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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0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选文精审，内容完整，既全面反映经典作家的思想体系，又充分体现马
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文集精选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各个时期的代表性著作，内容涵盖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
社会主义，同时还包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政治、法学、史学、教育、新闻、科技、文艺、军事、民
族、宗教等方面的重要论述。
     本书为其中的第六卷，收入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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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这里，我们必须指出下述各点：第一，最初预付的资本900镑的劳动期间，9周以后就结束了，这个
资本不经过3周是不会流回的，即只是在第13周开始的时候才流回。
但是，一个新的劳动期间会用追加的资本300镑立刻重新开始。
正因为这样，生产才能连续进行。
第二，原有资本900镑的职能和第一个9周劳动期间结束后新追加的资本300镑（它在第一个劳动期间结
束后立即开始第二个劳动期间）的职能，在第一个周转期间内是截然分开的，或者至少能够这样分开
，但在第二个周转期间的过程中就互相交叉起来。
让我们把问题说得具体些：第一个周转期间12周。
第一个劳动期间9周，其中预付资本的周转，在第13周开始时完成。
最后3周有追加资本300镑执行职能，并且开始第二个9周的劳动期间。
第二个周转期间。
第13周开始的时候，已经有900镑流回，并且能够开始一个新的周转。
但是第二个劳动期间，由于追加300镑，在第10周就已经开始了；在第13周开始的时候，劳动期间由于
这300镑而完成了2/1，300镑已经由生产资本转化为产品。
因为只要再有6周就结束第二个劳动期间，所以流回的900镑资本只有3/2，即只有600镑，能够加入第
二个劳动期间的生产过程。
这样，原来的900镑中就有300镑游离出来，和第一个劳动期间的追加资本300镑起相同的作用。
在第二个周转期间的第6周末，第二个劳动期间结束了。
投在其中的资本900镑在3周以后流回，也就是在第二个12周的周转期间的第9周末流回。
在3周流通时间内，有游离资本300镑加入。
资本900镑的第三个劳动期间，就是用这300镑，在第二个周转期间的第7周，或一年的第19周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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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是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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