品来调节，如果这个量过
大，市场价值就总是由最好条件下生产的商品来调节，因而市场价值就由两端中的一端来决定，尽管
单纯就不同条件下生产的各个量的比例来看，必然会得到另外的结果。
如果需求和产品量之间的差额更大，市场价格也就会偏离市场价值更远，或者更高于市场价值，或者
更低于市场价值。
但是所生产的商品量和按市场价值出售的商品量之间的差额，可以由双重原因产生。
或者是这个量本身发生了变化，变得过小或过大了，因而再生产必须按照与调节现有市场价值的规模
不同的另一种规模来进行。
在这种情况下，供给发生了变化，尽管需求仍旧不变，这样一来，就会产生相对的生产过剩或生产不
足的现象。
或者是再生产即供给保持不变，但需求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增加或减少了.在这里，尽管供给的绝对
量不变，但它的相对量，也就是同需要相比较或按需要来计量的量，还是发生了变化。
结果是和第一种情形一样，不过方向相反。
最后：如果两方面都发生了变化，但方向相反，或者方向相同，但程度不同，总之，如果双方都发生
了变化，而且改变了它们之间的以前的比例，那么，最后结果就必然总是归结为上述两种情况中的一
种。
要给需求和供给这两个概念下一般的定义，真正的困难在于，它们好像只是同义反复。
让我们首先考察供给，这就是处在市场上的产品，或者能提供给市场的产品。
为了不涉及在这里完全无用的细节，我们在这里只考虑每个产业部门的年再生产总量，而把不同商品
有多少能够从市场取走，储存起来，以备比如说下一年消费这一点撇开不说。
这个年再生产首先表现为一定的量，是多大量还是多少个，要看这个商品量是作为可分离的量还是作
为不可分离的量来计量而定；它们不仅是满足人类需要的使用价值，而且这种使用价值还以一定的量
出现在市场上。
其次，这个商品量还有一定的市场价值，这个市场价值可以表现为单位商品的或单位商品量的市场价
值的倍数。
因此，市场上现有商品的数量和它们的市场价值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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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选读(第2版)》为21世纪经济学系列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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