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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 导读》选编的《资本论》内容，采用了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的最新译本，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
面对当代市场经济的现实，在坚持《资本论》基本理论的前提下，突出选编《资本论》对商品、货币
、资本、市场的论述。
保持《资本论》体系及其篇、章框架，使读者尽可能完整掌握《资本论》的内容和逻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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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过程 第三章货币或商品流通 1.价值尺度 2.流通手段 3.货币 第二篇货币转化为资本 篇前概述 第四章
货币转化为资本 1.资本的总公式 2.总公式的矛盾 3.劳动力的买和卖 第三篇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篇前概
述 第五章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 1.劳动过程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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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劳动力的剥削程度 4.剩余产品 第八章工作日 1.工作日的界限 2.对剩余劳动的贪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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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的增长而增长 2.在积累和伴随积累的积聚的进程中资本可变部分相对减少 3.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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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十章 相劝剩宗价值的概念 变得便宜的商品当然只是相应地，即只是按照该商品在劳动力
的再生产中所占的比例，降低劳动力的价值。
例如，衬衫是一种必要生活资料，但只是许多种必要生活资料中的一种。
这种商品变得便宜只会减少工人购买衬衫的支出。
但是必要生活资料的总和是由各种商品、各个特殊产业部门的产品构成的，每一种这样的商品的价值
总是劳动力价值的一个相应部分。
劳动力价值随着它的再生产所必要的劳动时间的缩短而降低，这种必要劳动时间的全部缩短等于所有
这些特殊生产部门中这种劳动时间缩短的总和。
在这里我们把这个总结果看成好像是每个个别场合的直接结果和直接目的。
当一个资本家提高劳动生产力来使例如衬衫便宜的时候，他绝不是必然抱有相应地降低劳动力的价值
，从而减少必要劳动时问的目的；但是只要他最终促成这个结果，他也就促成一般剩余价值率的提高
。
必须把资本的一般的、必然的趋势同这种趋势的表现形式区别开来。
 这里不考察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怎样表现为资本的外部运动，怎样作为竞争的强制规律发生作用
，从而怎样成为单个资本家意识中的动机。
然而有一点一开始就很清楚：只有了解了资本的内在本性，才能对竞争进行科学的分析，正像只有认
识了天体的实际的、但又直接感觉不到的运动的人，才能了解天体的表面上的运动一样。
但是，为了理解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只根据已经得出的结果，要作如下的说明。
 如果一个劳动小时用金量来表示是6便士或1／2先令，一个12小时工作日就会生产出6先令的价值。
假定在一定的劳动生产力的条件下，在这12个劳动小时内制造12件商品；每件商品用掉的生产资料、
原料等的价值是6便士。
在这种情况下，每件商品花费1先令，即6便士是生产资料的价值，6便士是加工时新加进的价值。
现在假定有一个资本家使劳动生产力提高一倍，在一个12小时工作日中不是生产12件这种商品，而是
生产24件。
在生产资料的价值不变的情况下，每件商品的价值就会降低到9便士，即6便士是生产资料的价值，3便
士是最后的劳动新加进的价值。
生产力虽然提高一倍，一个工作日仍然同从前一样只创造6先令新价值，不过这6先令新价值现在分散
在增加了一倍的产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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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导读》为了使读者科学地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全过程，亦即资本增殖或剩余价值的生产、
实现和分配过程，每篇增加了篇前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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