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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早期资本概念的逻辑发展 
— — 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共产党宣言》 

陈 倩 
(上海理工大学 社会科学学院，上海 200093) 

摘要：资本概念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和枢纽。1843年底，马克思在巴黎开始了对政 

治经济学的研究，目的就是要写一部批判现存制度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著作。他在这方面 

的最初研究成果反映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雇佣劳动与资本》和 

《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在对经济学的研究过程中，马克思对资本概念的理解和认识是不断 

发展和深入的。通过对这四本著作的比较研究来探讨马克思早期资本概念的逻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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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花费了4O年时间研究政治经济学，从 

19世纪4O年代初起直到他逝世。这段时间可以 

分成 3个时期：巴黎时期 (从 1843年 1O月到 

1845年 2月)；布鲁塞尔时期 (1845年到 1848 

年)；准备以及写作《资本论》时期(1849年 8月 

到 1883年 3月)。这 3个时期的代表作依次为：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1844手 

稿》)；《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 

《雇佣劳动与资本》和《共产党宣言》；《资本论》。 

本文试图通过比较马克思的最初研究成果(也就 

是前四部著作)中的资本概念来阐述马克思早期 

的资本概念的逻辑发展。 

一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资 

本概念 

马克思从 1843年10月下旬离开德国到 1845 

年2月初移居布鲁塞尔为止，一直住在巴黎，这一 

时期被称作“巴黎时期”。《1844 手稿》正是在这 

段时期写成的，大约写于1844年 5月底 6月初 一 

8月，“是马克思第一次试图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性考察，并初步 

阐述自己的新的经济学、哲学观点和共产主义思 

想的一部早期文稿。”[11：9o《1844手稿》由3个笔 

记本组成。 

在《笔记本 I》的第一篇“工资”中，马克思直 

接使用了“资本家”、“资本”等词语，并没有明确 

资本的定义。在第二篇“资本的利润”中，马克思 

列举了启蒙国民经济学家亚当 ·斯密的资本概 

念，“一定量的积蓄的和储存的劳动”⋯ ，并给出 

了自己的观点，“资本是积蓄的劳动”L1 。可 以 

认为马克思这个时期对“资本”概念的理解完全 

来源于国民经济学，而且马克思此时关于资本概 

念的论述只有寥寥数字，可以说尚未成熟。 

马克思在给出了资本概念的同时，又指出 

“资本，即对他人劳动产品的私有权”⋯ ，这种私 

有权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 ，因为 

资本有“不可抗拒的购买的权力”⋯ 。这一点同 

样是受到斯密的启发，“那种权力是购买的权力， 

这是对一切他人劳动或者说对当时市场上存在着 

的他人劳动的一切产品的控制权。”【1121马克思认 

为，资本的支配权力是建立在实在法的基础上，即 

合法性基础；权力 的对象不仅包括劳动 (劳动 

力)，还包括资本家本身，即资本不仅对劳动而且 

对资本家有支配权力。 

在《1844手稿》中，马克思还阐述了“资本” 

的四种形式。首先，资金(货币)是资本的一种形 

式，而且是最普遍的一种形式，“资金，只有当它 

给自己的所有者带来收入或利润的时候，才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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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2 。显然，马克思已经意识到，资本是货 

币，但货币不一定是资本。现代俗语“金钱没有 

主人”，清楚地表明了死的物质对人的完全统治。 

因为货币是最常见、最简单的一种“资本”形式， 

所以马克思并未作过多的论述。其次，地产也是 

资本的一种形式。“据说，没有资本，地产是死 

的、无价值的物质”_l ，“地产⋯⋯必然完全卷入 

私有财产的运动而成为商品⋯⋯这个财产 (地 

产)必然成为纯实物的、物质的财富⋯⋯地产必 

然以资本的形式既表现为对工人阶级的统治，也 

表现为对那些因资本运动的规律而破产或兴起的 

所有者本身的统治”̈ 。但“与资本不同，地产 

是还带有地域的和政治的偏见的私有财产、资本， 

是还没有完全摆脱同周围世界的纠结而达到自身 

的资本，即还没有完成的资本。它必然要在它的 

世界发展过程 中达到它的抽象的即纯粹 的表 

现”⋯ 。马克思认为，资本和地产的差别，“是历 

史的差别，而不是基于事物本质的差别”-l 。这 

种差别 ，会随着奴隶转化为自由工人即雇佣工人， 

地主本身转化为工厂主、资本家而消失，随着一切 

财富都成了工业的财富而消失。再次，劳动产品 

也是资本的一种形式。马克思在《笔记本 I》中 

把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劳动概括为四种规定 

性，即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工人同自己 

的劳动相异化，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人同人 

相异化。在异化劳动的第一个规定性中，马克思 

提出了劳动产品即资本的观点，“他(工人)受 自 

己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1152，劳动产品，即劳动 

所生产的对象，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 

赖于工人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劳动产品虽为 

资本家占有，但劳动产品同样支配着资本家们进 

行忙碌的交易，以获取最大化的利润。最后 ，劳动 

力(并且是劳动着的劳动力)也是资本的一种形 

式。马克思在《笔记本Ⅱ》中，写到“工人不幸而 

成为一种活的、因而是贫困的资本，这种资本只要 
一 瞬间不劳动便失去自己的利息，从而也失去自 

己的生存条件 ：作为资本”_】]65。“工人生产资 

本 ，资本生产工人，因而工人生产 自身，而且人作 

为工人、作为商品就是这整个运动的产物”[1165。 

一 旦资本不再对工人存在，工人 自己对自己便不 

再存在，他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工人存在。因为 

工人自身生产自身，所以工人成为了商品。 

综上所述，马克思在《1844手稿》中的资本概 

念为，资本是积蓄的劳动，可见，马克思此时对资 

本概念的理解还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但是，资本是 

支配劳动及其产品的权力的观点的提出，表明马 

克思已经意识到了资本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 

关系，为马克思超出政治经济学的视野，从哲学上 

界定资本的内涵开辟了道路。 

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资本概念 

从 1845年到 1848年，马克思在布鲁塞尔连 

续居住了三年多的时间，在这段时期，马克思完成 

了《形态》、《雇佣劳动与资本》和《共产党宣言》 

三部著作。1845年 一1846年，经过第二次系统的 

经济学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了《形态》，该 

手稿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 

史上却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被誉为历史唯物主 

义的奠基之作。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此第一次说明了“资本” 

的历史性发生。资本早在中世纪时代的城市里就 

已经存在了，而且几乎全是最必需的手工劳动工 

具，仅有个别手工业者有积蓄起来的少量资本，大 

多数人的财产主要是各个人的劳动。这一时期的 

“资本是 自然形成的资本，它表现为：住房、手工 

劳动工具和自然形成的时代相袭的主顾。由于交 

往和流通不发达，资本没有实现的可能，只好父传 

子、子传孙。这种资本和现代资本不同，它不是以 

货币来计算的(用货币来计算，资本体现为哪一 

种物品都是一样)，而是与所有者的完全固定的 

劳动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完全不可分割的，因此它 

是一种等级的资本。”[2]59等级资本虽有支配权 

力，能支配帮工劳动，但等级资本和劳动还没有完 

全分离，因为此时的资本还是很少量的，拥有资本 

的人还必须亲自从事手工劳动。 

工业资本和商业资本是随后才出现的。随着 

分工的进一步扩大，出现了生产和商业的分离，资 

本离开 自然形成的等级资本向前走的第一步是受 

商人的出现所制约的商人资本。商人资本一开始 

就是活动的，商人用它促成通商的扩大，并引起了 

新的分工。向前走的第二步是受工场手工业的出 

现所制约的工场手工业资本。工场手工业(即超 

出行会制度范围的生产部门)的产生前提是资本 

积聚到个别人手里。工场手工业资本动员了大量 

自然形成的资本，“并且同自然形成的资本的数 

量比较 起 来，一 般 是 增 加 了 活动 资 本 的数 

量。” 商业和工场手工业的扩大，加速了活动 

资本的积累，资本的原始的自然的性质正在慢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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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真正的工业资本出现于大工业时代，世界 

市场的开发引起了对工场手工业产品的广泛需 

求，这是旧的工业生产力所不能满足的，而必须充 

分利用自然力，采用机器以及实行最广泛的分工。 

大工业“控制了商业，把所有的资本都变成工业 

资本，从而使流通加速(发达的货币制度)、资本 

集中。” J6。严格地讲，大工业时代产生的工业资 

本才称得上是现代资本。 

值得注意的是，《形态》中有时将资本等同于 

资金，如“城市本身表明了人 口、生产工具、资本、 

享乐和需求的集中” J5 。斯密曾对资金和资本 

加以界定，“资金，是土地产品和工业劳动产品的 

任何积累。资金只有当它给自己的所有者带来收 

入或利润的时候，才叫作资本” 】J2 ，很明显资本 

的涵义要比资金的涵义广，至少还包括劳动工具。 

此外，《形态》时期，马克思将劳动划人财产的范 

畴而不是资本的范畴，“每个人的唯一财产，除开 

他随身带来的那一点点资本之外，就只有他的单 

独的劳动” 。可见，此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没 

有意识到资本和劳动的依存关系，仅仅将资本认 

为是物化的劳动或是积累起来的劳动。 

在《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了对其哲 

学思想的清理，第一次系统阐述了唯物主义历史 

观，虽然“资本”在其中还不是起主要基础作用的 

范式，但不可否认马恩对资本的概念理解已经进 
一 步深化了，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资本的历史性， 

已经意识到对资本的研究也就是对资本的批判， 

这无疑为以后资本的完整概念的提出提供了可能 

和方法。 

三、《雇佣劳动与资本》和《共产党宣 

言》中的资本概念 

1847年 l2月下半月，马克思在布鲁塞尔为 

德意志工人协会的会员作了几次关于雇佣劳动与 

资本的演讲，在随后的1849年4月，《雇佣劳动与 

资本》以社论的形式发表在马克思主编的革命 日 

报《新莱茵报》上。《雇佣劳动与资本》“第一次对 

‘资本 ’这种历史性的生产关系进行全面的说 

明” J，即给出了资本的全面定义，资本不仅是积 

累起来的劳动，还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资产阶 

级经济学家们认为：“资本包括原料、劳动工具和 

各种生活资料，这些东西是用以生产新的原料、新 

的劳动工具和新的生活资料的⋯⋯是劳动的创造 

物，劳动的产品，是积累起来的劳动。作为进行新 

生产的手段的积累起来的劳动就是资本。”l4]4 早 

在《1844手稿》和《形态》中，马克思都是同意这 

个观点的，即将资本理解为一些物。但是现在马 

克思已经不满足仅仅将资本看作为物了，“资本 

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这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 

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41487马克思这 

样说明了自己的新观点：“黑人就是黑人。只有 

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 

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 

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本 

身并不是货币，沙糖并不是沙糖的价格一样⋯⋯ 

构成资本的生活资料、劳动工具和原料，难道不是 

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不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 

生产出来和积累起来的吗?难道这一切不是在一 

定的社会条件下，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内被用来进 

行新生产的吗?并且，难道不正是这种一定的社 

会性质把那些用来进行新生产的产品变为资本的 

吗?”[ ]486-蝴 

马克思还认识到，资本不仅包括上述的各种 

物质产品，还包括交换价值，“资本不仅是若干物 

质产品的总和，并且也是若干商品或若干交换价 

值或若干社会定量的总和。” J4盯但同时马克思又 

指出，“虽然任何资本都是一些商品即交换价值 

的总和，然而远不是任何一些商品即交换价值的 

总和都是资本。”L4 因为商品即交换价值成为资 

本是有前提的，“只会由于积累起来的、过去的、 

物化的劳动支配直接的、活的劳动，积累起来的劳 

动才变为资本。”[41488早在 4月 4日的《新莱茵 

报》上，马克思就解释了劳动力沦为商品的必然 

性，并得出这样的结论 ：“劳动力是一种商品，是 

由其所有者即雇佣工人 出卖给资本的一种商 

品。” 结合这里提出的商品也变为资本，这样 
一 来，劳动力也就变成资本了。 

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有时将资本 

等同于财产，“资本家拿 自己的一部分现有财产 

即一部分资本”-4J4 ，很明显，资本和财产是有区 

别的，在于：财产是死的，而资本是能自我增殖的， 

而且时刻不停息——不断地从一个生产部门向另 
一 个生产部门流出或流人的。 

除了“资本”的概念外，马克思通过活劳动和 

死劳动的颠倒关系指认了资本的实质，“资本的 

实质并不在于积累起来的劳动是替活劳动充当进 

行新生产的手段。它的实质在于活劳动是替积累 

起来的劳动充当保存自己并增加其交换价值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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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宣言》写于 1847年 12月至 1848年 

1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 

的纲领，是科学共产主义的最伟大的纲领性文件。 

《共产党宣言》和《雇佣劳动与资本》差不多是在 

同一时期完成的，所以发掘这两篇著作中的资本 

概念的区别并没有实质性的意义。 

《共产党宣言》中关于资本的概念的描述并 

不多，马克思再次概括了资本的发展，并提出了雇 

佣劳动增殖资本的观点，雇佣劳动创造的资本， 

“即剥削雇佣劳动的财产，只有在不断产生出新 

的雇佣劳动来重新加以剥削的条件下才能增殖的 

财产。”_5 在这里马克思继续沿用了“雇佣劳动” 

的说法，可见此时的观点和《形态》中的观点是大 

致相同的。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指出，“资本 

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 J4 ，因 

为“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 

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只有通过社会全体 

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运动起来。”[5]42 

参考文献： 

《雇佣劳动与资本》和《共产党宣言》中，马克 

思说明了资本与劳动的辩证关系，“阐述了资本 

在推动世界历史形成与人类文明发展方面所发挥 

的巨大作用” J，同时“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的内在矛盾以说明资本统治的限度” J。马克思 

早期的资本概念所蕴藏的思想，在其后来的著作 

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最终形成了马克思的资本 

理论。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资本范 

畴被越来越多的应用到市场经济建设的各个领 

域。现阶段，正确地借鉴马克思的资本概念，对我 

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不可避免地也存在着资本运 

动，但社会主义资本不能像资本主义资本成为资 

本家剥削劳动人民的手段，而应该是全体劳动者 

实现共同富裕的一种手段，应该体现劳动者之间 

互利互助、协作劳动的经济关系。当然，要使这一 

经济关系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得以确立，就需要有 
一 系列的具体制度和规则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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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apital concept is the core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es．By the end of 1843
， Marx got down tO study political eco． 

nomics in Paris to write a book tO criticize eurrent social system and bourgeois political economics．His first findings in this a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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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ifesto，ete．During his study of economics，Marx kept to improve his capital concept．This paper studies all of the four to d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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