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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资本论》》

内容概要

《超越〈资本论〉：马克思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第2版）》主要内容：这么多年的思想形成了这
本我在很久以前就打算要写的“书”，一本关于马克思未曾写的有关雇佣劳动的书。我确信，（而且
我也向我的学生保证）我给出了许多在《资本论》中提出的问题的答案。除了重点研究工人和理论实
践之外，在这《超越《资本论》：马克思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第2版）》中还会直接涉及现在存
在的斗争，或者说，这《超越〈资本论〉：马克思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第2版）》能带给大家的
不仅仅是一个有趣的学术上的解释而已。
《超越〈资本论〉：马克思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第2版）》的另一部分思想是我偶尔遐思的结果
。在题为《垄断资本的理论形态》的论文中，我反过来研究马克思探讨过的资本的本质和在走向集中
（垄断）时的资本竞争之间关系等问题。我尝试准确地表示出资本的竞争是如何利用资本本身的内在
规律的，这正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反复强调的问题。在国际竞争日益加剧的时
代，人们提出的问题是：竞争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竞争也是一种实现雇佣劳动内部发展趋
势的手段吗？显然，马克思否认将这两个问题相提并论，但是，为什么这两个问题是不对称的呢？我
在1987年发表的题为《雇佣劳动的政治经济学》的论文中给出了这一问题的答案。在这篇论文中，我
提出了一个马克思的“可替代的政治经济学”这一概念。这是《超越〈资本论〉：马克思的工人阶级
政治经济学（第2版）》第5章的基础（现在也是第5章）。
《超越〈资本论〉：马克思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第2版）》中其他一些思想形成于1973年以来的努
力，显然，这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甚至在这一过程中，我所期望的也仅仅就是一些资料的充实。
新的问题、新的角度还在不停地涌现。这些都成为《超越〈资本论〉：马克思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
（第2版）》最为重要的观点和问题。当然，《超越〈资本论〉：马克思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第2
版）》仍然保留了一些尚待进一步完善的观点。让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成为一个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一
想法无疑是正确的。

Page 2



《超越《资本论》》

作者简介

迈克尔·A·莱博维奇，系加拿大西蒙·菲沙大学的名誉教授，主要讲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比较经
济体制。《超越》——马克思的工人阶段政治经济学是莱博维奇教授最为知名的著作，该书获得了德
意志纪念奖（Deutscher Memorial Prize），并被评为2004年马克思主义研究英语区最佳著作。除了在马
克思经济学和危机理论颇有建树的研究之外，莱博维奇教授还撰写了诸多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方面的著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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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资本论》》

书籍目录

中文版序言马克思主义消亡了吗第二版序言第一版序言(1992年)致谢第1章　　为什么研究马克思主义
——资本的故事  　1.1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1.2　资本主义生产领域　1.3  资本主义流通领域　1.4　限
制和界限第2章　为什么要超越《资本论》　2.1  对马克思主义的摒弃　2.2　理论哪里出错了?　2.3  正
统的马克思主义第3章　缺失的“雇佣劳动论”  3.1  《资本论》的地位  3.2  需要是不变的吗?  3.3  工人
需要的属性和增长  3.4  必需品的需要和社会需要  3.5  重要的假设第4章　《资本论》的片面性  4.1  《
资本论》的研究方法  4.2  总体的二重性  4.3　不充分的资本  4.4  雇佣劳动  4.5  对立统一第5章　雇佣劳
动的政治经济学　5.1  资本主义的整体性　5.2  竞争与雇佣劳动　5.3　合作与分化　5.4　对资本媒介
的斗争　5.5　雇佣劳动的政治经济学第6章　工资　6.1  必需品的标准不变，劳动生产率不变　6.2  必
需品的标准不变，劳动生产率可变⋯⋯第7章　片面的马克思主义第8章　雇佣劳动的片面性第9章　超
越资本第10章　从政治经济学到阶级斗争第11章　从资本到结合总体工人参考文献人名索引术语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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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资本论》》

章节摘录

第1章　为什么研究马克思主义——资本的故事为什么在21世纪的今天还在不厌其烦地谈论马克思或者
马克思主义？况且，马克思的著作都发表于19世纪，如今资本主义与当时相比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所以与其去复活一个研究19世纪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家的思想，还不如去看看当代经济学家都在
说些什么；或者，也可以去尝试马克思当时所做的事情——分析“现代”资本主义制度。面对这些合
情合理的问题，我从以下两个方面予以解答：首先，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经济理论，它的核心是拒绝
一切剥削和限制人类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马克思为什么反对资本主义，其中一个特别的理由就是在
资本主义社会中，所有的基本决策都是由私人利益决定的而不是由人类的需要决定的。在这样的社会
中，本可以用来生产满足人类需要的资源却被大量闲置着；在这样的社会中，为了追求私人利益，我
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可以被“合理地”破坏；在这样的社会中，当作为生产手段的所有权制度允许
一部分人强迫另一部分人在残酷的环境中劳动的时候，我们却谓之为公正；在这样的社会中，希望获
得利益的资本家为了阻止底层人民的集合，将人按照性别、种族、国籍等来划分。在马克思的眼里，
上述这一切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都是资本与生俱来的属性，而且这一切也是我们要斗争以超越资本的
理由。我的第二个解释与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有关。古往今来，从来没有一个人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能像
马克思那样深入透彻，也不曾有任何一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能比马克思的理论更能帮助人们去理
解他们“今天”所生活的社会。也许开始我们交流的最好的方式是讲述一段引于马克思《资本论》中
的有关资本的故事（在其著作的笔记和草稿中另有补充），在本书中，我将进一步描述资本主义社会
的“经济运行规律”，以作为《资本论》的发展。我认为，《资本论》强有力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
的动力所在，然而，正如我们在以下章节中所看到的，我认为这个解释还有许多重要方面存在着疑问
，而且，实际上它仅仅是整个故事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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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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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资本论》》

精彩短评

1、现代研究马克思的经典之作
2、买的太多了，还没来得及看
3、我是因为“超越”二字来围观的，没有绝对的真理，只有超越才是真理。
4、书质量没问题，就是送货太慢
5、书是好书，如果你没有时间读上三五遍，估计你看不明白。
6、不错，给老公买的，她很喜欢
7、政治经济学看多了，很难跳出这个范畴思考。
这本书给人新的启发。
8、无论褒贬毁誉，有一点谁都不得不承认，20世纪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其实是马克思。
中学的时候上政治课，老师讲马克思思想，许多同学是明显的不同意见者，老师在课堂上气愤的说，
你不相信可以，那你写本书出来看看有几个人跟从你。这个场景至今还能清晰浮现在我脑海里。

年龄渐长，涉世渐深，读书渐多以后，才明白，教材里的那些东西，其实绝大部分是列宁式的、斯大
林式的甚至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而非这本书讲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

苏东剧变之后，资本主义正处于其狂欢节中高歌猛进。在这样的背景下，连作者在本书一开始都以马
克思主义消亡了吗，作为标题。

读马克思，没有一定的理论修养，你是读不懂的。我也是近几年开始读了一些科学哲学的东西，才有
助于理解马克思思想的进步性。而本书也正好是将坚持马克思主义视为坚持马克思的方法论来观察社
会。

这本书给我最大的震撼是，马克思对于资本的分析可谓精辟。按照资本的内在逻辑，其追求剩余价值
的本性是从来没有变过的，而资本的扩张，只有三种途径，一是延长劳动时间，二是提高劳动生产率
（或者说增加劳动强度），三是降低社会平均生活标准。以此来看今天的世界，真是屡试不爽啊！
从19世纪以来，世界发生了许多大的变化，但资本的属性却始终没有变化。今天的中国企业，基本上
都是停留在19世纪延长劳动时间的水平上，富士康是杰出的代表。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搞高房价，
实在饮鸩止渴的事，因为这实际上是在提高了社会平均生活标准，对于资本扩张是相当不利的。更令
我震撼的是，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技术的进步，原因不在于资本间的竞争，或者通俗的说市场间的企
业竞争，而是资本对于劳动力分化瓦解的需要。我认为这真是金石之言！观察一下20世纪的经济史，
马克思的解释是最深刻的，别的不讲，就拿亚洲四小龙、四小虎来讲，基本都是资源缺乏，国土狭小
的国家，这导致这些国家经济的成长或者说资本的扩张，必须依靠大量的出口，而面对国际市场，没
有技术进步，这是不可想象的，想想当年日本侵略中国，实在是转移国内矛盾的方法，包括德国同样
如此，金融危机之后，东南亚国家的政局动荡，也是如此。以此观今天之中国，也恰恰是国内劳资矛
盾的深重，才促使国家一再的提出产业升级、技术进步的要求，只不过中国的情况更复杂些，新兴的
资本家认为主要矛盾是官民矛盾罢了。

这本书对于我而言，最大的意义在于自我利益的觉醒和对斗争重要性的再认识，这和我对于当前80后
困境的出路所在的思考是一致的，80后一切的个人努力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因为这根本就不重要
，80后的希望在于影响社会，在于社会的深化变革，否则80后、90后、00后，只有死路一条！高房价
作为准中产阶级的屠宰场，高通胀作为普通劳动者的消金窟，劳动者将与资本家一同走向灭亡，所以
我看到国内有的风险投资家忧患深重的说，今天的模式再不及时转变，意味着中国经济在自杀的道路
上狂奔迅跑！

这是很值得我们认真读一读的好书，尤其是想改变自己命运的广大弱势群体同胞!

9、很好看的书，强烈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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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还没有全面阅读,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作者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一位学者.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马克
思主义,作者力图在当今这个时代,用现代人的视角观察我们的经济生活，观察我们的政治社会，并用
自己的或是马克思的语言诠释它。至于对错与否，还不敢妄断。似乎有修正主义一说，那时被当年的
马克思、列宁批判得体无完肤的假马克思主义，那只有马列大家才能层层揭拨的言语。可惜，当今缺
少如马列一样的革命家、思想家，也缺少对各种思潮一一分析批判的清醒的、睿智的头脑。
11、真的没有发现任何超越性，还不如三个代表有超越。
12、太难懂。
13、印象不深刻
14、作者的话说大了，还有大大的不及，这是不幸。超越资本论，关键是重新定义资本，认清资本的
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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