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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就当今怎样学习研究《资本论》提出了新看法，针对时代特点，运用《资本论》基本原理研究现
实生活中的新问题。
提倡“钻进去和跳出来”的方法，采取“坚持、发掘、发挥、发展”的态度，把《资本论》对商品、
货币、市场、资本生产经营等方面的论述，运用于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
之中，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研究了面临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阐扬了《资本论》的科学性和活力
，解答了其中的热点、难点和重点问题，把《资本论》的学习研究引向深入。
 本书可和《马克思＜资本论＞(选读本)》配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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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炳瑛，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32年生，河弱无极县人，在故乡读小学，入无极
师范学校学习。
1947年参加工作，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由工作岗位进中和大学学习。
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在中共中央党校任教。
先后任政经室副主任、培训部副主任、经济学考教研部主任、全国党校系统《资本论》研究会常务副
会长。
现为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学会副会长、山西大学商务学院名誉院长、
美国西南大学各座教授。

    研究《资本论》、政治经济学和现代市场经济。
个人论著、合著和主编及其撰写出版的著作主要有：《学习纲要》、《学习问答》、《纲要和释疑》
、《政治经济学新编》、《与市场经济》、《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研究》、《现代市场经济
》（政治经济学新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论说》、《现代市场
经济基本理论研究》、（兼对《资本论》拓宽探索）、《知识资本论》、《刘炳瑛文集》等50余部；
发表论文150余篇。
先后获得个人优秀论文奖、优秀著用奖、优秀报告奖、优秀教师奖、优秀教材奖、教育事业贡献奖、
集体中国图书奖、“五个一工程”的一本好收奖等。
享有国务院表彰的为发展社会科学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政府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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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资本论》导读  一、在当代怎样学习和研究《资本论》    运用“钻进去和跳出来”的方示    坚持
精而管用的原则    采取坚持、发掘、发挥、发展的态度  二、《资本论》的结构和梗概    《资本论》第
一卷的结构和梗概     《资本论》第二卷的结构和梗概    《资本论》第三卷的结构和梗概    《资本论》
第四卷的结构和梗概     《资本论》第一版序言的内容要点及其实践意义  一、《资本论》对其研究的
本题和对象的阐述及其实践意义    《资本论》研究的本题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研究的对象是资本主
义生产关系及其交换关系    《资本论》不是孤立地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交换关系，而是联系生
产力和上层建筑进行研究    《资本论》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研究生产关系的论述，指导我们在经济
研究的实践中全面地把握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二、《资本论》的方法及其实践意义    《资本论》的
抽象法及其实践意义    《资本论》的矛盾分析法及基实践意义  三、《资本论》的最终目的及其实践意
义    《资本论》的最终目的    《资本论》的最终目的的实践意义  四、《资本论》的要本观点及其实践
意义    《资本论》的根本观点    《资本论》的根本观点的实践意义《资本论》第一卷的理论内容及其
实践意义  一、劳运价值理论的内容及其实践意义    （一）商品理论的基本观点及其实践意义        1、商
品具有二因素即使用价值和价值        2、马克思和恩格斯界定了商品含义        3、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二
重性即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        4、劳动二重性决定商品的二因素        5、商品生产得以产生或存在是由
客凤条件决定的⋯⋯《资本论》第二卷的理论内容及其实践意义《资本论》第三卷的理论内容及其实
践意义探索《资本论》理论体系及其实践意义学习《资本论》，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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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矛盾分析法是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分析所研究的对象的矛盾运动田科学方法。
《资本论》运用矛盾分析法做出了典范。
从分析商品及其内在矛盾开始，第一，揭示商品的二因素及其矛盾即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第二，
从商品二因素及其矛盾的原因上分析到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及其矛盾即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矛盾
；第三，从商品二因素和劳动二重性的根源上分析到个别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第四，从个别劳动
与社会劳动的矛盾分析到交换过程的矛盾和货币的起源，从而揭示商品内在矛盾外化为商品与货币的
矛盾；第五，从商品交换过程分析到交换关系中的物的人格化与人格的物化的矛盾；第六，从交换关
系中的矛盾运动分析到劳动力变成商品和货币转化为资本之后的劳动力与资本的矛盾；第七，从劳动
力与资本的矛盾分析到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决定的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基本
矛盾；第八，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决定的阶级斗争发展的趋势上，得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
主义必然胜利的科学结论。
    矛盾分析法启示我们树立矛盾观。
认识矛盾的客观性和普遍性，从矛盾运动探索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和源泉；面对当代国内外的实际，
分析新情况重视矛盾抓本质，研究新问题分析其矛盾发展变化的趋势。
    三、《资本论》的最终目的及其实践意义    (一)《资本论》的最终目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
序言中明确指出：“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
”①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体现在商品、货币、资本、市场等的相互关系之中，表现在以下必然
性上：    第一，投资必然作为资本来经营。
因为投资的价值额通过商品货币关系是为了在价值形式上增殖即获得利润的，从而追求价值增殖或利
润的投资额就成为资本。
正如马克思所明确指出的，“一个价值额之所以成为资本，就因为它是用来生产利润的，换句话说，
利润之所以产生出来，就是因为有一个价值额被当做资本来使用。
”    第二，资本的生产经营追求价值增殖即利润必然展开竞争。
“社会分工则使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互相对立，他们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只承认
他们互相利益的压力加在他们身上的强制。
”资本的生产经营只有在竞争中占领市场，才有可能实现价值增殖或获得利润。
    第三，资本竞争必然促进科学技术进步与应用。
因为资本竞争归根结底是科学技术及其人才的竞争，资本的生产经营只有力争采用先进科学技术，才
有可能在竞争中取胜。
从历史过程看，资本竞争，促进资本集中，从而生产的扩大，“一方面创造了社会需要，另一方面创
造了技术手段”，由“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人生产过程”。
    第四，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应用必然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
因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势必带动整个社会生产力飞跃发展。
从历史过程看，由科学技术装备的“现代工业从来不把某一生产过程的现存形式看成和当做最后的形
式。
因此，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
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
术基础发生变革”，“最陈旧和最不合理的经营，被科学在工艺上的自觉应用代替了”。
    第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然推动现代社会向更高的历史阶段过渡。
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由近代到现代，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
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
定。
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
     9．货币流通有其规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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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货币流通是指货币在商品流通过程中，不断地离开起点，从一个商品所有者手里转到另一个商品
所有者手里的运动。
它是商品流通所引起的货币的独立运动形式。
在货币流通过程中，货币不断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为商品形态变化服务。
商品出售以后，就退出流通界，进入消费领域。
而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仍然不停地转手为商品流通服务。
    (2)货币流通与商品流通的关系，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
商品流通是货币流通的基础，货币流通是商品流通的表现形式。
    第一，商品流通引起货币流通。
商品交换以货币为媒介，形成商品流通，从而出现货币流通。
商品流通制约着货币流通，货币流通从属于商品流通，随着商品流通的规模、速度的变化而变化。
没有商品流通，就不会有货币流通。
    第二，货币流通反作用于商品流通。
商品流通引起的货币流通，反过来影响商品流通，没有货币流通，商品流通也就得不到充分发展。
因此，与商品流通相适应的货币流通，会促进商品流通的发展。
如果货币流通与商品流通不相适应，就会阻碍商品流通的顺利进行。
    (3)货币形式及其流通规律。
    第一，货币在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历史过程中所发生的形式变化。
一是贵金属条块形式。
最初充当流通手段的货币，是贵金属金银以自然形状的条块形式存在。
这种条条块块的金或银，重量和成色都不同，每次交易都要称重量，查成色，有时还要进行分割，很
麻烦。
所谓试金石及其使用，就是历史上鉴别金属货币真假的写照。
二是铸币形式。
随着商品流通的发展，金属货币的条块形式已经不适应了，为了便于计量，就把金属铸成具有一定重
量、成色和形状的铸币。
这种铸币开始于私商的信誉印记，后来逐步发展为国家法定的流通手段。
在世界金属货币史上，有两个富有特色的系统：一个是西方的希腊系统。
它以金银为主，在币面上铸有鸟兽、人物等图案；另一个是东方的中国系统。
它以铜为主，币面铸有字而无画。
在中国古代，金银也是重要的货币材料。
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金铸币。
相继，白银铸币成了通用货币。
我国自己铸造银元，是在清朝乾隆年间开始的。
这种银铸币，重量为7钱2分，成色为银9、铜1。
三是由铸币形式到纸币形式。
由于铸币在流通中发生了磨损以后仍然照样使用，从而铸币的名义含量同它的实际含量分离，铸币形
式同它的价值实体发生分离。
马克思说：“在货币不断转手的过程中，单有货币的象征存在就够了”。
这样，就隐藏着一种可能性，可以用其他没有价值的东西，比如纸票，来代替铸币。
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出现了代替铸币的纸币。
最初由商人自由发行私人“纸币”，后来由国家统一发行法定的纸币。
纸币起初可以兑现，随时兑换铸币，后来陆续地各国都规定纸币不兑现。
我国是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早在公元995年的宋朝，就开始使用纸币，当时叫做“交子”，后来称为
“钱引”、“会子”、“宝钞”等。
   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应用，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成为主要方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动化水平不断提高，机器人的应用增多。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资本论》体系与实践意义研究>>

操作机器人的劳动者所从事的劳动，是控制高效能电子设备的复杂劳动。
这种复杂劳动折合为多倍的简单劳动，从而能够创造较大的价值量，提供更多的剩余价值。
    3．研究剩余价值生产的方法，其实践意义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启发我们认识剩余价值规律。
投资作为资本来经营，必然追求增殖；资本增殖必然通过剩余价值的生产来实现；剩余价值的生产，
在生产技术比较落后的条件下，必然采取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方法，在生产技术进步而劳动生产率提
高的条件下，必然采取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方法。
这一系列必然性，就是剩余价值规律。
    第二，启发我们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质。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其实质就是资产阶级为其阶级利益追求剩余价值。
这就是马克思所指出的，“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
    第三，启发我们认识剩余价值生产的一般性和特殊性。
不论在任何社会制度下，只要投资作为资本来经营，那末资本的增殖就要通过剩余价值的生产来实现
。
这就是剩余价值生产的一般性。
但是，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由于剩余价值的归属主体和最终用途不同，剩余价值的生产具有特殊性
。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的剩余价值，归资产阶级所有，其最终用途是资产阶级发财致富和维护资本
主义制度；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剩余价值是为了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和维护社会主义制度。
    (十三)资本和剩余价值生产理论的实践意义    第一，这一理论指导我们从社会制度上分析资本和剩余
价值生产的社会性质，深刻认识现代社会的走向。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和剩余价值生产，体现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的关系。
从事生产经营的资本家阶级占有生产资料，购买工人阶级的劳动力，虽然对工人支付了工资，但工人
在劳动中创造的价值，抵偿了工资还有剩余。
这剩余价值就被资本家无偿占有。
因此，资本主义制度就是剥削制度。
在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下，资本家阶级为其阶级利益追求剩余价值，由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到相对剩余价
值生产，客观上促进科学技术进步与应用，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为人类社会进一步发展创造了物质条
件。
人类社会在任何历史阶段都不是一成不变的。
正如近代，封建社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在现代，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
展，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
未来社会仍要继续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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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马克思的《资本论》，博大精深，世界公认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巨著。
读《资本论》者都引以自豪!在历史推移和时代变迁中，  《资本论》可谓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从而
导致人们日益加深理解其具有深远历史意义和重要实践意义的内容。
    在当代怎样学习研究《资本论》?本书提出了一些新的想法，力求从以下方面努力：第一，立足于新
的实践，针对时代特点，运用《资本论》科学原理研究现实生活中的新问题。
第二，提倡“钻进去和跳出来”的方法，坚持精而管用的原则，既引导“钻进去”认真读《资本论》
，又强调从书中掌握基本原理，“跳出来”抓重点而求精，求管用而研究其实践意义。
第三，采取“坚持、发掘、发挥、发展”的态度，把《资本论》对商品、货币、资本生产经营等方面
的论述，运用于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之中，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研究
面临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回答其中的热点、难点问题。
    学习《资本论》，常读常新。
进入21世纪，知识经济到来，依然依赖商品货币关系和资本生产经营而运行发展。
很显然，在理论基础上驾驭知识经济，就需要学习研究对商品货币关系和资本生产经营透彻论述的《
资本论》。
    本书简明扼要地阐扬《资本论》理论体系，论述其实践意义，为当代学习研究《资本论》交流心得
体会。
不妥之处请读者指正。
         刘炳瑛        于北京西郊悟源斋        2001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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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资本论》不仅是经济学，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部划时代的著作。
它以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状态为研究对象，科学地揭示它的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辩证过程的著作。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创造性地运用唯物史观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状态作了全面的分析。
不仅通过对资本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生产总过程的分析，以确凿的经济事实证明了物质资料生产
的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证明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而且通过对建立在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基础上的上层建筑的分析，深刻地论证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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