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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共 建 人 类

命运共同体”的
伟大构想，是马

克思主义“已完

成的理论”在当

代 实 践 基 础 上

的伟大发展。

▲ 顾海良指出，《资本论》 只是马克

思设想的“六册结构计划”的开头部

分， 他留下了更多政治经济学的课

题，等待后人续写。

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历程
1843 年之前， 马克思并不懂经济

学， 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哲学、 历史、
法学等的批判中， 马克思发现， 只有通

过对经济学的研究， 才能理解这个社会

的底蕴和本质。 马克思从 25 岁开始经

济学研究， 矢志不移， 成为他终生从事

的革命和科学事业的最重要的部分。

15 年研究阶段 ： 1843-
1853 年 ， 留下 《巴黎笔记 》
《伦敦笔记》 摘录 300 万字

马克思研究经济学的方法， 是阅

读大量当时能读到的经济学经典著作。
马克思一生的读书习惯就是做文献摘

录笔记， 将重要论述摘录在自己装订

的笔记本中， 供后来写作时使用。 若

将笔记本的内容翻译成中文， 每个笔

记本大约合 8 至 10 万字 。 1843 年底

到 1845 年初， 马克思撰写了 《巴黎笔

记》， 共有 9 个笔记本。 1848 年欧洲

革命失败后， 马克思 1849 年被迫流亡

到伦敦。 1850 年， 他利用大英博物馆

的有利条件， 重新研究经济学。 每天

早上， 伦敦街头的路灯未熄， 马克思

就步行到大英博物馆； 晚上， 路灯亮

起， 他才赶回家里。 在三年多的时间

里， 马克思连续写了 24 个笔记本， 对

300 多部著作和大量的报刊资料作了

摘录笔记 ， 这部被称作 《伦 敦 笔 记 》
的手稿近 1300 页， 约合中文两百多万

字。 从 1843 年到 1853 年的 10 年间，
马克思几乎阅读了当时所有的重要的

经济学文献， 并就部分问题进行了探

讨。 马克思当时已有撰写名称为 《政

治经济学批判》 或者 《经济学》 著作

的计划。

叙述阶段 ： 1857 年到
1865 年， 留下三份重要手稿
400 余万字

1856 年， 马克思预感欧洲新的经

济危机将来临， 1857 年马克思决心加

快经济学研究， 开始有体系地撰写自

己的政治经济学著作， 这就从以研究

为主转为以叙述为主的经济学发展阶

段。 1857 年8 月 的 《〈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 〉 导 言 》 ， 主 要 阐 述 生 产 与 分 配 、
交换、 消费之间的经济关系， 还论述

了 抽 象 上 升 到 具 体 的 政 治 经 济 学 叙

述 方 法 。 《导 言 》 虽 然 没 有 最 后 完

成 ， 但 它 已 经 清 晰 地 表 达 了 马 克 思

对 《政治经济学批判 》 著 作 的 对 象 、
结构、 方法的深刻理解。 这是马克思

开始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叙述过程的

标志。 在这一过程中， 马克思留下了

三 部 在 他 在 世 时 未 发 表 的 经 济 学 手

稿 ： 《 1857 -1858 年 经 济 学 手 稿 》
《1861-1863 年经济学手稿》 《1863-
1865 年 经 济 学 手 稿 》 。 从 1843 年 到

1857 年 ， 马 克 思 用 了 一 生 15 年 的

“黄金时期 ” 从事经济学 研 究 。 年 届

40 的 马 克 思 ， 走 上 了 正 式 建 立 政 治

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新的历程。

《资本论》 阶段： 1863
年初 ， 决定更名为 《资本
论》， 原题留作副标题

《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 是按

“五篇结构计划” 写作的； 《1861-1863
年经济学手稿》 是按 “六册结构计划”
撰 写 的 。 1862 年 底 ， 马 克 思 决 定 将

“资本论” 作为他著作的标题， “政治

经济学批判” 则作为副标题。 这一年

12 月 28 日， 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信中

提到这一变化。 自这以后的 20 年， 马

克思矢志不移地从事 《资本论》 创作，
直到 1883 年去世时， 还在继续修订出

版 《资本论》 第一卷德文第三版。
马克思决定写作《资本论》后，就完

成了《1863-1865 年经济学手稿》，第一

次把《资本论》理论部分三卷完整地作

了阐述。在我看来，《1857-1858 年经济

学手稿》不能简 单 称 作 《资 本 论 》第 一

稿 ，但 却 不 失 为 是 “《资 本 论 》的 思 想

驿站 ”；同样 ，《1861-1863 年经济学手

稿》也不能简单称作《资本论》手稿，但

却是“通向《资本论》 的历史路标”。

作为完成的 《资本论》， 第一， 马

克思提出了经济学理论的核心范畴———
剩余价值论； 第二， 确立了马克思经

济 学 体 系 的 枢 纽———劳 动 二 重 性 ，
“对问题的批判性理解的全部秘密都在

于此”； 第三， 马克思站在工人阶级立

场上提出了工资范畴这一 “崭新” 的理

论。 剩余价值、 劳动二重性、 工资范畴

作为三个 “崭新的因素” 表明， 马克思

完成了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创作。
马克思多次提到 “可能的续篇”，

说明他还要研究更多的经济 学 内 容 。
马克思经济思想在 1870 年之后产生了

极大的变化。 此前， 他主要研究西欧

资本主义的发展 。 19 世纪 70 年代初

以后， 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向世界蔓延。
人们就在思考： 东方的非资本主义社

会 ， 是不是必然要走资本主 义 道 路 ？
具体地说， 东方国家能否跨越 “卡夫

丁峡谷”？ 在走自己的道路的过程中，
既能吸收资本主义发展 的 文 明 成 果 ，
又能避免资本主义发展的灾难性后果。
一百年以后， 1978 年中国共产党人接

手这一课题， 改革开放 40 年就是我们

探索这条道路的过程， 是在探讨马克

思留下的经济学研究的时代课题。
马克思留下了更多的未完成的经

济学课题， 实际上给当代马克思主义

经济学发展提供了广阔 的 理 论 空 间 。
《资本论》 未完成的课题， 需要后人续

写。 例如， 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改革方向中， 如何更好地实现市场对

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更好地

发挥宏观调控作用之间 的 有 机 结 合 ？
在中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心的时候， 如

何深刻把握当代国家对 外 经 济 关 系 、
如何应对世界市场和危机问题等等。

在马克思诞生 200 年之际， 我们

学习马克思、 理解马克思， 如列宁所

说， 不能 “躺在” 马克思身边， 而要

“站在” 马克思身边。 直面当今世界经

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发展

的现实 ， 发展马克思 、 创 新 马 克 思 ，
写就 21 世纪的中国版的 《资本论》。

完成时和未完成
时的含义

嘉宾主讲

为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 4 月 21 日，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 北京大学中国
道路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协同中心主任顾海良做客第 121 期文汇讲堂， 主讲 《〈资本论〉 的
完成时和未完成时》。 上海财经大学首批资深教授、 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副会长鲁品越担任
对话嘉宾。 演讲音频请登录文汇微电台 （App 喜马拉雅·听-搜文汇讲堂 2017） 收听。

摄影 本报记者 袁婧
参与本版整理 金梦

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特别场

《资本论》 中三大崭新因素是完成时， 马克思经济学的恢弘体系则是未完成时

顾海良：“站”在马克思身边，书写中国版《资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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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 第一卷德文版共有四版， 分别于 1867 年、 1873 年、 1883
年和 1890 年出版 。 目 前 国 内 中 文 版 《资 本 论 》， 是 根 据 恩 格 斯 校 订 的

1890 年第四版翻译的。 德文第二版和第三版， 是马克思自己作了修改的，
每次修改既有结构上的也有内容上的调整和完善。 马克思直到去世前， 还

在根据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发展的新情况以及他在科学研究上的新认识， 不

断地完善 《资本论》 的结构、 理论和表达方式。 从这个意义上看， 《资本

论》 虽然完成了， 但在马克思心目中它仍未完成。 从马克思经济思想的与

时俱进上， 这可以说是 《资本论》 的完成和未完成的涵义所在。 今天， 我

把 《资本论》 的完成和未完成的内涵再扩大一些， 从马克思经济学体系整

体过程中， 谈谈 《资本论》 的完成和未完成的涵义。

现场互动

鲁品越： 作为功力深厚的顶尖的

马克思主义研究者， 顾教授首先展示

了 《资本论》 背后鲜活的马克思： 一

位伟大的探索者、 学习者和自我革新

者， 不仅是知识分子， 也是我们每个

人的楷模； 其次， 顾教授带来的马克

思理论是已完成部分与未完成部分的

有机统一。 只要资本还占主导地位或

发挥作用， 《资本论》 的基本原理就

绝对不会过时。 比如， 作为基本范畴

的剩余价值理论。 我认为， 剩余价值

范畴当然包括资本， 资本就是投入到

生产中追求自身增值的剩余价值， 是

剩余价值的动态形式。 其次是劳动二

重性原理。 以农民种粮食为例， 社会

分工下的劳动必然生产出粮食的使用

价值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劳动

的二重性， 从哲学上来说， 不可能被

推翻， 因为社会劳动必然要生产出人

们之间的社会关系。 这种关系必须以

使用价值为载体， 才能成为现实的关

系， 否则是虚幻的关系。

马克思预见到了“虚拟资本”在经济危机中的作用
请教顾教授， 怎么把马克思已经

完成的部分， 进一步扩展开来？
顾海良： 以国际金融危机理论为

例， 马克思当年提出的建立在产业资

本研究基础上的经济危机理论， 突出

地表现为商品的生产过剩。 而当代资

本主义， 经济危机在现象上更多地变

现为信用危机、 金融危机。
《资本论》 第三卷中研究了不同

的资本形式 ， 马克思将之分为 两 类 ，
一类是在生产领域、 流通领域发生作

用的职能资本， 如产业资本、 商业资

本； 一类是借贷资本这样不参与生产

过程和流通过程， 但在平均利润中分

得利息的非职能资本。 如何分配平均

利 润 要 依 据 资 本 对 供 需 的 关 系 来 决

定， 所以这两种资本之间就存在竞争

关系。
马克思当时已预见到银行资本经

营中出现虚拟资本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实体经济， 就是职能资本所从事的经

济， 如第一产业农业、 第二产业工业，
以及第三产业服务业。 在本质上， 它

不是以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来划分

的， 而是以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中的

职能来划分的， 与 “虚拟” 相对应。

当代金融危机的理论依据源于马克思的经济危机原理

虚拟资本是在信用经济发展中导

致资本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马克

思并未对这一理论作出展开论述 ， 因

为 他 所 在 的 时 代 还 没 有 现 代 意 义 的

金 融 资 本 。 当 代 资 本 主 义 经 济 关 系

中 ， 银 行 资 本 作 为 借 贷 资 本 的 代 理

者， 深化了职能资本和非职能资本的

矛盾， 而银行资本变成金融资本 、 金

融 资 本 成 为 金 融 寡 头 ， 金 融 资 本 的

虚拟资本脱离职能资本和实体 经 济 ，

异 化 了 银 行 资 本 本 来 的 职 能 ， 当 金

融 寡 头 在 当 代 资 本 主 义 经 济 中 占 统

治地位， 金融危机爆发就是不可避免

的了。
所以， 要用马克思已经完成的理

论， 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现

实来分析国际垄断资本条件下的金融

危机。 这也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

学发展的新的突破口， 也是马克思主

义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新亮点。

当今社会主要矛盾：生产力的全球化和霸权主义国际格局

鲁品越： 最近某些国际形势导致

许多人认为当代世界主要矛盾是中美

矛盾。 按此思维， 就会陷入 “修昔底

德陷阱”。
而用 《资本论》 的观点看， 因为

资本必然要生产剩余价值， 新增的剩

余价值必然要进行新的扩张性投 资 。
资本扩张的客观结果的确发展了生产

力， 当今时代， 任何一个国家的生产

力， 都是全球化的生产力系统的一个

组成部分， 比如， 生产高端芯片必须

进行全球的资源配置： 需要中国的稀

土金属， 需要日本的稀土金属再加工

技术， 然后还要德国、 美国的芯片设

计等等， 全球各国的生产力相互补充

才能完成。 生产力全球化就是不可遏

制的趋势， 它来自各国人民对生存与

发展的福祉的需求。
因此， 当下国际社会基本矛盾是

世界人民追求自身福祉所推动的全球

化的生产力与霸权主义国际关系格局

之间的矛盾。 解决这个矛盾的根本出

路是什么？ 是建立适合各国人民福祉

的新型国际经济政治关系。 世界人民

“共同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构想，
是马克思主义 “已完成的理论” 在当

代实践基础上的伟大发展， 是 《资本

论》 的续篇。

人工智能技术将加大对中高端劳动力的需求

华东师大哲学系研究生李欣颖 ：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 机械化自动生产

可能会取代人类在社会上的劳动地位。
站在马克思 《资本论》 的角度， 如何

看待这一现象？
顾海良： 从经济学角度看， 直至

第三次工业革命， 不仅实现了动力上

的 变 革 ， 也 实 施 了 工 具 机 的 巨 大 变

革， 更重要的是， 促使动力与传输装

置的改变 。 这三个方面的变革 过 程 ，
体现为人越来越被分离在生产过程之

外。 现在， 新的变革促成了传输装置

由新型计算机控制， 这是工业化过程

的必然现象。 需要注意的是， 整个工

业 运 转 过 程 ， 在 之 前 由 许 多 人 工 参

与， 之后的售后服务还需要有大量的

劳动参与。 所以， 人工智能的出现拉

长了生产过程的链条， 促使出现了除

第 一 产 业 、 第 二 产 业 之 外 的 第 三 产

业， 甚至是第四产业。 这直接导致低

端 劳 动 力 数 量 减 少 ， 对 中 高 端 劳 动

力 的 需 求 增 加 。 因 此 ， 现 在 遇 到 的

巨 大 问 题 不 是 劳 动 人 数 的 减 少 ， 而

是 劳 动 力 整 体 结 构 的 变 化 。 问 题 的

实 质 是 提 高 人 的 素 质 ， 优 化 劳 动 力

结 构 。 这 也 是 马 克 思 在 《资 本 论 》
中阐释的生产过程的个体工人向 “总

体工人” 发展的实质所在。

“五 篇 结 构 计 划 ” 是 马 克 思 在

《导言》 中提出的 《政治经济学批判》
著作的结构计划。 其中第一篇是 “一

般的抽象的规定”， 阐释劳动、 分工、
价值、 货币等几个社会都存在的一般

范畴； 第二篇 “资本、 雇佣劳动、 土

地所有制”， 阐释资本主义社会与三大

阶级相应的三大范畴及其本质及其经

济关系； 第三篇是 “资产阶级在国家

形式上的概括”， 阐释社会经济关系在

资产阶级国家内的总和关系； 第四篇

是 “生产的国际关系”， 是对外贸易或

国家对外的阐释； 第五篇是 “世界市

场和危机”。 这一结构依循了黑格尔的

一般 、 特殊 、 个别的逻 辑 演 进 关 系 ，
也是马克思提出的 “抽象上升到具体”
的螺旋式上升过程。

按此逻辑， 先谈一般的抽象的规

定， 马克思先是打算从货币开始， 后

来发现货币只是商品内在矛盾的外在

化形式， 最后决定从商品范畴开始研

究， 这就形成了 《资本论》 的逻辑起

点。 “五篇结构计划” 在思想史的价

值何在？ 在国际学术界， 认为马克思

的这一构想， 具有极大的学术上的创

新性与思想上的前瞻性。
第一， 把国家写进政治经济学研

究 中 ， 是 马 克 思 的 首 创 。 1776 年 亚

当·斯密撰写的 《国富 论 》 提 出 “国

家是守夜人” 的命题。 他认为， 国家

只需做好三件事： 保卫国防、 维护社

会治安、 建立必要的公共设施。 经济

运行就听任市场这只 “看 不 见 的 手 ”
的 自 发 作 用 。 但 是 ， 从 1825 年 开 始

爆发的周期性经济危机， 已经实际地

否定了斯密的这一命题。 每隔大约十

年发生一次的经济危机， 宣告市场不

可能自发地平衡供给和 需 求 的 关 系 。
直 到 1936 年 ， 凯 恩 斯 才 站 出 来 说 ，
自由市场经济的 “信条 ” 已 经 过 时 ，
“有效需求不足” 就是 “看不见的手”
作用的常态 ， 他提出了 “国 家 总 揽 ”
的 改 革 方 案 。 自 此 ， 市 场 和 政 府 的

“看不见的手 ” 和 “看 得 见 的 手 ” 的

共同作用得到认可。 但在经济思想史

上， 马克思早在 19 世纪 50 年代就提

出了国家经济职能应该列入经济学研

究范围， 独树一帜， 开创了经济学的

新境域。
第二，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经济关

系。 在国家对外一篇中， 马克思有两

个非常重要的命题， 一是财政税收作

为政府职能的性质和意义问题， 二是

人口、 移民作为国家对外经济关系的

内容， 其中包括不同国家之间劳动力

迁徙问题。
第三 ， 第 一 次 从 经 济 学 体 系 意

义 上 提 出 世 界 市 场 范 畴 。 此 前 经 济

学家至多提出国际贸易的概念， 关注

的 是 发 生 在 流 通 领 域 的 商 品 往 来 关

系， 但世界市场却是一个包括不同国

家 之 间 的 生 产 关 系 和 交 换 关 系 的 总

体 上 的 经 济 关 系 ， 是 对 国 际 经 济 关

系的探索 。

关于 “五篇结构计划”

1858 年 2 月， 马克思在给拉萨尔

的信中提出了 “六册结构计划” 的设想。
这里的 “六册” 是指:资本、 地产、 雇佣

劳动； 国家、 国际贸易、 世界市场。 这

六册与 “五册结构计划” 相比较， 主要

变化在前三部分， 原来第一篇不再独立

成篇， 原来第二篇分为三册， 这样 “五
篇” 就变为 “六册”。 “六册结构计划”
突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三大阶级之间经

济关系及其本质， 特别是突出了资本范

畴及其理论的重要意义的研究。

第一册 《资本》 如何演
化成 “四篇三章” 结构

在进一步的探索中， 马克思集中

于第一册 《资本》 结构的思考， 形成

了 “四 篇 三 章 ” 的 结 构 ： 第 一 篇 是

“资本一般”， 包括资本生产过程、 资

本流通过程、 两者的统一， 共三个部

分。 这里抽象了产业资本、 商业资本、
借贷资本等不同资本的特殊规定； 第

二篇在 “许多资本之间的竞争 ” 中 ，
阐释产业资本、 商业资本等许多资本

之间的竞争。 “许多资本” 是指不同

资本的差异性， 相互之间的竞争。
马克思认为从资本一般到许多资

本 ， 再后就是信用资本和股份资 本 。
竞争促使信用的产生和发展， 信用作

为一个润滑剂， 减缓不同资本竞争造

成的矛盾和冲突。 信用发展导致银行

及其职能的出现。 银行通过发行股票，
组建股份企业， 从事大型的工业和社

会的基础设施的建设， 所以马克思认

为， 如果没有股份公司， “恐怕世界

上到现在还没有铁路”。
这 就是马克思说的第一册 《资本》

的四篇。 1859 年出版的 《政治经济的

批判·第一分册》， 主要包括的价值和

货币这两章， 就是按照 “六册结构计

划” 来撰写的。

发现自己未搞清生产价
格、 绝对地租等问题， 第二
份手稿越写越长

马克思在 1861 年接着写 《政治经

济学批判》 第二分册， 即资本章。 马克

思发现， 自己其实还有很多问题没有弄

清， 主要有两个问题， 一是剩余价值理

论与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现实的关

系， 二是劳动力商品和工资本质关系。
马克思花了极大的精力， 深入地研究

了价值向生产价值转化的问题， 接着

又在细化级差地租理论的基础上， 提

出了绝对地租理论， 从而为价值和生

产价格转化关系论述提供了 “例证”。
马克思还对剩余价值思想史过程

作了深入探索 。 现在留 下 的 《1861-
1863 年 经 济 学 手 稿 》 成 为 一 部 包 括

23 个笔记本的 、 长达 1400 页卷帙浩

繁的手稿。 剩余价值理论史部分， 写

满了其中的 10 个笔记本。 这部手稿其

余 13 个笔记本 中 ， 还 探 讨 了 八 大 问

题， 如资本积累和经济危机理论等。

关于 “六册结构计划”

关于 《资本论》 的 “四卷结构计划”

扫描二维码获取
更多现场互动内容

学界激烈讨论： 马克思是否放弃 “六册结构计划”？

到了 1862 年 12 月， 马克思决定

以 《资本论》 为标题出版自己的经济

学著作。 其实， 马克思说的 《资本论》
只 包 括 “六 册 结 构 计 划 ” 中 第 一 册

《资本》 第一篇 “资本一般” 的内容，
这些内容也是关于 “政治经济学原理”
的基本内容， 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

最本质的规定， 其余问题， 除了 “国

家和各种不同形式对社会各种不同的

经济结构的关系” 以外， 马克思认为

别人可以沿着他的思路继续写下去。

1863 年下半年马克思开始写 《资

本论》， 提出了 “四卷结构计划”， 就

是 我 们 熟 悉 的 “资 产 的 生 产 过 程 ”
“资本的流通过程” “总过程的各种形

式” 和 “理论史”。
上个世纪 60 年代末， 罗曼·罗斯

多尔斯基、 马·吕贝尔等学者， 就已经

从 《政治经济学批判 》 整体结 构 上 ，
探索 《资本论》 的 “完成” 和 “未完

成” 的问题。 近半个世纪来， 对这一

问题探索的焦点是， 马克思决定写作

《资本论 》 后 ， 是否放弃了 “六 册 结

构计划 ”？ 随着马克思经济学 手 稿 陆

续公布于世 ， 现在的主流观点 认 为 ，
1862 年以后， 马克思从来就没有放弃

“六册结构计划”； 一直认为 “六册结

构计划” 中的资本竞争等内容， 以及

国家 、 国家对外与世界市场等 内 容 ，
还 是 《资 本 论 》 之 后 的 “可 能 的 续

篇”。 《资本论》 是 “六册结构计划”
中关于资本本质内容的完成部分， 又

是先对于 “六册” 整体而言的未完成

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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