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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流通与一般商品流通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流通，必须对二者进行区分。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方面在思想方法上停留在经济现象形态上看问题，另一方

面也为了掩盖资本剥削关系，对资本流通和简单商品流通从来不加区分。马克思

则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严格地将二者区分开来，既阐明两者在体现社会关系方面

的性质上的根本区别，又阐明两者在流通网络关系上的根本差别”。[11] 同时两者

之间也存在联系，一般商品流通是资本流通的条件，从Ｐ…W′－G－W…Ｐ中，

可以看出，如果没有W－G－W的商品流通，Ｐ所体现的社会再生产是不能继续

的。因此，认清这两种流通的联系和区别对加深《资本论》原著的理解具有重要

的意义。[12] （281字） 

 

一、一般商品流通（W―G―W）（319字） 

商品自身包含着使用价值和价值，具体有用劳动和抽象劳动，个别劳动和社会

劳动等矛盾，矛盾运动导致价值形式的发展，随着价值形式的发展产生了货币即

商品流通。[13] 这时产生的商品流通是一般商品流通，用公式表示为W－G－W。

从物质内容来看表现为W－W，是商品交换商品，是社会劳动的物质交换，这种

物质交换结果一经达到实现，交换过程本身就结束。从形式上来说，表现为W－

G，G－W两个相互对立的形态变化。但是W－G－W并不是只意味着公式所包含

的两种商品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关系，更进一步的含义是：“每个商品的形态变

化系列所形成的循环，同其他商品的循环不可分割地交错在一起。这全部过程就

表现为商品流通”。一般商品流通是商品和货币的交换网络。  

 

二、资本流通（G－W－G′）（3677字） 

在简单商品经济中，商品生产者必须把他的商品先换成货币，以得到社会承

认，才能再用货币购买商品进行消费，这种商品交换公式为W－G－W。随着商品

流通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发展，当劳动力以商品出现在市场时，当资本家用一笔

钱雇佣劳动时，他所支付的并不是劳动的价值，而是劳动力的价值（以获取剩余

价值），这种商品交换的公式为G－W－G′（G+g）,即出现了货币增殖。由此可

以看出，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是资本流通的历史前提条件。马克思最初对产

业资本流通的描述是在《资本论》第7篇的序言中。[14] 马克思认为：“一个货币



额转化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这是要执行资本职能的价值量所完成的第一个运

动。这个运动是在市场上，在流通领域内进行的。运动的第二个阶段，生产过

程，在生产资料转化为商品时就告结束，这些商品的价值大于其组成部分的价

值，也就是包含原预付资本加上剩余价值。接着，这些商品必须再投入流通领

域。必须出售这些商品，把它们的价值实现在货币上，把这些货币又重新转化为

资本，这样周而复始地不断进行。这种不断地通过同一些连续阶段的循环，就形

成资本流通”。马克思对产业资本循环更详细的论述是在《资本论》第2卷中进行

的。在这里，狭义的流通过程买和买与第１卷讲述的直接生产过程结合在一起，

侧重论述产业资本的形态转化运动。下面就以分析产业资本循环的典型形式即货

币资本的循环来进一步加深对资本流通的理解和认识。 

在研究货币资本的循环时马克思有两个假定：[15] 第一，假定商品是按照他们

的价值出售的，第二，假定这种出售是在不变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也把在循

环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价值变动撇开。这种假定是必要的，减少了分析过程中可能

出现的不便，有利于分析的进行。产业资本循环的典型形式是货币资本的循环，

用公式表示为：G－W…Ｐ…W′－G＇。其中虚线表示流通过程的中断。 

１、第一个阶段是购买阶段（G－W）。货币资本家作为买者出现在市场

上，用货币购买商品，完成货币向商品形态的转化。 

（1）它的物质内容是G－W（Pm）和G－W(A)。预付的货币资本G分为两部分，一

部分货币购买生产资料Pm，这时货币充当购买或支付手段。另一部分货币购买劳

动力A，这时货币充当支付手段。资本是通过执行货币的职能来执行货币资本的职

能，这是因为资本是货币，处在货币形态上。G－W（Pm）和G－W (A)除了表示G所

转化的商品的这种质的分割之外，还表示一种量的关系。Pm和A的比例关系是由一

定的工人提供的剩余劳动量决定的。如果买到的生产资料过少，剩余劳动就得不

到充分利用。反之，如果过多，就会造成物品积压。这对企业都是不利的。 

（2）通过以上两个行为完成了货币向商品的转化。这种流通行为从性质上来看

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G－W表示从一个货币额转化为一个商品额，是一般的

商品流通。另一方面；马克思认为：“使一般商品流通的这个行为同时成为单个

资本的独立循环中一个职能上确定的阶段的，首先不是行为的形式，而是它的物

质内容，是那些和货币换位的商品的特殊使用性质。这一方面是生产资料，另一

方面是劳动力，即商品生产的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所以从内容上来看， 

 G－W成为资本循环的一个特定阶段。在这阶段购买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形成生产

的实物形式，为剩余价值的生产准备条件。 

（3）对G－A的单独考察。G－A的流通行为，从资本家来看是购买劳动力，从工

人来看是出卖劳动力。这种流通行为能够进行是因为当时具备了交换的历史条

件，即出现了自由的一无所有的劳动者和生产条件所有者的对立，出现了资本家

和雇佣工人的阶级关系，进一步说当时的生产已经是资本主义生产。这种对立关

系就使劳动力成为商品完成G－A流通行为，完成货币向资本的转化。资本体现了

特定的生产关系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因此，G－A一般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的

特征。 

2、第二阶段是生产阶段（W…P…W′）。这里虚线表示：资本流通过程被

中断，而资本的循环过程在继续，资本从商品流通领域进入生产领域。资本家作

为商品生产者把购买来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结合起来，进行生产消费，完成资本

主义生产过程。在这个阶段，生产资本的职能是消耗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生产出

具有更大价值的商品，使生产资本转化为商品资本。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必须结合



起来才能进行生产，它们的结合采取的方式和方法不同，生产就具有不同的社会

性质。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并不是天然是资本，而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才成为

资 

本。这种作为资本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结合就具有了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规 

定性。 

3、第三阶段是销售阶段（W′－G＇）。资本家作为买者出现在市场上，把

商品卖掉，换成货币，完成商品向货币的转化。商品生产开始的时候就是在资本

主义的方式内生产，那么，一切商品从一开始就是商品资本的要素。W′－G＇能

够执行资本的职能，因为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处在一种联系中，生产的结果是包

含剩余产品的商品。 

（1）对W′－G＇流通行为质的分析。从形式来看，从流通行为来看等价于：W

－G，只是同一个价值由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从内容来看，是单个资本循环

的阶段，等价于W′－G＇是商品资本由它的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商品能执

行资本的职能像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商品能够执行资本的职能，只是由于在它

的流通开始以前，它已经现成地从生产过程中取得了资本性质”。另外， 

W′－G＇可详细地表示为W′－G＇=（W+w）－（G＋g），就资本价值来看是流通

行W－G，G作为货币资本开始流通，通过W－G完成货币的回流，其总流通是G－W－

G，经过回流的G具有相同的价值，不同的使用价值，完成了价值的复归。就剩余

价值来看是w－g行为，是第一次形态变化（从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需要相

反的流通行为或相反的形态变化来补充。G+g包含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现在他们

是并列着的，它们二者各自取得了独立的货币形式，表现着资本关系的价值额。G

成为货币资本，表现为一个自行增值的价值，g是G的增长额是它的果实，因此，G

才成为资本。 

（2）对W′－G＇的流通行为量的分析。资本价值由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对

企业和资本主义再生产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如果已经增值的商品卖不出去，

停留在市场上，生产过程就会停止。其次，从商品形式到货币形式的转化的速度

不同，同一资本价值在产品形成和价值形成中的作用程度就会不同，再生产也会

以不同的程度扩大或缩小。最后，必须全部完成W′－G＇的形态变化，才能全部

完成全部价值和剩余价值，这里出售商品的数量就成为决定性的因素。马克思曾

这样形容：“商品爱货币，但是‘真爱情的道路决不是平坦的’”。  

又说，“商品价值从商品体跳跃到金体上是商品的惊险的跳跃。这个跳跃如果不 

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所有者”。这就使得资本家非常重视销售

阶段，按照市场的需求来生产。 

4、资本运动三个相互联系阶段的统一，形成它的总循环过程。总循环公

式是：G－W…Ｐ…W′－G＇。在这个总运动中，有两个阶段属于流通领域，有

一个阶段属于生产领域。资本价值在流通阶段采取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形式，

在生产阶段采取生产资本的形式。资本要依次经过三个阶段，依次采取三种形式

完成相应的职能，资本循环才能正常进行，任何阶段的停止都会使核心生产过程

受阻。但是，循环本身又要求资本在循环的各阶段中保持一定的时间，完成与其

相适应的职能后，才能进入下一阶段，采取另一种形式。 

资本连续不断的循环表现为：G－W…Ｐ…W ′－G＇·G－W…Ｐ…W′－

G＇·G－W…Ｐ…W′－G＇，呈现出三种不同的形式： 

货币资本的循环：G－W…Ｐ…W′－G＇ 



生产资本的循环：Ｐ…W′－G－W…Ｐ 

商品资本的循环：W′－G＇－W…Ｐ…W′ 

资本循环的三种形式，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产业资本一定的特征。货币资本循

环表现了产业资本生产的目的和动机就是获得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因而是最典

型的产业资本循环形式。这个循环在一般商品的流通中完成自己的循环，它是生

产与流通的统一。生产资本的循环反映了产业资本流通过程具有资本流通和一般

商品流通的二重性。在这个循环Ｐ……Ｐ中，两极之间是总流通过程W－G－W。

它既属于一般商品流通，同时又属于资本流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不到这个二

重性，他们把这个公式等同于一般商品流通，因而看不到经济危机的必然性。如

果W－G－W流通行为因资本家相互扩大或缩小规模而中断，就可能产生经济危

机。商品资本的循环表现了单个产业资本与其他产业资本的并存性和联系性。这

三种循环是相互联系，互为前提的，而且一种形态的反复循环包含其他循环，事

实上，任何一个单位产业资本都同时处在所有这三种循环中，这三种循环形式是

连续地并列地进行的。 

由上可知，资本是一种运动。“资本作为自行增值的价值，不仅包含着阶级

关系，包含着建立在劳动作为雇佣劳动而存在的基础上的一定的社会性质。它是 

一种运动，是一个经过各个不同阶段的循环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又包含循环过程

的三种不同的形式。因此，它只能理解为运动，而不能理解为静止物”。 

我们暂时撇开货币资本循环G－W…Ｐ…W′－G＇的生产阶段，只分析它的

流通阶段就可以把公式简化为：G－W－G＇。 

 

三、一般商品流通与资本流通的联系和区别（2105字） 

1、资本流通和一般商品流通的相同点 

（1）两种流通都分成两个对立的阶段：买和卖，并且在其中每个阶段上都是两

个物的因素即商品和货币的相互对立。 

（2）两个流通都是同样两个对立阶段的统一，这种统一在两种情形下都是通过

第三个当事人来实现，一个只是买，一个只是卖，一个既卖又买。 

2、资本流通和一般商品流通的区别 

（1）从现象的角度来看，可以分为形式上的和内容上的区别。 

首先、从形式上看： 

第一，二者的起点不同。资本流通的起点是货币，以买开始流通行为；一般

商品流通的起点是商品，以卖开始流通行为。 

第二，二者的终点不同。资本流通的终点是货币，以卖结束；一般商品流通

的终点是商品，以买结束。 

第三，二者的流通媒介不同。资本流通的媒介是货币；一般商品流通的媒介

是商品。 

第四，二者具有相反的流通次序。资本流通以买开始，以卖结束；一般商品

流通以卖开始，以买结束。 

其次、从经济内容上看： 

第一，两种流通的目的不同。一般商品流通的两极是商品，两极的商品具有

不同的使用价值，但具有相同的价值，其目的是为了消费，为了满足某种需要的

使用价值；资本流通的两极都是货币，是具有同质但不同价值量的货币，其动机

和目的是为了追求交换价值本身。 



第二，两种流通的交换实体不同。一般商品流通的两极是具有不同使用价值

的商品，这一运动的内容体现着社会劳动的不同物质的交换；资本流通所以有 

内容不是因为两极是同质的货币，而是因为它们有量的不同，只有当最后从流通

中取出的货币多于预付货币时才有意义。“可见，原预付价值不仅在流通中保存

下来，而且在流通中改变了自己的价值量，加上了一个剩余价值，或者说增值

了。正是这种运动使价值转化为资本”。因此，它的流通的过程的完整形式应该

是G－W－G＇，而不能是G－W－G。 

第三，两种流通在运动限度上不同。一般商品流通是为买而卖，其目的是某

种使用价值，因而运动以消费和满足某种需要为限度；资本流通是为卖而买，目

的是为了交换价值本身，作为交换价值在量上是没有限度的，其使命是通过量的

增大以接近于绝对财富，资本只有在不断的更新运动中才能有不断的价值的增

值，因此其运动是没有限度的。 

第四，两种流通的承担者不同。一般商品流通的承担者是一般的消费者， 

W－G－W流通行为结束后，价值运动就消失了；资本流通的承担者是资本家，资

本家的目的是追求价值增值，是谋取利润的无休止的运动，价值运动不会消失，

人格化的资本成为自行增值的主体。 

第五，两种流通反映的关系不同。W－G－W流通行为贯彻自由，平等，互利

和互相承认所有权的原则；G－W－G＇流通行为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包含的人剥

削人的关系。 

第六，两种流通具有的形态不同。资本流通具有多种形态，比如G－W－G＇

同时也是商业资本流通的公式，生息资本则简化为G－G＇。 

（2）从本质上看：W－G－W和产业资本的三种循环之间存在本质的不同。 

第一，W－G－W和货币资本的循环相比，G－W…Ｐ…W′－G＇包含体现资

本主义生产特征的生产阶段，包含比一般商品流通更复杂的社会关系。 

第二，W－G－W和生产资本的循环相比，Ｐ…W′－G－W…Ｐ包含剩余价

值的实现和剩余价值的流通，体现了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过程和资本主义的积累过

程。 

第三，W－G－W和商品资本的循环相比，W′－G＇－W…Ｐ…W′不仅包

含剩余价值，而且包含与其他产业资本之间相互联系的关系，体现社会总资本的

运动。 

（3）从历史条件的角度来看，一般商品流通产生在货币产生时，是和货币的产

生联系在一起的。资本流通产生在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分离，即产生在生产条件的

所有者和自由的一无所有的劳动者之间形成对立时，进一步讲是劳动力成为商品

时，并且会随着社会条件的发展而发展。 

（4）从体现的社会关系来看，一般商品流通体现商品生产者之间相互交换劳动

的交换关系，不体现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资本流通则体现一定的社会关系，

体现什么性质的社会关系，是由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结合方式和结合方法决定

的，在这里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结合体现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体现资本主义人

剥削人的关系。这就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为什么不把一般商品流通和资本流通区

分开来的原因。从而，也体现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分析方法。 

（5）从运动规律来看，一般商品流通的货币量与资本流通规律的资本量是不同

的。一般商品流通的规律“商品价格总额/同名货币的流通次数=执行流通手段职

能的货币量。这个规律是普遍适用的。”一定时期内流通货币的总额为：“假定

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流通速度已知，这个总额就等于待实现的商品价格总额加



上到期的支付总额，减去彼此抵消的支付，最后减去同一货币交替地时而充当流

通手段，时而充当支付手段的流通次数”。而资本流通规律的资本量是和多种因

素相关的，周转的时间和周转的速度，对资本量都会有很大的影响。社会的资本

总量是和社会再生产过程相联系。 

   3、资本流通和一般商品流通的联系 

  第一，从历史上看，资本流通是一般商品流通发展的结果。 

第二，从职能上看，一般商品流通是资本流通的前提。 

第三，从条件上看，一般商品流通是资本流通的条件。“G－W－G＇和一般商

品流通交织在一起，从那里出来，又进入那里，成为其中一部分。”  

评阅意见： 

1.            我布置的作业是写“读书笔记”，读的书是有规定的――“《资本论》选

读的导言和第一卷”，你读到哪里去了？笔记是写“心得”，你写的是什

么？ 

2.            你写的东西整个字数为6145，但是你看看它的结构： 

开头：218字 

一、一般商品流通（W―G―W）（319字） 

二、资本流通（G－W－G′）（3677字） 

三、一般商品流通与资本流通的联系和区别（2105字） 

3.            我希望你自己对你写的这个“东西”进行一个客观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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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引用谁的观点？要有个出处，有个注释。 

 [12]与上面这段引语联系在一起，你读一读，它通顺吗？ 

 [13]货币，就是商品流通吗？ 

 [14]你这里探讨的是一般资本流通公式，即资本总公式还是产业资本流通公式？ 

在这里，你的研究对象转换了，你的研究框架也转换了。《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卷和第三

卷的分篇，不是随意的而是反映了资本生存、运动以及发展空间结构的。因此，《资本论》

的分篇实质是在不同的理论框架和理论边界中研究资本的理论规定。如果你有转换，你一定

要交待啊！ 

 [15]我布置的作业是读书，读《资本论》选读的导言和第一卷，你读到哪里去了？ 

上一篇文章: 《资本论》第三卷读书笔记(李凤磊)

下一篇文章: 《资本论》读书笔记(江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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