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劳动与垄断资本 
第三部分 垄断资本

 

第十一章 剩余价值和剩余劳动 

  原子化的和竞争性的资本主义模式，已不再是今天资本主义的模式了。在前一模式

中，个别的资本所有者（家族集团，或合伙者小集团）和资本主义公司是一模一样的，每

一种行业的生产，都分散在相当多的公司里。见解不同的经济学家和社会观察家一致认

为，这种模式已为本质不同的结构所代替，尽管他们对这种新结构的论述和分析可能有不

一致的地方。自从资本主义这个新阶段出现以来，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对它使用了各式各样

的名称：金融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新资本主义、晚期资本主义，等等。然而，由于

人们普遍承认，正如列宁在一篇论述这个问题的最早的论文中所说的那样，“帝国主义就

其经济实质来说，是垄断资本主义”，所以晚期资本主义一词已经证明是最能为人接受

的。（1）近来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谈这个新阶段的最有分量的论述，可从保罗·巴兰和

保罗·M.斯威齐所著《垄断资本》一书中找到。（2） 

  一般认为，垄断资本主义开始于十九世纪最后二、三十年。那时已开始出现资本的积

聚和集中，其形式是早期的托拉斯、卡特尔和其它一些形式的联合。因而资本主义工业和

金融业的现代结构，也是在那时开始形成的。与此同时，世界殖民地化的迅速完成，以及

由于划分世界经济势力范围或统治范围而引起的国际竞争及武装冲突，开创了现代帝国主

义时代。因此，垄断资本主义包括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里垄断组织的增长，资本的国际

化，国际分工，帝国主义，世界市场和世界范围的资本流动，以及国家权力结构的变化。 

  人们可能已经注意到，生产过程的重大发展的开始时间同垄断资本主义的开始时间是

完全相同的。科学管理，以及在现代基础上组织生产的整个“运动”，都是在上个世纪最

后二十年里开始的。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为了更快地使劳动力转化为资本，以有系

统地利用科学为基础的科学技术革命，也在同一时期开始。因此，在论述资本活动的这两

个方面时，我们论述了垄断资本的两个主要方面。在年代顺序上和作用上，这两个方面都

是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的一部分，它们产生于垄断资本主义，而又使垄断资本主义成为可

能。 

  由于一些明显的理由，《垄断资本》一书里有关资本主义变化的论述，既不需要在这

里重述，也不需要进行概括；但所以如此，也是因为巴兰和斯威齐所分析的所有方面，并

非都和我们的论述直接有关。该书看问题的角度，是把资本主义社会看作巨大的、不断增

长的经济剩余的生产者；作者关心的是，在垄断资本主义下如何利用剩余或“吸收”过

程。他们在开头指出： 

  我们并不认为，把注意力引向剩余的发生和吸收作用上面，就能提供这个社会或任何其他社会的全

貌。我们尤其意识到，我们使用的这种方法结果几乎完全忽视了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研究中占有主

要地位的问题——劳动过程。我们强调技术变化在垄断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然而没有系



统地探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所特有的各种技术变化对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即：工作性质、工人阶级的

组成（与分化）、工人心理、工人阶级的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等等。对垄断资本主义作全面研究时，

这些显然都是必需加以论述的重要问题。（3） 

  这段引文说明，巴兰和斯威齐对生产变动讲得极少，而更多的是讲生产成果——产品

的变动。但是，正如他们所指出的，不仅技术变化，而且还有不断变化的产品，都引起

了新的和不同的劳动过程，引起了就业人口的新的职业分布，从而产生一种新的工人阶

级。因此很明显，这里对劳动变动所作的考察，不过是《垄断资本》一书中对价值变动

所作的考察的另一种形式。 

  马克思在阐明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时，论述了价值变动和劳动变动齐头并进的过

程。 

  随着积累和伴随积累而来的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资本的突然扩张力也增长了。……随着积累的增进

而膨胀起来的并且可以转化为追加资本的大量社会财富，疯狂地涌入那些市场突然扩大的旧生产部门，

或涌入那些由旧生产部门的发展而引起的新兴生产部门……。在所有这些场合，都必须有大批的人*可以

突然地被投到决定性的地方去，而又不致影响其他部门的生产规模。……工人的这种增加，是通过使一

部分工人不断地被“游离”出来的简单过程，通过使就业工人人数比扩大的生产相对减少的方法造成

的。（4） 

  * 马克思在这里使用了Menschenmassen一词。从上下文看，译为“人群”或“大批的人”比较

恰当。由于现在被迫进入资本主义新工业部门的群众，女性往往比男性多，所以更需要提醒大家注

意语言学上关于女性的偏见。这种偏见，在这里和其他地方一样，影响了马克思著作的翻译。 

  如果我们考虑到马克思以后一个世纪以来的生产规模，那么，“使工人就业人数比扩

大的生产相对减少的方法”，已经把大量工人“游离”出来。美国的数字，在各主要资本

主义国家中决不是没有代表性的。我们已经指出，这些数字表明，专门从事商品生产的非

农业行业的就业人数，在二十年代开始从其传统的占城市就业人数的百分之四十五到五

十，下降到1970年的百分之三十三。然而在同一时期，农业劳动人口所占比例（在1880年

接近百分之五十）到1970年已经下降为不到就业总数的百分之四。由于农业和制造业、建

筑业，以及伴随它们的提炼工业在1880年占人口的四分之三，到1970年就下降到大约八分

之三，所以需要探讨的劳动群众的确为数很多。数百万“从”农业和创造业“游离出来”

的人们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有社会分工。在探讨这部分劳动群众时，我们将不仅探

讨马克思所说的意义上的“新兴的生产部门”，而且要像巴兰和斯威齐那样，还要探讨

非生产部门、整个工业，以及现有工业的一些巨大部门，所有这些部门的唯一职能，就

是在资本家阶级的各部分之间，以及依附于这个阶级的那些人之间，争夺社会剩余的分

配。在这个过程中，“疯狂地涌入”每一个可能的新投资领域的资本，已经对社会进行完

全的改组，而且在形成新的劳动分配时，创造了一种大大有别于七八十年以前的社会生

活。资本的这种无休止的、贪得无厌的活动，几乎每天都在我们眼前不断地改变着社会生



活，而不管这种做法造成一种使社会生活日益难以忍受的局面。 

  我们所探讨的剩余是劳动的剩余，而不是价值的剩余，因而与巴兰和斯威齐探讨的剩

余有所不同。例如，在他们看来，把资本靠大大牺牲社会利益来维持的显然不能缩减的庞

大军事设施也包括在经济剩余之内，是完全适当的。这当然是一种主要方法，通过它可以

对资本有利地（虽然对社会为害很大）吸收、耗尽和浪费现代生产所创造的大量财富。但

是，就这种军事设施必然会刺激对制造生产品的需求来说，这样利用的劳动已被计入经济

的制造部门之内了。用劳动来制造无用或有害的产品这一事实暂时同我们无关。我们关心

的是被引入新的生产形式或新的非生产形式中的剩余劳动，因为职业结构因而是工人阶

级就是在这种方式下改变的。 

  我们已经论述了制造业里各种职业如何重新安排的情况，以及优势如何转移到间接劳

动方面，因而直接用于生产的劳动总的说来数量可以减少，其活动也可以加以控制。这种

转移造成一小部分技术工作（其中大多数是与管理部门有密切关系的）以及较大部分低级

的已常规化的技术工作或无需技能的办公室工作。现在，我们的注意力不要放在这些传统

行业内部的职业变化上，而是要放在行业本身的变化上，放在那些改变整个社会分工的变

动上。这样做时，我们要弄清楚资本的发展过程和资本吸引劳动的途径。为此，我们一定

要对活动着的某些广大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变化作一粗略的论述。这些变化本身，只不过是

垄断时代迅速积累的结果，也是资本进一步积累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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