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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六章节，内容包括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理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研究——从复兴到布雷弗曼
症（Bravemania）、主体性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变迁、劳动过程变迁的分析范式及其新图景、迈向一
个马克思主义劳动过程理论等。
《控制和效率：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理论与当代实践》给供相关学者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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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单个资本家手中的一定的和不断增长的资本最低限量，一方面是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要前
提，另一方面又是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常结果。
“一个经营部门越是按资本主义方式来经营，在这个经营部门中劳动社会生产率发展得越高，那么在
这个经营部门中资本的最低限量也就越大。
资本必须使这种规模上增长价值量，具备一定社会的规模，从而抛弃一切个人的性质。
正是这种生产方式所发展的劳动生产率、生产量、人口数、过剩人口数，又与游离出来的资本和劳动
一起，不断产生出新的经营部门，在这些部门中资本又可以小规模地进行工作并重新经过各种不同的
发展，直到这些新经营部门也以社会的规模进行经营为止。
”①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使得许多直接协作的工人的共同劳动条件本身，可以实行一种
与小规模生产中劳动条件的分散性根本不同的节约；“因为这些共同生产条件的效率并不要求它们的
数量和价值按比例同样增长。
不管它们的绝对价值量增长得多么大，它们的共同的、同时的运用总是会降低它们的相对价值（就产
品来说）。
”②因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不仅导致物质生产量的提高，而且促进了生产部门及其分支的增
加与多样化。
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产品的交换价值相应地发展起来，产品作为交换价值发挥作用或实
现为交换价值的范围也相应地发展起来。
　　一切社会劳动生产力，都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
因为随着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隶属或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变成总劳动过程的实际执行者
的并不是单个工人，而是日益以社会的规模结合起来的劳动能力；互相竞争的和构成为一台总生产机
器的各种劳动能力，以极其不同的方式参加直接的商品形成过程，这种使单个的劳动能力纯粹作为形
成总工厂的总劳动能力的特殊器官执行职能的社会结合，却不属于工人，而是作为资本主义的组织同
工人相对立，强加在工人身上；这种劳动的社会生产力或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在历史上只有随着特殊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发展起来，从而表现为资本主义关系的内在的东西，表现为跟资本关系不能分开
的东西。
“资本家作为处于自己增殖过程中的资本的代表--生产资本的代表--执行一种生产职能，这种职能恰
恰就在于管理和剥削生产劳动。
”@这种监督和剥削生产劳动的职能，主要表现在疯狂追求利润的欲望、迫使人们尽可能便宜地生产
商品的竞争和节约不变资本的使用上。
　　积累过程本身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一个内在要素。
积累过程包含着重新创造出的雇佣工人，包含着实现和增大现有资本的手段，这是使从前尚未被资本
主义生产所支配的那一部分人口，如妇女和儿童，从属于资本，或者是使由于人口自然增长而增多的
大量工人从属于资本。
进一步分析表明，“资本会根据自己的剥削需要来调节劳动力本身的这种生产，即受资本剥削的人群
的生产。
所以，资本不仅生产资本，它还生产不断增长的大量工人，即这样一种材料，资本只有借助于这种材
料才能作为追加资本发挥作用。
因此，不仅劳动在日益扩大的规模上生产着作为资本同自己相对立的劳动条件，而且资本也在日益扩
大的规模上生产着自己所需要的生产的雇佣工人。
”　　随着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发展，与生产剩余价值的两种形式相适应的，劳动对资本的隶属的两
种不同形式也是互相不断变化的。
“其中第一种形式始终先于第二种形式，尽管比较发展的形式即第二种形式，又可以构成在各新生产
部门中实行第一种形式的基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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