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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本 论》研 究 对 象新 论

— 关于
“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

含义考析及启示

杨欢进 王毅武

在《资本论》研究 中
, 《资本论》的研究对象问题一直受到人们极大的关注

。

因为这不仅是

从整体上理解《资本论》的最基本的问题之一
,

而且是在借鉴 《资本论》的理论和方法来建立社

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新体系的努力中
,

所必然遇到的一个理论与原则问题
。

对《资本论》的

研究对象争议颇多
。

但其焦点
,

则集中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
,

马克思所说
: “

我要

在本书研究的
,

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
① 一语中

“

资本

主义生产方 式
”

这一范畴上
。

准确地把握这里的
“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

这一范畴的含义
,

成为科

学地说明《资本论》研究对象的关键
。

自一八四四年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第一次提出
“

生产方式
”

这一概念之后
,

它被赋予了

多种不同的含义
。

有时
,

它是指
“

社会经济形态
” ; 有时是指

“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体
” ;

有时又是指
“

生产的技术方式
”

或
“

劳动方式
” 。

引用马克思在某一种含义上对
“

生产方式
”

的运

用
,

来证明《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
,

或生产方式
,

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体
,

这都是不难做到的
。

但是
,

这种各取所需
,

抓住一点
,

不及其余的解释和论证
,

必然导致无

休止的争论
,

并且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和理论的深入
。

在科学研究中
, “

用同一术语表示不同的

意思是容易发生误会的
,

但这种现象在任何科学中都不能完全避免
。 ”

② 问题在于
,

既然这里

所要解决的是《资本论》的研究对象间题
,

那么
,

我们对这个作为 《资本论》研究对象的
“

资 本

主义生产方式
” ,

就应该
:

一
、

在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一贯思想中来把握

现代的系统论思想和哲学上局部与整体关系的分析告诉我们
,

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
、

局

部的问题
,

都必须放在事物的系统和整体中来把握
。

只见树木
,

不见森林是不行的
。

对于作

为《资本论》研究对象规定中的
“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

这一范畴
,

我们不能仅就这一范畴而单纯

地
、

孤立地论这一范畴
,

而首先应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一贯思想

这一总体中来把握
。

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

除《资本论》序言外
,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分别在《政治 经 济

学批判》
、

《反杜林论》等著作中做过多次论述
。

其中
, 《政治济经学批判》序言

、

导言
,

有着特

别重要的意义
。

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 ) 序言》中
,

马克思开宗 明义第一句就指出
: “

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

度是按照以下的次序
:

资本
、

土地所有制
、

雇佣劳动
; 国家

、

对外贸易
、

世界市场
。

在前三项



下
,

我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成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
” 。

③ 无可争辨
,

马克思所考察

的
,

是
“

资产阶级经济制度
” ,

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 在
“

前三项
”

(即后来的《资本论》 ) 中所要

研究的
,

是
“

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
” ,

即资本家阶级
、

地主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经济关

系和由此决定的经济地位
。

接下来
.

马克思还谈到
,

当时就 已经存在的政怡经济学
,

是
“

对市民社会的解剖
” ,

而
“

市

民社会
” ,

则是指
“

物质的生活关系和总和
” , ④ 即生产关系的总和

。

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
,

马克思也指出
:

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来说
. “

应当时刻

把握住
:

无论在现实中或在头脑中
,

主体—
这里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 都是既与的

” 。

政

治经济学是把
“

现代资产阶级社会
”

这个主体
,

作为
“

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
”

来

研究的
。

⑤ 恩格斯对此也明确指出
: “

政治经济学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分析
,

因此它以

发达的资产阶级关系为前提
” 。

⑥ 为了澄清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头脑

中引起的可怕混乱
,

恩格斯再明确不过的指出了一个事实
: “

这个事实就是
:

经济学所研究的

不是物
,

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

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
” 。

⑦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

是广义的社会生产关系
,

这是从马克思
、

恩格斯的以上论述中

得 出的勿庸置疑的结论
。

《资本论》序言中关于《资本论》研究对象的阐述
,

虽然与以上论述相隔近十年
,

但不能认

为它们之间有原则性的差别
。

这首先是因为
, 《序言》和《 导言》写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

。

当时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

研究
,

已经付出了十五年之久的心血
,

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

已经基本成熟
。

这两篇著作
,

既是对他十多年来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概括与总结
,

又是为出版和进一步系统整理自己的经济

理论所做的安排和说明
。

这个时期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论述
,

应该说
,

是建立在

长期科学研究的基础上的
,

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

这还因为
,

对后来的《资本论》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关系
,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

一版序言一开始就说明
: 《资本论》

“

是我 18 5 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续篇
” 。

这两部著

作
,

是
“

初篇和续篇
”

⑧ 的关系
。

二者在研究的对象
、

方法上
,

是完全一致的
。

直到 1 8 73年
,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
,

还引用了俄国经济学家考未曼这样的话
: “

马克思给 自

己提出的目的是
,

从这个观点出发去研究和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 ”

⑨ 并对此表示赞赏
。

因此
,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
,

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对他的研究对象做了原则性的

修改
。

马克思也更不可能做了这样的修改而不加以说明
。

_

既然《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生

产关系
,

那么
,

作为《资本论》研究对象的
“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 系 和

交换关系
” ,

当然都应该包括在广义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个范围之内
。

其中的
“

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
, ”

与其中的
“

生产关系
” 、 “

交换关系
”

一样
,

都应该是广义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一个

因素
。

二
、

在马克思类似论述的分析中来考察

“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

这样的叙述
,

并非在马克思

的著作中绝无仅有
,

而是马克思所惯用的一种表述方式
。

要对这种表述方式中的
“

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
”

做出令人信服的
、

符合马克思原意的解释
,

就必须对马克思采用这种表述方式的有 关

论述做一综合考察
。

限于篇幅
,

这里仅举下面几段
:

·



“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特殊的
、

具有独特历史规定性的生产方式
; ……同这种独特的

、

历史规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 … …具有独特的

、

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
,

最后
,

分

配关系本质上和生产关系是 同一的
,

是生产关系的反面
” 。

L

“

土地所有权的正当性
, …… 要由生产方式本身具有的历史的暂时的必然性来说明

,

因而

也要由那些由此产生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具有的历史的暂时的必然性来说明
” 。

。
“

我们要考察的特殊的生产方式
,

从丫开始就以它的一种形式即一定的交换方式作 为 前

提
,

生产出一定的分配方式和消费方式
” 。

L

从马克思的这些论述中可 以看出
,

这种表述方式中的
“

生产方式
” ,

具有以下特点
:

第一
,

它是处在生产关系的狭 (义 )和交换关系之前
、

与之并列 且又独立于二者之外的一

个因素
,

是整个社会生产关系的起点
;

第二
,

它
“

生产 出
”

一定的生产关系
、

交换关系和分配关系
,

并是这些关系的决定者
.

在

生产关系总体中居于核心地位
;

第三
,

它是独特的
、

历史的和暂时的
,

具有历史规定性
;

第四
,

它表现为一种交换方式
。

显然
,

对于这种表述中的
“

生产方式
” ,

理解为
“

社会经济形态
”

不行
,

因为
“

社会经 济 形

态
”

作为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
,

虽然符合上述四个特点中的第三点
,

而不符合第一
、

二
、

四

各点 , 理解为
“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
”

也不行
,

因为这也与第一
、

二
、

四各特点不一致
.

理解为
“

生产的技术方式
”

或
“

劳动方式
”

还是不行
,

因为这种理解
,

在语言的逻辑上似乎与第

一
、

二两个特点相符
,

其实
,

作为生产力范畴的
“

生产的技术方式
”

或
“

劳动方式
” ,

不会在生

产关系总体中居于核心地位
,

更与第三
、

四两个特点明显不符
。

那么
,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总体中
,

有没有一个同时具备这样四个特点的因素呢 ? 有
。

这就是劳动力的买卖这一资本主

义生产要素结合方式
。

首先
,

资本主义生产要素结合方式
,

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起点
,

不论从历史的发展

过程来看
,

还是从资本的现实运动过程来看
,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

都是从劳动力的买卖开始

的
。

马克思在他的分析中
,

始终是把货币所有者在流通中找到劳动力商品看作是
“

资产 阶 级

社会在它的。: 产过程 ,’%
“

出发点
” 。

。 他的资本循环公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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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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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是 以对劳动力以购买为起点的
。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总体中
,

劳动力买卖这一属于流通领

域的交换行为
,

既不同于资本在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关系
,

又不同于资本的一般交换关系
。

它

处于生产和交换之前
,

有 自身特定的内容
。

所以
,

马克思在谈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各个组

成部分时
,

总是按照
“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

生产关系
、

交换关系
”

这样的顺序排列
。

其次
,

资本主义生产要素结合方式
,

也正是资本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直接的必然的

决定者
,

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核心
。

马克思指出
:

资本主义生产要素结合方式
“

这个属于流

通的交易
,

即劳动力的卖和买
,

不仅引出生产过程
,

而且也决定生产过程的独特的性质
。 ”
⑧ 劳

动力商品的买卖
,

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关键
,

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决定性因素
。

只要生产

要索通过劳动力的买卖而结合
,

由此引出的生产过程
,

就必然是剩余价值的生产
; 交换就必

然是剩余价值的实现
; 分配就必然是剩余价值的分割

。

劳动力买卖这一生产要素结合方式
,

反映着资本主义的质的规定性
,

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赖以旋转的轴心
。

资本主义的生产

关系
、

交换关系 以及分配关系和消费关系
,

都不过是劳动力的买卖这一特殊资本主义生产要

素结合方式的必然产物
,

而且必定是与这一特殊资本主义生产要素结合方式
“

相适应的
” 。



再次
,

劳动力买卖这一资本主义生产要素结合方式
,
又正是具有历史规定性的

。

马克思

在分析劳动力的买卖时指出
: “

这种关系既不是自然史上韵关系
,

也不是一切历史时期所共有

的社会关系
。

它本身显然是已往历史发展的结果
,

是许多次经济变革的产物
,

是一系列陈旧

的社会生产形态灭亡的产物
” 。L生产资料所有者通过交换

,

购买工人的劳动力
,

从而使生产

要素结合起来
,

这种社会生产方式是己往的历史上不 曾有过的
,

又是已往历史发展的结果
。

最后
,

资本主义生产要素结合方式
,

也正是把劳动力作为商品
,

通过劳动力商品的买卖

这一交换形式实现的
。

除了劳动力的买卖这一资本主义生产要素结合方式之外
,

没有其它任何一个要素
,

能够

同时具备这样四个特点
,

因而这里的
“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 ,

也就不可能是其它的含义
。

这是

理智与逻辑的必然结论
。

三
、

在《资本论》本身的逻辑中来分析

《资本论》本身研究的内容
、

结构和逻辑
,

是对它的研究对象的最权威的说明
。

所以
,

对

于作为《资本论姗究对象的
“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 ,

还必须对照 《资本论》这一完整严密的艺术

整体的卷次
、

篇章
:

结构和展开研究的逻辑顺序来分析
。

在《资本论》这一严谨的科学体系中
,

虽然马克思的分析是从商 品入手的
,

但分析商品
、

货币是为分析资本作准备
。

直接展开对资

本的分析
,

是在第一卷第二篇开始的
。

而这一篇的中!。内容
,

恰恰就是劳动力的买和卖
。

所

以
,

严格说来
,

资本主义生产要素结合方式
,

才是“资本论 》研究资本的真正起点
。

马克思正

是首先研究了这一
“

资本主卒生产方式
” , 也就是人们参与社会生产的资本主义方式

,

进而再

去研究由此产生的
、 “

与之相适应
”

的资本的生产过程
、

流通过程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
.

从而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总体研究
。

或许有人会提出
,

为什么马克思在序言中把
“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

独立于狭义生产关系之

外
,

而在《资本论》中
,

却把它放在
“

资本的直辞生产过程
”

当中来分析呢 ? 这个问题的确应予

说明
。

我们知道
, 《资本论》第一卷

,

是对
“

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
”

的分析
,

但这一卷的内容
,

并

不能全部包括在狭义生产关系之中
,

如第一卷的
’

商品和货币
” 。

所以
,

不能根据劳动力的买

卖是第一卷的内容
,

就简单地推论它是包括在狭义的生产关系当中
。

对于劳动力钓买卖这一
“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

与直接生产过程的关系
,

马克思作了这样的

分析
: “

当我们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 厂 而不是只着眼于直接商品生产的时

候
,

劳动能力的买卖就构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绝对基础
,

构成这种生产过程本身的因素
。 ”

俱是
,

从直接生产过程来看
, “

……劳动能力买卖
,

是同直接生产过程分离开来的
、

独立的
、

早于直接生产过程 的一个过程
” 。

L

生产要素结合公式对于直接生产过程的这种相对的分离性和独立性
,

加之它在社会生产

关系总体中的核心地位和决定性作用
,

就决定了马克思在阐述作为《资本论》研究对象的资本

主义生产关系时
,

必须把
“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

作为与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并列的独立因素
,

并把它放在首要的地位上
。

在《资本论》中
,

虽然分析劳动力买卖的篇幅有限
,

但马克思还是

把它独立成篇
,

放在对直接生产过程的分析之前来研究
。

可见
,

把这个
“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

理解为资本主义生产要素结合方式
,

就使得马克思对

《资本论》研究对象的论述之逻辑顺序
,

与《资本论》本身的结构和逻辑完全吻合
。



总之
,

只有把作为《资本论》研究对象的
“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

理解为资本主义生产要素结

合方式
,

才能使马克思关于《资本论》研究对象的论述
,

与他 以往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

一贯思想一致起来
, 才能使马克思的这一论述合乎逻辑

; 才能使这一论述的逻辑顺序 与 《资

本论》 自身的结构和逻辑吻合起来
。

在做 了上述分析之后
,

如果再把马克思在五十年代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论述
,

与他

在《资本论》序言中的论述做一对比
,

就可以看 出
,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生产关系这

一基本思想
,

,

马克思始终如一
。

所不同的
,

只是在《资本论》序言 中
,

马克思 已经不再是泛泛

地指 出要研究的是社会生产关系
,

而是在思想 已经完全成熟
,

科学体系 已经建立起来的基础

上
,

严格而具体地说明了
:

(一 )作为研究对象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什么
;

(二 )这些组
`

成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是怎样的
; (三 ) 以怎样的逻辑顺序来研究各个组成部分

。

可见
, “

我要在本书研究的
,

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 ”

这

一定义
,

内容具体
、

概念准确
、

逻辑严密
、

含义丰富而又文字简练
。

不愧是对《资本论》这一

鸿篇巨著的研究对象所做的最科学的概括和阐释
。

以上分析
,

至少可以给我们 以下两点启示
:

其一
, 《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生产关系

,

那种把生产力也说成是《资本论 》研究对象

的观点
,

是不能成立 的
。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
,

应该开展对生产力经济 问题的研究
,

自然是毫

无疑义的
,

但这不一定要到《资本论》中去找理论根据
,

也不一定非要把生产力问题纳入政治

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之中
。

建立与揭示生产关系运动规律的政治经济学并列的揭示生产力运动

规律的生产力经济学
,

更符合科学分工原则
,

更利于经济科学的繁荣和发展
。

其二
,

作为《资本论 》研究对象和分析起点的
“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 ,

是资本主义生产要素

的结合方式
,

这对我们当前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 以及这一科学体系的逻辑起

点的确定
,

具有直接的理论上的借鉴意义和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
。

那种以为《资本论》的逻辑

起点是商 品
` ,

因而主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要以商品为起点的观点
,

不能说是理解 了 《资

本论》的真缔
。

而把生产资料所有制作为起点的传统作法
,

则仅注重了决定生产要素结合方式

的生产资料所有制这物的一面
,

却排斥 了决定生产要素结合方式的劳动力所有制这人的一面
,

也不能说是
:
完美无缺

。

以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劳动力所有制两个方面共同决定的社会主义生产

要素结合方式为起点
,

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新体系
,

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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