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解读《资本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解读《资本论》>>

13位ISBN编号：9787511710598

10位ISBN编号：751171059X

出版时间：2011-10

出版时间：中央编译出版社

作者：(日) 宫川彰

页数：373

字数：355000

译者：刘锋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解读《资本论》>>

内容概要

宫川彰编著的《解读资本论(第1卷)》是一部把《资本论》从高深的学术殿堂走向大众读者的大众化经
典读本。
作者通过日常生活中再普通不过的信用卡这个例子，来说明金融资本问题；通过一票5000日元的选举
投票权和传统的送礼物表心意的礼品，来说明被“货币拜物教”扭曲的理论；通过“狗仔队”这个事
例，讲经济学中“人的异化”理论。
这种大众化的特点和事例，可以从书中信手拈来。
大众化解读是其最大的特点，结合现实的事例是其吸引力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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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日本)宫川彰 (Miyakawa.Akira) 译者：刘锋宫川彰(Miyakawa，Akira)(1948—)，日本首都大学东
京教授，经济学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理论、资本积累、再生产和中国市场经济理论。
日本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者学会代表，日本新MEGA编辑委员会委员，经济理论学会会员，经济学史
学会会员。
现兼任日本横滨国立大学、中央大学、东京大学讲师；兼任中国中共中央编译局外籍专家，对外经济
贸易大学、东北大学兼职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日本研究所研究员等。
主要著作有《马克思的现代研究》、《再生产理论的基础构造》、《解读〈资本论〉》(第一卷)、《
解读〈资本论〉》(第二卷)、《解读〈资本论〉》(第三卷)等十余部，曾在日本及德国发表《马克思
剩余价值的课题和方法》、《资本论揭示了什么》等论文数十篇。
译者简介：刘锋，亚洲现代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亚洲经济共同体研究院院长，日本
东京都立大学经济学硕士、博士，中央编译局博士后。
日本科学振兴财团理事，日中经济发展中心常务理事，日中文化经济交流发展基金会理事，经济理论
学会会员，科学者会议会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日本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中央编译局中国
现实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全国日本经济学会理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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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  一位马克思理论信仰者的杰作
学习寄语
追寻名言名句
第一篇  商品和货币
  第一章  商品
    第一节  商品的两个因素：使用价值和价值
    (价值实体，价值量)
    第二节  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
    第三节  价值形式或交换价值
    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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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价值尺度
    第二节  流通手段
    第三节  货币
第二篇  货币转化为资本
  第四章  货币转化为资本
    第一节  资本的总公式
    第二节  总公式的矛盾
    第三节  劳动力的买和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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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劳动过程
    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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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劳动力的剥削程度
    第二节  产品价值在产品相应部分上的表现
    第三节  西尼耳的“最后一小时”
  第八章  工作日
    第一节  工作日的界限
    第二节  对剩余劳动的贪欲。
工厂主和领主
    第三节  在剥削上不受法律限制的英国工业部门
    第四节  日工和夜工。
换班制度
    第五节  争取正常工作目的斗争。
14世纪中叶至17世纪末叶
    关于延长工作日的强制性法律
    第六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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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节  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
英国工厂立法对其他
    国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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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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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机器的发展
    第二节  机器的价值向产品的转移
    第三节  机器生产对工人的直接影响
第五篇  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第六篇  工资
第七篇  资本的积累过程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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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在谈及拜金主义和人的异化问题时，作者用的是公众格外关注的运动员转会例子：大
家所熟悉的足球运动员中田英寿，⋯⋯从比马俱乐部转会到帕尔玛俱乐部，又转会到罗马俱乐部，转
会费大约是17亿日元。
如果从比马俱乐部直接转会到帕尔玛俱乐部只有4亿日元，而帕尔玛俱乐部只拥有中田英寿1年时间，
通过转会的形式转卖，就赚取了13亿日元的转会费。
这和股票、土地的滚动是一样的道理，与便宜买进高价卖出、股票涨的时候一下子出手，如出一辙，
是完全的投机行为。
在谈到获取超额剩余价值的原理时，作者举的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日本著名服装品牌“优衣库”盛衰、
沉浮例子：⋯⋯从数据来看，到2000年为止的3年期间销售额提高了5倍，经常收益利润提高了16倍，
可以说是势如破竹。
⋯⋯在通货紧缩的经济条件下，与大多数百货店和商场以及其他的服装专卖店收益减少的情况相反，
“优衣库”却异常受到欢迎。
⋯⋯“优衣库”⋯⋯利用相当于日本劳动力价格的1/25或者1/30的中国廉价劳动力，用资本主义的正
统方法找到了新方法。
⋯⋯当其他一些超市和服装店也迅速开始以低于“优衣库”的价格来销售类似商品⋯⋯“优衣库”的
收益随之下降。
“对于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转化为工资”这个问题，作者主要是通过对日本终身雇佣制转变为成果主
义工资的现实问题的阐释来说明和解读的。
现实社会生活中，由于工资的形式“消灭了工作日分为必要劳动、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的一切痕迹”
，加之“劳动的价值”、“劳动力的价值”这一术语被混淆使用，使人们无法充分、正确地理解自己
的劳动与工资的关系问题。
因而只是感觉工资与自己付出的劳动不成比例，但却说不清楚真正的原委来。
为此，作者在该书第282页写道：比如我们常说太阳东升西落，它其实表述的是太阳围绕地球转的地心
说，而不是表述地动说。
⋯⋯劳动的价值和工资这一表述使剥削关系变得模糊难辨⋯⋯我们在依据马克思的《资本论》来进行
经济学批判的过程当中，能不断地体会到“工资”这一表述本身所蕴含的魔术和所隐藏的剥削关系，
要不是以批判的意识来认识“劳动的价格”的话，就会错误地认为，小时工资1000日元是对提供1小时
劳动所支付的报酬，其中并不存在什么剥削关系。
道出了人们心中的共同感受之后，作者认为，“揭示表现形式所暗含的背景是科学的任务”。
于是，他结合现实生活中争论最大的话题“终身雇佣制”和“成果主义工资”作为事例，详细解读了
工资问题。
作者在第十八章总结道，现在劳动者的实际工资从2004年8月份开始连续下降，消费支出从9年前开始
一直在下滑，这应该是上述的工资法则在日本社会兴风作浪的结果。
这一结果是怎么形成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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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官川彰教授的《解读〈资本论〉》一书，可以说是继河上肇先生的巨著《资本论入门》之后，日本马
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又一部力作。
通过阅读《解读〈资本论〉》一书，我们还能够看到一位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是如何联系日本
社会和世界经济的动向来加深对《资本论》的理解，是如何运用《资本论》的原理敏锐地分析现代各
种复杂的经济问题的。
　　——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 王振中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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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解读〈资本论〉(第1卷)》：通俗易懂的语言，当代生活的案例，生动形象的讲解，大胆尖锐的批判
。
继河上肇先生的巨著之后，日本《资本论》研究专家宫川彰代表作中文版隆重面世，《资本论》大众
学习经典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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