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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程简编》实际上是《新编教程》（1－4卷）的简要本。
《教程简编》力图尊重原著，按照《资本论》的本来面貌，以提要的方式全面简要明了地介绍主要内
容，并尽量将《资本论》中的主要结论和有关精辟论述原文引出。
为了使读者对《资本论》有一个整体的全面了解，《教程简编》不但对《资本论》第1－4卷作了总介
绍，而且每一卷分别有总的介绍，每一篇有简介，各章都有概述。
为了帮助读者复习和思考，并注意密切联系当代经济生活的实际和理论发展的动向，《教程简编》在
书末附录有复习思考题和研究参考题。
《教程简编》既可做高校经济等专业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的教材，也可供广大青年学生和干部，以及
经济工作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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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洪远朋，江苏如皋人，1935年生。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历任复旦大学经济系系主任、经济学院院长、经济学院学位委员会主席。
现为国家社科基金学科组成员、复旦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世界经济文汇》编委会主
任、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全国综合大学《资本论》研究会会长、上海市经济学会副会长等
。
1990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主要研究领域：《资本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经济理论比较研究、经济利益理论与实践。
主要著作和教材有：《政治经济学入门》、《难题探索》、《新编< 资本论> 教程》（1—4卷）、《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论》、《价格理论的发展与社会主义价格形成》、《经济理论的轨迹》、《合
作经济的理论与实践》、《经济利益理论与实践丛书》、《共享利益》等30多本，以及论文250多篇，
曾多次获国家级、省部级教学和研究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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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编写说明《资本论》总介绍一、《资本论》的产生和传播二、《资本论》的伟大意义三、《资本论》
的对象、体系和方法四、怎样学习《资本论》五、《资本论》研究的发展态势第1卷资本的生产过程
《资本论》第1卷介绍一、《资本论》第1卷的对象和中心二、《资本论》第1卷的结构三、《资本论》
第1卷的方法四、《资本论》第1卷的地位和意义《资本论》第1卷的序言和跋第一篇商品和货币简介第
一章商品（一）商品的两个因素：使用价值和价值（价值实体，价值量）（二）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
的二重性（三）价值形式或交换价值（四）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第二章交换过程第三章货币或
商品流通（一）价值尺度（二）流通手段（三）货币第二篇货币转化为资本第四章货币转化为资本（
一）资本的总公式（二）总公式的矛盾（三）劳动力的买和卖第三篇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简介第五章
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一）劳动过程（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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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劳动力的剥削程度（二）产品价值在产品相应部分上的表现（三）西尼耳的“最后一小
时”（四）剩余产品第八章工作日（一）工作日的界限（二）对剩余劳动的贪欲。
工厂主和领主（三）在剥削上不受法律限制的英国工业部门（四）日工和夜工。
换班制度（五）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
14世纪中叶至17世纪末叶关于延长工作日的强制性法律（六）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
对劳动时间的强制的法律限制。
1833-1864年英国的工厂立法（七）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
英国工厂立法对其他国家的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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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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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场手工业的二重起源（二）
局部工人及其工具（三）工场手工业的两种基本形式--混成的工场手工业和有机的工场手工业-（四）
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和社会内部的分工（五）工场手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第十三章机器和大工业（
一）机器的发展（二）机器的价值向产品的转移（三）机器生产对工人的直接影响（四）工厂（五）
工人和机器之间的斗争（六）关于被机器排挤的工人会得到补偿的理论（七）工人随着机器生产的发
展而被排斥和吸引。
棉纺织业的危机（八）大工业所引起的工场手工业、手工业和家庭劳动的革命（九）工厂法（卫生条
款和教育条款）。
它在英国的普遍实行（十）大工业和农业第五篇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简介第十四章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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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日的长度和劳动强
度不变（已定），劳动生产力可变（二）工作日和劳动生产力不变，劳动强度可变（三）劳动生产力
和劳动强度不变，工作日可变（四）劳动的持续时间、劳动生产力和劳动强度同时变化第十六章剩余
价值率的各种公式第六篇工资简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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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
章计件工资第二十章工资的国民差异第七篇资本的积累过程第2卷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一篇资本的流通
过程第二篇资本周转第三篇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第3卷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上）第3卷资本
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下）第4卷剩余价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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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农民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局限性（第905-910页）小土地所有制是以农业生产力还不发达，资本主义农业
还不大发展为前提的。
在这里，农民既是劳动者又是所有者。
“农民同时就是他的土地的自由所有者，土地则是他的主要生产工具，是他的劳动和他的资本的不可
缺少的活动场所。
”（第906页）在这里，存在着级差地租。
在这种情况下，农产品价格一般是低于它的价值的。
这种小农，在他出售产品的时候，既不计算平均利润，也不计算地租，只要能够收回生产资料的费用
和补偿最低限度的工资，他就会耕作他的土地。
所以没有必要使市场价格提高到同他的产品的价值或生产价格相等的水平。
“这就是小块土地所有制占统治地位的国家的谷物价格所以低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的原因之一
。
”（第909页）在最不利条件下劳动的农民他们的剩余劳动的一部分白白地送给了社会，它既不参与生
产价格的调节，也不参与一般价值的形成。
因此，这种较低的价格是生产者贫穷的结果，而决不是他们的劳动生产率的结果。
农民的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农业发展的一种过渡形式，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是必然要走向灭亡的。
小农经济灭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1）大工业的发展会破坏与它结合在一起的农村家庭工业；（2）
由于缺乏资本进行集约经营，土地已经逐渐贫瘠和枯竭；（3）作为小块土地所有制补充物的公有地
，已经为大土地所有者所霸占；（4）无法与资本主义大农业竞争；（5）农业上的各种改良，一方面
降低了农产品的价格，另一方面又要求更大的投资和更多的物质生产条件，这是小农无法办到的。
“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就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
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的不断扩大的应用。
”（第910页）同时，“高利贷和税收制度必然会到处促使这种所有制没落。
资本在土地价格上的支出，势必夺去用于耕种的资本，生产资料无止境地分散，生产者本身也无止境
地分离。
人力发生巨大的浪费。
生产条件日趋恶化和生产资料日益昂贵是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必然规律。
对这种生产方式来说，好年成也是一种不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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