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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受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影响，长期以来，我国的政治经济学在研究马克思经济理论时，往
往只把产权看做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或所有权。
甚至有人在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缺乏了解的情况下，认为马克思没有产权理论。
因此，自20世纪80年代西方产权学说流人中国以来，经济理论界研究最多的是以科斯为代表的西方制
度经济学派的产权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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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别运用了分析与综合相统一、局部研究与整体研究相统一、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对马克
思产权理论和西方产权学说作了一番比较研究，目的在于通过对《资本论》的研究，挖掘出马克思丰
富的产权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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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春燕，1971年2月生，湖北远安人。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江汉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
现正在武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思想史博士后流动站从事马克思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工作。
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资本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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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基于对契约关系本质的这种认识，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透过资本主义社会看似平等的各种各
样的契约关系，深入地考察这些契约关系所反映的经济关系的实质，从而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
质。
例如在分析资本家和劳动者关于劳动力买卖所发生的契约关系中，马克思并没有只是从契约的表面形
式去探讨它们之间的法律关系，而是进一步深入到契约关系的实际状况中，全面考察制约、决定这种
契约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首先，马克思对契约中发生关系的双方主体的地位进行了分析——一方是掌握生产条件的生产资料所
有者，另一方是一无所有、不得不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劳动者；其次，马克思对契约关系所交换的客
体进行了深入研究，分析了劳动和劳动力的区别，说明了劳动者真正出卖的对象是劳动力，但是资本
家占有的却是工人的劳动。
再次，马克思还进一步考察了契约关系实现以后，当对劳动力的消费离开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之
后，剩余价值是怎样被秘密地生产出来的。
马克思通过对劳动力买卖的契约的实际状况的分析，一方面揭露了这种看似平等的契约内容的不平等
性，指出工人让渡的是劳动力商品一定时期的支配权和使用权，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特性
决定了工人实际上是用自己创造的价值支付自己的商品，也就是说，“契约的一方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他方购买劳动力。
前者取得自己商品的价值，从而把这种商品的使用价值即劳动让渡给后者。
后者就借助于现在也归他所有的劳动，把已经归他所有的生产资料转化为一种新产品，这个产品在法
律上也归他所有”。
“劳动力的不断买卖是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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