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产要素、价值创造与制度选择
——近代中国“资本主义”认识的经济分析

张一平
（上海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0）

摘   要：帝国—资本主义冲击下的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引起了人们对于外来者及外部世界的关

注，一个突出表现就是西学东渐背景下“资本主义”的叙述与阐释，蕴含着化解内部危机与道路探索

的焦虑。文章通过爬梳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半期的时人论述，一是探讨了进步维度中既痛感资本主

义不发达、又批判资本主义的二元叙述；二是从生产与利润分析了资本概念，以及资本的来源和性

质；三是讨论资本与劳动在价值创造视阈下的社会构建；四是辨析资本，资本家、资本主义的关系。检

视资本的概念应用与内在逻辑，有助于了解现代化进程中社会改造的理念与路径。消除认识上的误

区和不必要的障碍，才能真正回应资本主义“普适性”话语的挑战，构建自主的道路阐释和发展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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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以来的“西学东渐”触发了国人知识体系的丕变，其中关于资本主义的制度体

系及认识，无论在改良、革命还是改革开放的语境中，都对人们思考社会变革、探索发展路

径 扮 演 着 重 要 角 色 。 德 利 克 指 出 ， 资 本 主 义 的 概 念 涉 及 在 近 代 欧 洲 形 成 中 的 特 定 社 会 形

态
①

， 近 年 来 张 一 兵 、 马 克垚、 何 顺 果 等 国 内 学 者 对 其 起 源 和 概 念 做 了 细 致 的 梳 理 。
②

然 而 关

于 近 代 资 本 主 义 思 想 的 已 有 研 究 ， 要 么 诉 诸 宏 大 的 意 识 形 态 和 笼 统 的 道 路 讨 论 ， 要 么 基 于

敌 友 关 系 争 取 政 治 支 持 的 视 角 ， 着 重 展 现 对 资 产 阶 级 的 认 识 。
③

而 对 于 资 本 主 义 的 本 土 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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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 除 了 卜 正 民 、 张 锡 勤 等 作 过 以 思 想 家 为 重 点 的 论 述
①

， 其 内 涵 和 演 变 尚 缺 乏 全 面 细 致 的

分析，尤其是基于经济学范畴的阐释更少。因此，我们将围绕资本这一核心要素
②

，梳理资本

主 义 的 认 识 取 向 ， 资 本 之 概 念 生 成 ， 资 本 与 劳 动 的 价 值 认 同 ， 资 本 、 资 本 家 、 资 本 主 义 的 关

联。本文注意从经济学理论展开辨析，并力图在以下方面做出创新：对认识主体和历史资料

的丰富和扩展；对资本概念、资本与劳动、资本主义等讨论的细化和深入；置于“西学东渐”

的思想背景下，反思概念理解的差异。通过揭示“资本主义”这一话语传播的社会背景，以展

现本土观念和现实政治影响下资本主义认知的复杂面相，有助于了解现代化进程中社会改

造的理念与路径。

一、  进步维度中的资本主义叙述

资本主义是个历史现象，它在15、16世纪的西欧即已兴起，而“资本主义”一词的使用则

在19世 纪 下 半 叶 ， 在1902年 桑 巴 特 的 著 作 《 现 代 资 本 主 义 》 发 表 后 才 开 始 广 泛 使 用 。 西 方 资

本主义强势扩张下呈现的“进步”性和弊病并存，使资本主义成为“聚讼纷纭的名词”③
，其解

释大致可概括为三类：(1)马克思将其视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基本特征是拥有货币资本的

资 本 家 使 用 雇 佣 劳 动 从 事 价 值 生 产 并 攫 取 剩 余 价 值 。
④( 2 ) “资 本 主 义 源 于 商 业 的 运 动 和 扩

张 ， 是 建 立 在 经 济 自 由 和 私 人 财 产 基 础 上 的“个 人 主 义”， 布 罗 代 尔 认 为 资 本 主 义 就 是 通 常

为 着 利 己 的 目 的 把 资 本 投 入 到 生 产 过 程 中 去 的 方 式
⑤

， 民 主 制 度 则 是 自 由 原 则 在 政 治 领 域

的体现。 (3)以韦伯为代表，把资本主义定义为一种理性的“企业精神”和“以合理而系统的方

式追求利润的态度”⑥
，新教伦理为企业家提供了心理驱动力和道德能量。

中 国 对 资 本 主 义 的 认 识 侧 重 于 上 述 第 一 、 第 二 种 解 释 ， 并 在 不 同 时 期 呈 现 了 各 自 的 特

点 。 从19世 纪 中 期 国 门 打 开 至20世 纪 初 ， 国 人 急 切 地 从 器 物 、 制 度 等 层 面 学 习 西 方 ， 掀 起 了

西学的高潮。一方面，受西方的坚船利炮和资本力量深深的触动，益加感到追求富强的紧迫

性。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自身的变化和思想流派的差异，国人基于不同视角和立场的解

读，具有模糊性和多变性。20世纪资本主义的扩张和世界大战暴露的深层次危机，则令其普

①卜正民、格力高利•布鲁：《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汉学知识的系谱学》，新星出版社2005年
版。张锡勤：《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是怎样对待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求是学刊》1986年
第2期。

②某种程度上，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就是他关于整个“资本主义”及其

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其核心乃是他对于“资本”本质的独到见解。见何顺果：《关于“资本主义”
的定义》 ,《世界历史》1997年第5期。

③王国斌指出了这一问题，并认为在可能是最无争议的定义中，资本主义指的是20世纪全

球经济体系中遍及全球的种种促使资本、劳动力与产品流动的复杂组织和运动过程。见卜正民、

格力高利 •布鲁 ： 《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 ：汉学知识的系谱学 》 ，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 ，第

253–254页。

④国内的权威观点即认为“资本主义是以资本剥削雇佣劳动为特征的社会经济制度及其上

层建筑”，见许涤新：《政治经济学辞典》上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16页。

⑤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顾良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86页。

⑥韦伯抓住用“资本会计制度”来“确定它的收益能力”这一核心因素，将资本主义与其他形

式的经济制度区分开来，并“将资本主义经济行动定义为：以利用交易机会取得预期利润为基础

的行动，却依赖（形式上）和平的营利机会而采取的行动”。参见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

神》，于晓、陈维纲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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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性遭到质疑，逐渐染上贬义色彩。同期马克思主义开始广泛传入，十月革命的胜利示范了

另一条独立道路，国人目光开始转向俄国。在苏俄的帮助下，国民革命轰轰烈烈地展开，却

因 阵 营 分 裂 很 快 失 败 ， 中 国 共 产 党 亟 须 判 明 形 势 确 定 革 命 路 向 ， 于 是 在 二 三 十 年 代 展 开 了

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批驳中国处于资本主义阶段的论点，强调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

奠 定 了 新 民 主 主 义 理 论 基 础 。 至20世 纪40年 代 ， 新 民 主 主 义 理 论 承 认 发 展 资 本 主 义 的 必 要

性，但是50年代以后，随着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消灭资本主义又成为国家目标。

总 的 来 看 ， 生 产 方 式 和 社 会 形 态 视 域 下 的 发 展 观 占 据 了 主 导 地 位 ， 其 标 志 性 的 理 论 探

讨 是 中 国 社 会 史 论 战 和 资 本 主 义 萌 芽 研 究 。 围 绕 中 国 社 会 历 史 分 期 的 论 争 由 此 开 始 ， 尤 其

是历史阶段的划分分歧很大。
①

李季和陶希圣判断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王

宜昌认为1900年以后进入资本主义，陶希圣更是将秦汉至清划为商业资本主义。
②

他们的观

点与近代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判断不相一致，与后来的对资本主义的萌芽研究却有

共 通 之 处 。 这 种 批 判 资 本 主 义 与 主 张 资 本 主 义 内 生 的 悖 论 ， 相 当 程 度 上 源 于 对 西 方 坚 船 利

炮背后现代性的期待，邓拓、吕振羽、毛泽东也都曾强调过鸦片战争前中国内部已存在资本

主 义 的 因 素 。
③

毋 庸 讳 言 ， 在 应 对 资 本 主 义 弱 肉 强 食 的 冲 击 中 ， 存 在 着 中 国 落 后 对 比 西 方 先

进 的 焦 虑
④

， 以 及 发 展 道 路 被 纳 入 西 方 体 系 而 失 去 话 语 权 的 担 心 。 通 过 研 究 资 本 主 义 萌 芽 ，

强调资本主义的内生性，凸显中国发展道路的谱系和逻辑，可以追索现代化的内部动力。将

历 史 发 展 阶 段 简 化 为 社 会 形 态 ， 固 然 为 遭 受 资 本 冲 击 的 国 家 判 别 路 向 提 供 了 理 论 基 础 ， 同

时也反映了线形史观的简约化取向。

二、  从生产要素到社会关系：近代中国资本概念的考察

资本在中国古籍中的常见含义是资金或本钱，明清市井小说许多涉及商人生活及货币

观念的描述中便有资本一词，作为经济学范畴的资本概念则是19世纪末从西方论著译而

来 。 资 本 知 识 深 刻 反 映 了 人 们 从 农 耕 社 会 向 工 商 业 社 会 转 型 的 认 知 ， 在 近 代“西 学 东 渐”的

背 景 下 ， 国 人 急 切 地 了 解 资 本 主 义 国 家 的 经 济 制 度 和 经 济 思 想 ， 试 图 用 以 分 析 中 国 面 临 的

发展问题。

（一）生产与利润：资本的概念分析

资 本 最 初 的 定 义 ， 是 资 金 或 取 得 利 息 的 本 金 。 近 代 学 者 已 认 识 到 西 文 中 资 本 词 源 经 历

①其中社会发展五阶段论流传甚广，而商品经济成为重要的衡量标准。如汪水滔的划分：原

始的家长制的自给自足经济、小规模的单纯商品经济、私经济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社会

主义。见汪水滔：《资本主义的运动法则》，《新兴文化》创刊号，1929年。

②参见李季：《中国社会史论战批判》，上海神州国光社1934年版，第268页；王宜昌：《中国奴

隶社会史——附论》，《读书杂志》第2卷第7、8期合刊，1932年；陶希圣：《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

会》，《新生命》杂志第1卷第10期，1928年。

③邓拓：《中国社会经济“长期停滞”的考察》，《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2卷第4期，1935年。

吕振羽：《中国历史研究提纲》，《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上海耕耘出版社1942年版。毛泽东：《中国

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0页。

④1942年张闻天提到，“欧美各国资本主义发达，工人生活比今天中国小地主好得多，可见落

后国家的地主，日子过得不如先进国家的工人”。“因为中国太落后，只有走过新式资本主义的第

一步，才能走社会主义的第二步 ” 。参见《张闻天文集》第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4年版，第

185–1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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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caput-capitale-capital的演变。朱通九、陶因等指出，资本capital一字是从拉丁文capitale翻译而

来，其原意只限于“支付利息的息金”或收取利息的借款（capitalis pars debiti），这里资本实际

上是指表现为货币资本的生利货财，其收益就是利息。
①

徐宗泽认为，capitale又来源于caput。

“caput，首也，故capitale本是原本之意，今通称曰资本。”通俗而言，即任何本钱，用以经营一

事 业 者 也 ； 依 科 学 意 言 ， 谓 一 财 产 所 备 以 生 产 一 新 财 产 者 也 。
②

于 树 德 、 诸 青 来 进 一 步 指 出 ，

caput来源于家畜，即家畜若干头之类字。古代以家畜为主要财产，其所有家畜若干头者即资

本家，其家畜即资本，家畜所生之子即为利息。总之caput即“母金”、“本钱”之意。
③

这里货币

资本是表现形式。

资本进而被引申为直接或间接地满足将来需要的财富，即土地以外的财富用之于获利

而 非 享 乐 。 尽 管 仍 有 人 直 观 地 把 资 本 当 作“吃 不 完 用 不 完 所 余 剩 的 供 给 生 活 的 必 需 的 食 物

与 货 品”。
④

但1893年 艾 约 瑟 已 在 《 万 国 公 报 》 中 指 出 ， 资 本“即 余 等 人 用 已 得 之 财 ， 赖 以 多 生

财则也”，“资本固尽为财，而财要不得尽为资本。如人家积有菽粟或蓄有银，止知家中坐食，

不思复行操作，伊之财即不得谓为资本，缘其不用之生财利也”。
⑤

陶因也提出：“凡劳动的生

产物用去营利的都是资本。”⑥
他不同意重农学派稠尔古（杜尔阁）的观点：“每年收进来的价

值 如 消 费 不 了 而 有 剩 余 时 ， 则 蓄 积 之 。 这 种 蓄 积 之 价 值 便 是 资 本”。 认 为 把 积 累 的 财 富 毫 无

区别地都视为资本，没有关注生利和增值的特征。

与生产相联系，资本还被视作人类的生产工具，是劳力的结果。林艺伟提出资本是人类

谋生的工具，而资本主义就是“集多数的资本，行大量的生产”，获得利润。
⑦

朱通九认为，凡

财物不论有形无形，而于生产上所必需，且能充作生产工具者，一概名曰资本，包括一切生

财机器、土地、房屋、原料、金钱、货物等。
⑧

蔚溪也认为资本是人造的生产工具，能生产更多

更 好 的 产 品 。
⑨

滕 茂 桐 指 出 狭 义 的 资 本 就 是 生 产 工 具 ， 是 劳 力 所 储 藏 的 自 然 力 量 ， 广 义 则 为

收入的源泉。
⑩

以过去之劳力助未来之生产者，谓之资本。
�

庐振英认为，资本就是用于生产

的一种生产物，并不是某一种财产之形状与性质。如果用于生产，就是资本。譬如有谷一斗，

拿来做种子，就是资本，拿来供自己之食料，就非资本。
�

这样就把资本的外延从货币资本扩

大到了生产资料。

①朱通九：《资本主义新论》，《商学期刊》第5期，复旦大学商学会出版部发行，1931年1月1日。

②徐宗泽：《资本概论》，《圣教杂志》第21卷第12期，1932年12月。

③于树德：《资本之研究》，《东方杂志》1921年第18卷第20号。诸青来：《资本之真意义》，《银

行月报》1924年第4卷第1号。

④周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为知识妇女作》，《妇女杂志》第16卷10号，1930年10月1日。

⑤艾约瑟：《富国养民策  第五章资本》，《万国公报》，光绪十九年第50期，1893年3月，第4页。

⑥陶因：《资本的意义》，《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三卷第四号，1933年6月。

⑦林艺伟：《资本主义的研究》，《民钟季刊》第1卷第2期，1935年6月。

⑧朱通九：《资本主义新论》，《商学期刊》第5期，复旦大学商学会出版部发行，1931年 1月
1日。陶因：《资本的意义》，《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三卷第四号，1933年6月。

⑨蔚溪：《资本——正名与诞生》，《交通职工月报》第2卷第11期，1935年1月。

⑩滕茂桐：《资本问题引论》，《中农月刊》第6卷第9期，1945年9月30日。

�汪荣宝、叶澜：《新尔雅》，上海文明书局1903年版，第40页。

�庐振英：《资本与资本主义》，《留京潮州学会年刊》192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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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一 步 从 经 济 学 范 畴 分 析 ， 资 本 被 视 作 生 产 要 素 之 一 。 从 梁 启 超 、 孙 中 山 到 马 寅 初 、 李

权 时 等 ， 相 当 多 的 政 治 家 和 学 者 都 持 这 一 看 法 。 梁 启 超 指 出 生 产 三 要 素 为 自 然 、 资 本 和 劳

力，“三者本分离不相属，有企业家，然后结合之，罗集资本，驱役劳力，以利用自然，而从事

生产，企业家之职也”。
①

孙中山认为：“凡物产或金钱以之生产者，可皆谓之资本”。
②

如果物

产 不 用 于 生 产 事 业 ， 似 与 残 物 无 异 ， 则 不 得 谓 为 资 本 。 例 如 ，“租 人 以 屋 ， 而 收 其 租 金 。 雇 人

以 车 ， 而 受 其 雇 资 。 此 屋 此 车 ， 皆 为 资 本 。”如 果 自 居 自 乘 ， 不 能 生 利 则 不 算 资 本 。 所 以 资 本

要用于生产，也要能带来利润。
③

还有学者注意到美国资本丰富，广有自然之利，然独乏劳动

之 要 素 。
④

经 济 学 家 杨 端 六 将 土 地 、 资 本 、 劳 力 、 企 业 （ 生 产 要 素 中 之 最 重 要 者 也 ） 视 为 基 本

生 产 要 素 。
⑤

他 还 指 出 雇 主 与 资 本 家 有 区 别 ， 例 如 经 理 、 工 程 师 与 劳 力 阶 级 对 抗 ， 但 并 非 资

本家。

从亚当 •斯密到庞巴卫克的视野中，获利和再生产是资本的重要特征，这在上述国内学

者 观 点 中 也 有 相 当 反 映 。 而 在 马 克 思 看 来 ，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的 实 质 是 剩 余 价 值 的 生 产 。
⑥

萨 孟

武据马克思之意，认为资本利润之发生，无不源于产业资本之循环。是故利润之生，非在前

半及后半之交换行程，乃在于中间之生产行程，即最初所买之商品，加以劳动者之工作，而

生别种商品者，实利润发生之根本原因也。
⑦

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把资本理解为

“那些能够生出使用费的东西”⑧
，它的来源不是资本家的劳动而是他人的辛苦。不少学者也

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论点，超越货币或生产资料的层面，进一步将资本视为一种社会关系。

如王亚南指出资本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之下，使其价值增值的物质手段。
⑨

哥昌素之认为资本

是 一 种 用 于 收 获 剩 余 价 值 的 价 值 ， 资 本 主 义 则 是 欲 藉 资 本 私 有 以 获 得 剩 余 价 值 的“经 济 欲

望”，以生产机关的私有，生产物与劳力的商品化为前提。
⑩

由 是 观 之 ， 中 西 在 资 本 的 初 始 含 义 上 有 相 通 之 处 ， 均 与 货 币 、 获 利 紧 密 相 关 ， 一 方 面 经

历了货币或财货向生产工具、机器、资料多样化的形式，另一方面越来越强调现代生产的特

征及其与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的联系。与西方经济学背景的学者相比，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者更关注资本运动的社会性，从财富来源、剥削和不平等社会关系着眼，有更多的传统思想

资源作为理解基础。

①梁启超：《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中册，中华书局1982年
版，第337页。郑里镇引用日本学者山崎的《经济原论》观点，提出自然、劳动、资本是生产三要

素，见《资本之社会的性质》，《新声》1930年第10期。

②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10页。

③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11页。但他将鲁滨逊漂流海岛谋生用

的斧与粮都当做资本，“供其生产之费用，其作用与资本同”。

④云卿：《论资本之重要与近世资本制度形成之原因》，《钱业月报》第8卷特刊号，1928年4月
5日。

⑤杨端六：《生产要素之科学的分析》，《东方杂志》1920年，第17卷第14号。

⑥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95页。

⑦萨孟武：《马克思之资本复生产论》，《学艺》1923年第5卷第8号。

⑧《李大钊文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2页。

⑨王亚南：《中国资本总论》，《广东省银行季刊》第3卷第2期，1943年6月30日。

⑩哥昌素之：《资本主义的利弊论》，岚楠译，《汉口商业月刊》第1卷第2期，1934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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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积累还是掠夺：资本的来源和性质

从资本的来源来看，它涉及资本增值及资本家发家的正当性。资本不是与生俱来，也并

非 孙 中 山 所 说“多 由 于 文 明 祖 传 ， 以 供 吾 人 今 日 之 生 产 ， 欲 穷 其 始 ， 则 未 易 知”。
①

其 突 出 积

累，注意的是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作用，强调掠夺，更多关注不平等的社会关系。究其来源，

可作如下划分：

一是储蓄说与忍欲说，认为资本为储蓄或忍欲的结果，强调资本由勤俭节约而来。此说

流行甚广，如艾约瑟提出，资财节用即资本之原。“野地贫民无何资本，深恐饮食匮乏，每日

殷勤操作，俟食物充足时造成弓箭，便于猎取禽兽，伊等造之弓箭即其出放资本处也，是节

用以生财之道。”②
马寅初认为，资本由生产者忍欲节省而来，变换者为资本物，流动者为资

本，若资本停滞而不流动，必逐渐减少乃至于完全消灭。
③

王克宥也认为，资本之构成归因于

忍欲，即牺牲现在欲望之满足，以图将来更多欲望之满足，自以生产为前提。
④

二是劳力说与掠夺说。即资本系劳力的结果，劳动创造了价值，也为资本家牟取剩余价

值 提 供 了 条 件 。 蔚 溪 指 出 ， 资 本 是 利 用 人 工 与 自 然 而 构 成 的 ， 不 像 土 地 与 劳 工 是 固 有 的

（original） 东 西 。 剩 余 劳 力 就 是 每 人 利 用 除 吃 饭 的 等 必 要 生 活 之 外 的 余 时 ， 所 花 的 有 用 的 智

力 和 体 力 。
⑤

丘 咸 指 出 ， 资 本 的 发 生 在 于 一 方 是 专 门 制 造 商 品 的 资 本 家 ， 他 方 是 能 延 长 工 作

时间的劳动者，被资本家用来生产支付劳力价值商品以上的商品价值。
⑥

朱通九提到了普鲁

东 的 论 点 ， 即 资 本 家 付 出 了 工 人 个 别 的 报 酬 ， 对 于 多 数 工 人 合 力 工 作 而 增 加 生 产 效 能 的 报

酬，则留在资本手中，注入私囊。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集大成者。
⑦

严 复 在 《 原 富 》 按 语 中 指 出 ：“民 前 施 筋 力 而 积 其 收 成 之 实 ， 斯 为 积 蓄 。 斥 此 以 养 后 来 之

力 役 ， 则 号 母 财 。 母 财 者 ， 前 积 之 力 役 也 。”又 引 穆 勒 •约 翰 之 述 ，“凡 母 财 ， 非 节 用 ， 其 物 不

生 ， 非 斥 之 以 规 后 利 ， 其 母 不 著 ， 故 其 界 说 曰 ， 母 财 者 ， 节 用 成 积 ， 而 用 之 以 规 后 利 者 也”。
⑧

认为资本（母财）是通过以前的劳动积累了收成，用于雇佣后来之劳动力。谷荣章也认为资

本是被积蓄的劳动，所以在成为新生产的手段的时候，被积蓄了的劳动，就是资本。
⑨

因此资

本 具 有 资 产 与 劳 动 的 双 重 属 性 ， 隐 含 着 资 本 持 有 者 和 劳 动 者 相 互 转 换 的 可 能 性 ， 从 而 构 成

其身份流动的社会基础。

不少论者反对资本来自节用或劳动，不同意扩展资本的来源。周宪文批驳了“资本是积

蓄 的 劳 力”观 点 ， 认 为 如 此 则 蜂 巢 蚁 穴 都 成 了 资 本 。
⑩

郑 里 镇 指 出 并 非 一 切 生 产 手 段 皆 为 资

①孙中山：《社会主义之派别与方法》，《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11页。

②艾约瑟：《富国养民策  第五章资本  第六章财分于各主》，《万国公报》第51期，1893年4月。

③马寅初：《读徐青甫先生〈国难期间经济之设计〉书后》，《银行周报》第16卷第12期，1932年
4月。

④王克宥：《与薛遗先生再论资本问题》，《银行周报》1932年第16卷第32号。

⑤蔚溪：《资本——正名与诞生》，《交通职工月报》第2卷第11期，1935年1月。

⑥丘咸：《资本浅说3续》，《晨报副刊》第214号，1924年9月9日。

⑦朱通九：《资本主义新论》，《商学期刊》第5期，复旦大学商学会出版部发行，1931年1月1日。

⑧侯厚吉、吴其俊：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第二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

534页。

⑨谷荣章：《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之概念及关联》，《清华周刊》第42卷第5期，1934年11月
19日。

⑩周宪文：《资本本质论》，《暨南学报》1936年第2卷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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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 否 则“乞 丐 以 火 烧 水 为 汤 ， 亦 不 得 不 谓 为 资 本 制 生 产 ， 资 本 家 的 生 产 及 资 本 主 义 的 生 产

了”。资本以货币、劳动力这两个特种商品的产生为前提，“资本云者，乃同一定的社会关系，

而 欲 增 大 其 自 己 的 价 值 之 谓”。
①

丘 咸 也 反 对 把 劳 动 器 具 当 资 本 ， 如 果 这 样“石 器 时 代 ， 已 经

有 拥 着 资 本 的 资 本 家 了”。 劳 动 器 具 尽 其 量 也 不 过 是 获 得 资 本 的 工 具 ， 而 非 资 本 自 身 。 资 本

是“产生剩余价值的价值”。
②

他更不同意将资本泛化为促进人的劳动、有益于助长生产力的

东 西 ， 并 列 举 权 力 、 知 识 、 灵 魂 不 是 资 本 。 陶 因 认 为 马 克 思 把“资 本 概 念”和 “技 术 的 生 产 手

段”截然分开，在发现资本的社会性和历史性上“超人一等”。
③

诸青来也指出：“唯有马克斯，

快刀斩乱麻地做了总结，资本者仅一社会和历史的生产关系而已。”④
总之，资本是产生剩余

价值的价值物得到高度认同。

三、  资本与劳动：价值创造视阈下的社会建构

恩 格 斯 指 出 ：“资 本 和 劳 动 的 关 系 ， 是 我 们 现 代 全 部 社 会 体 系 所 依 以 旋 转 的 轴 心 。”⑤
近

代 随 着 沿 海 地 区 工 商 企 业 的 举 办 、 产 业 工 人 的 集 聚 和 工 商 业 城 市 的 兴 起 ， 资 本 和 劳 动 的 矛

盾在中国成为现实，引起了时人对二者的价值创造及社会地位的关注、思考与论争。

（一）价值之源：劳动神圣与资本神圣的争论

1911年 中 国 无 政 府 主 义 者 即 提 出“劳 动 者 ， 神 圣 也”⑥
，1918年 蔡 元 培 在 演 讲 中 强 调 ：“我

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⑦
劳动创造财富的观点也在报刊上公开宣示，社会上

的 东 西 都 是 劳 动 做 出 来 ，“没 有 劳 动 ， 便 没 有 现 在 的 社 会 。”⑧
有 人 专 门 指 出 劳 动 在 生 产 要 素

中最为重要，“盖土地不能自生谷也，资本不能自获利也。惟勤劳焉，则可以化无为有，化少

为多。”⑨“人工费得越多的东西，价值就越贵；人工少费点，价值就便宜些。”⑩
林云陔指出，资

本 家 购 买 的 是 工 人 的 工 作 能 力 ， 然 后 产 生 了 比 工 作 能 力 更 高 的 价 值 ， 即 马 克 思 所 说 的 剩 余

价值。
�

戴季陶提出，资本家因占有工人劳动的剩余价值而致富，因为金钱没有男女性别，不

会 交 配 生 子 。
�

孙 中 山 也 认 为“世 界 一 切 之 物 产 ， 莫 不 为 工 人 血 汗 所 构 成”�
， 并 提 出“货 物 又

①郑里镇：《资本之社会的性质》，《新声》1930年第10期。

②丘咸：《资本浅说2》，《晨报副刊》第211号，1924年9月6日。

③陶因：《资本的意义》，《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三卷第四号，1933年6月。

④诸青来：《资本之真意义》，《银行月报》1924年第4卷第1号。

⑤恩格斯：《卡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民主周报”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03页。

⑥李怡：《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劳工神圣观与中外文化——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劳动观的功

过》，《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

⑦蔡元培：《劳工神圣》，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19页。

⑧震瀛：《无工无食》，《劳动界》1920年11月14日。

⑨陈固：《土地资本勤劳三者为生财之本究以何者为最要试申言之》，《学生文艺丛刊》第2卷
第3集，1925年1月。

⑩玄庐：《价值和公道》，《劳动界》1920年9月26日。

�林云陔：《劳力与资本制之关系》，《建设》第二卷影印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22页。

�季陶：《劳动者应该如何努力?》，《劳动界》1920年10月17日。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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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工的结果，货物价值的高低，又是报酬人工之多少的”。
①

由此阐释产品耗费的劳动多寡

决定其价值量，显然这是受劳动价值论影响的一种解释。

与此相对的观点则强调资本的重要性，提出了“资本神圣”。

梁 启 超 认 为 ， 中 国 的 社 会 分 配 相 对 平 均 ， 不 像 西 方 那 样 贫 富 悬 殊 ，“吾 以 为 策 中 国 今 日

经济界之前途，当以奖励资本家为第一义，而以保护劳动者为第二义。”②
马寅初认为，人工

的功能随着资本变大而递增，薪水增多，而国家财政也就越充足，因而“资本神圣”。
③1933年

7月唐庆增在《中国生产之现代化应采个人主义》一文中提出：“我国现今所缺乏者，厥为资

本而非人工及土地，故增加资本，为今后之要图。”④
云卿赞同马寅初的观点，并认为资本充

裕以后“劳动更神圣”。
⑤

陈茹玄提出：“资本与劳工，对于国家经济，同负直接建设之责任者

也。”资本制度在工业幼稚之国，实为促进物质文明之利器。
⑥

其后有人强调，要使中国的生

产 力 增 加 ， 必 先 使 资 本 与 人 力 同 时 增 加 ，“不 然 若 资 本 毫 不 增 加 ， 而 人 力 递 增 ， 则 生 产 之 总

额，虽可以增加，但每人所分得之数必递减少”。
⑦

这或可视为后来过密化生产理论的一个早

期论述。

然 而 正 如 何 浩 若 指 出 ， 无 论 资 本 主 义 辩 护 者 怎 样 引 申 劳 动 价 值 的 观 念 ， 扩 充 成 本 的 范

围，如穆勒•约翰 (John Stuart Mill)将利润视为资本家忍欲牺牲、行险侥幸、经营管理三个方面

的报酬，
⑧

以解释其所得剩余，都无法充分回应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

（二）相辅相成：资本家与劳动者的社会构建

资本的存在是以其对劳动的支配为根本特征。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

出：“资本就是积累的劳动。”“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资本，即对他人劳动产品

的私有权”。
⑨

这一特征在时人的表述中已非常明白，如徐宗泽指出：“当今工业时代，在生活

界 上 ， 有 分 疆 划 界 之 二 阶 级 ： 一 即 资 本 家 ， 一 即 劳 动 家 。”他 认 识 到 马 克 思 《 资 本 论 》 学 术 总

纲是剩余价值，以及“价值之多寡，应视劳力而定”的劳动价值论。
⑩

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

是把社会分为“资本”、“劳动”两种阶级。
�

而在许涤新看来，工资是劳动力的价格，资本家所

给 予 工 人 的 是 劳 动 力 的 价 格 而 不 是 工 人 劳 动 的 代 价 。 他 援 引 马 克 思 的 观 点 ， 指 出 利 润 与 工

资“二者站在相反的关系上，资本的所得部分即利润与劳动所得的部分即工资之下落，以同

一比例增加”。
� 

①胡汉民：《总理全集》，上海民智书局1930年版，第297页。

②梁启超：《杂答某报》，《新民丛报》第86期，1906年9月3日。

③马寅初：《中国的经济问题——评“资本万恶，劳动神圣”说》，1921年8月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暑期

国语讲习所演讲词，见《马寅初全集》第1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03–505页。

④罗荣渠：《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04页。

⑤云卿：《论资本之重要与近世资本制度形成之原因》，《钱业月报》第8卷特刊号，1928年4月5日。

⑥陈茹玄：《资本与劳工》，《东南论衡》1926年第10期。

⑦《资本问题略谈》，《北辰杂志》第2卷第9期，1930年8月25日。

⑧何浩若：《资本主义与价值论》，《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第2卷第6期，1930年12月15日。

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2页。

⑩徐宗泽：《资本概论》，《圣教杂志》第21卷第12期，1932年12月。不过他认为马克思没有区分

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主观价值、客观价值。

�庐振英：《资本与资本主义》，《留京潮州学会年刊》1926年第2期。

�许涤新：《论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群众》第4卷第12期，1940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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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此 ， 从 资 本 和 劳 动 对 抗 的 角 度 ， 时 人 普 遍 对 资 本 家 进 行 了 尖 锐 的 抨 击 。 如 朱 执 信 在

1906年 《 民 报 》 撰 文 指 出 ：“资 本 家 靠 剥 削 工 人 劳 动 发 财 致 富 ， 乘 时 射 利 ， 不 耕 不 织 ， 坐 致 巨

万。为细析其资本所由来，恐自贮蓄者无纤毫也，而其岁入大半为赢利，小半为庸钱，虽欲不

谓之掠夺盗窃，乌可得哉？”①
李大钊认为：“资本家得了劳动结果，劳动者仅仅得了他们劳动

结 果 的 一 部 分 ! ”②
生 产 的 价 值 主 要 归 资 本 家 所 有 ， 工 资 仅 能 支 付 工 人 生 产 期 间 所 消 费 的 食

品。胡汉民也认为资本家剥削劳动者是犯罪。
③

从 分 配 过 程 看 ， 资 本 与 劳 动 二 者 是 对 抗 的 关 系 ， 但 从 生 产 过 程 看 ， 二 者 又 是 合 作 的 关

系，二者的有机结合决定了分配对象的多少和有无。所以，二者对抗的前提本身就是合作的

结 果 。
④

给 予 二 者 关 系 积 极 评 价 的 学 者 也 正 是 从 这 一 角 度 阐 释 的 。 在 梁 启 超 看 来 ， 资 本 和 劳

力 是 相 辅 相 成 的 ，“今 以 富 者 之 财 ， 贫 者 之 力 ， 合 而 用 之 ， 以 取 无 量 之 财 于 地 ， 故 两 有 所 益 ，

而 财 亦 不 见 其 损 也”。
⑤

合 作 是 两 有 所 益 。 他 在 《 新 民 说 ·论 生 利 分 利 》 中 提 到 ：“顾 同 一 土 地

也，在野蛮民族之手，则为石田；在文明民族之手，则为奇货。其故何也？文明人能利用资本

劳力以扩充之，而野蛮人不能也。”⑥
资本劳力相结合，可以不断循环，达到获取利润、资本增

值。梁启超还指出资本投入生产，大致一半准备材料，一半用于雇佣劳动力，资本丰厚，则雇

佣的劳动力多，更多劳动力发挥作用，则资本又增值。
⑦

苹之认为，劳动不藉资本，则不能生

产。因为“徒有手工之劳力，固难以生产，即有管理之人才，与劳心之能力，苟无资本家出其

过 去 劳 力 之 结 果 （ 即 资 本 ） ， 现 在 大 规 模 之 生 产 制 度 ， 仍 无 自 进 行 。 盖 劳 动 者 ， 若 舍 去 资 本 ，

仅 用 其 十 指 之 手 ， 则 欲 求 一 饱 且 不 可 得 。 非 特 其 所 得 少 于 工 资 而 已 。 资 本 家 之 得 利 息 或 利

润，其一部分为负担危险之酬报，所侵蚀劳动者所应享之部分也。故其所得之大小，恒与其

所 负 之 危 险 为 比 例 。”⑧
他 还 批 评 资 本 家 不 增 加 工 人 工 资“实 为 大 愚”， 认 为 增 加 工 资 可 以 提

高劳工之效率和劳动界之购买力。

其 实 ， 工 人 和 资 本 家 两 大 阶 级 的 对 立 是 资 本 发 达 的 产 物 ， 而 当 时 中 国 资 本 主 义 经 济 还

相当有限。但在陈独秀看来，中国资本家不如欧美日发达，并不能否认中国产业界的资本作

用 和 中 国 社 会 经 济 的 资 本 制 度 ， 也 不 能 否 认 财 产 工 商 阶 级 、 大 地 主 与 多 数 无 产 劳 苦 不 堪 的

人的存在。
⑨

显然类似论点并非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出发，而是一种基于贫富分化

的传统思维。

以 此 思 维 为 基 础 ， 社 会 阶 层 按 价 值 创 造 分 为 资 本 家 与 劳 动 者 两 大 阵 营 ， 在 后 来 的 革 命

①《朱执信集》上集，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8页。

②《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98页。

③胡汉民：《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建设》第1卷第5号，1919年12月。

④宋圭武：《科学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延安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年3期。

⑤梁启超：《史记货殖列传今义》，《文集》卷一，页八。转引自侯厚吉、吴其敬：《中国近代经

济思想史稿》第三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93页。

⑥梁启超：《新民说 ·论生利分利》，《饮冰室文集》卷十三，页四十六。转引自《中国近代经济

思想史稿》第三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0页。

⑦梁启超：《新民说 ·论生利分利》，《饮冰室文集》卷十三，页四十七。转引自《中国近代经济

思想史稿》第三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2页。

⑧苹之：《资本主义之骨髓及中国采用之之理由》，《太平导报》第一卷第八期，1926年3月2日。

⑨陈独秀：《告劳动界》，《晨报》1919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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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发展为谁养活谁的阶级分析。一方面，重视工人农民等劳动者，具有劳动人民争取生

存权利的正当性，但对小工商业者和知识分子等阶层有所排斥；另一方面，将资本家扩展到

帝国主义、官僚、大地主等，可以化繁为简，快刀斩乱麻地展开革命动员。二者兼顾的妥协几

乎是不可能的，更别说同时得到二者的拥护，这一点国民党也有人意识到了。
①

1949年革命胜利，后来又展开资本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在强调劳

动地位与动员劳动力的同时，高度重视企业投资，两者在政府的作用下强力结合。延至改革

开放以来，劳资关系的处理再次为舆论所关注，不仅涉及社会剩余价值的贡献和分配问题，

更 重 要 的 是 如 何 合 理 分 配 ， 以 增 加 资 本 积 累 和 提 高 劳 动 力 的 效 率 。
②

正 是 在 推 动 企 业 市 场

化 、 适 应 市 场 经 济 深 入 发 展 的 形 势 下 ， 中 共 十 五 大 提 出 了 把 按 劳 分 配 与 按 生 产 要 素 分 配 结

合起来，并把这两者的结合确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项基本制度。
③

四、  资本、资本家与资本主义

在 近 代 中 国 ， 与 资 本 家 身 份 、 资 本 主 义 弊 端 相 比 较 ， 资 本 的 内 涵 更 具 有 弹 性 。 蔚 溪 指 出

资 本 是 好 东 西 ， 只 是 资 本 的 所 有 者 不 同 才 产 生 或 好 或 坏 的 经 济 制 度 。
④

丘 咸 也 提 出 ， 资 本 家

是杀人的人，而资本不过是杀人的利器。同样资本本身并没什么罪恶，罪恶在于资本家。况

且劳动虽是富之父，土地虽是富之母，然而光有父与母还不能产生富，必须有父与母生殖上

的一种有机组织，才能产生子——富，资本也就是这种有机组织。
⑤

因 此 ， 资 本 虽 与 资 本 主 义 紧 密 相 连 ， 但 在 时 人 的 论 述 中 ， 它 具 有 相 当 的 独 立 特 性 。 陈 独

秀 即 认 为 ， 资 本 是 社 会 的 劳 动 力 所 积 而 成 ， 没 有 人 能 反 对 ，“我 们 所 反 对 的 乃 是 个 人 占 有 这

资 本 利 用 这 资 本 增 强 私 有 财 产 的 资 本 主 义 。”⑥
同 样 ， 庐 振 英 指 出 ， 有 许 多 不 明 经 济 组 织 的

人，以为人类生活不平等，完全由于“资本”不好，而不知“资本”这个东西，无论何种经济制

度的社会都是必要的。其所以被人视为罪恶，是“资本家”直接造成的，并不是“资本”本身的

罪过，资本主义是在于财产私有之下，把资本集中于少数人手里的一种经济制度。这些少数

人，就是资本家。
⑦

马寅初指出中国煤矿业、茶业、纱厂、丝厂经营缺乏资本，不能发达。由此

认为“吾国现在之大患，不在产业之不共，乃在资本之缺乏。吾国无真正资本家，现在所得移

为资本家者，寥寥无几”。
⑧

恰恰是资本之缺乏，不能使生产事业发展得发展之机会，此诚为

一种致命伤。徒见资本之为害，而昧于资本之功用。至考近世分配不均之症结，非在于资本

①萨孟武：《如何增厚党的力量》，《时代公论》第4号，1932年4月。

②劳动资本化已有广泛论述。如林南援引舒尔茨和约翰逊的人力资本理论，提出既然劳动者可

以通过获得人力资本成为资本家，或者至少可以认为资本家与劳动者在生产和交换时可以共同拥有

资本（虽然不相等），那么劳动者获得人力资本就符合资本家和劳动者的共同利益。见林南：《社会资

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③蔡继明：《论非劳动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价值基础》，《经济研究》2001年第12期。

④蔚溪：《资本——正名与诞生》，《交通职工月报》第2卷第11期，1935年1月。

⑤丘咸：《资本浅说1》，《晨报副刊》1924年第210至220期。

⑥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4页。

⑦庐振英：《资本与资本主义》，《留京潮州学会年刊》1926年第2期。

⑧马寅初：《共产主义与中国资本》，《马寅初全集》第3卷，385页。原载《上海总商会月报》第

6卷第9期，1926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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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本身，而实在于社会上经济组织之不良，法章防范之失当所使然耳。
①

李大钊认为，掠夺工

人的是资本主义而非资本家，“这不是资本家的无情，全是资本主义的罪恶”。
②

同时，资本主义私有制度被视为劳动者贫困的根源。生产机关归资本家所有，使资本家

得以掠夺工人越发发财，工人越穷以致不能受教育获得相当能力。
③

陈振汉指出：“从所得在

各 个 人 之 间 平 等 说 ， 资 本 主 义 一 开 头 便 有 这 个 缺 陷 。 私 有 财 产 的 本 身 便 包 括 不 平 均 的 财 产

的存在。”而且，资本主义发展得愈完全，财产不平均的程度也愈深。“国民所得分配不均，乃

是资本主义一个很显著的弊端。”④
即陈独秀所谓“资本生产制一面固然增加财富，一面却增

加 贫 乏”。
⑤

而 在 曹 任 远 看 来 ， 现 代 社 会 组 织 之 不 良 ， 其 根 本 错 误 在 于 经 济 组 织 。“一 部 分 人 ，

得因偶然之机会，成为资本家，垄断社会之生产器具。而其他一部分人，因生产器具为他人

所占去，无处可用其劳力，以给生活上之需要，即为资本家工作。而生产之结果，大部分为资

本家所吞没。社会上扰乱悲惨之现象，此实为其发生之总原因。”⑥
因此他主张废除私有资本

制，改造社会经济组织。

随 着 资 本 主 义 认 识 的 不 断 深 入 ， 在 此 基 础 上 表 达 的 价 值 判 断 也 逐 渐 明 确 ， 并 提 出 了 相

应的改造方案。1920年11月陈独秀指出：生产方法只有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在欧

美已经由发达倾向于崩坏，在中国才开始发达，其罪恶也会照例出现。代之而起的自然是社

会 主 义 的 生 产 方 法 ， 俄 罗 斯 正 是 这 种 方 法 最 大 的 最 新 的 试 验 场 。
⑦

他 认 为 要 克 服 资 本 私 有 、

生产过剩的两大缺点，一是通过资本归公，人人都有工作机会；二是由公的机关负责产品产

量和交换，达到供求一致。
⑧

李大钊也提倡用社会主义发展实业，这样可以使资本集中，劳力

普及。
⑨

并建议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资本主义，并按社会主

义 的 组 织 经 营 实 业 。
⑩1921年4月8日 李 达 在 《 讨 论 社 会 主 义 并 质 梁 任 公 》 中 认 为 生 产 工 具 要

集 中 于 无 产 阶 级 的 国 家 手 里 ， 采 用 社 会 主 义 生 产 方 法 开 发 中 国 实 业 ， 可 以 避 免 欧 美 资 本 制

产业社会的恶果。
�

这里转换资本支配权成为改造资本主义的重要路径。不过也有人担心政

府 未 必 比 私 有 的 资 本 家 可 靠 。 蓝 公 彦 认 为 私 有 资 本 家 无 论 如 何 会 受 到 一 定 限 制 ， 而 把 私 有

资本送到无限制的政府手里，政府就可以凭武力和权势随意处置。
� 

总之，资本是发展生产的工具，资本的所有者才是经济制度好坏的关键因素，而资本主

义私有制度则被视为劳动者贫困和两极分化的根源。在强化中央权威恢复统一以解决内忧

外患的背景下，国家富强的目标远远超越了私人资本发展的诉求。

①云卿：《论资本之重要与近世资本制度形成之原因》， 《钱业月报》1928年第 8卷特刊号，

1928年4月5日。

②《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99页。

③怪君：《失业问题与社会主义》，《劳动界》1921年1月23日。

④陈振汉：《资本主义制度之得失与中国经济制度之选择》，《社会评论》半月刊1948年第65期。

⑤《独秀复东荪先生底信》，《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

⑥曹任远：《资本与工资》，《新群》第1卷第4期，上海中国公学出版，1920年2月。

⑦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0页。

⑧《陈独秀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3页。

⑨杜全忠：《李大钊研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367页。

⑩《五四运动文选》，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489页。

�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新青年》1921年第9卷第1号。

�蓝公彦：《社会主义与资本制度》，《改造》第3卷6号，1921年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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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  语

近 代 中 国 资 本 主 义 语 义 的 复 杂 性 ， 与 急 速 的 社 会 转 型 紧 密 相 关 。 中 国 传 统 经 济 思 想 的

主 流 是 重 义 轻 利 、 重 农 抑 商 ， 道 德 教 化 优 先 于 物 质 利 益 。19世 纪 中 期 以 来 ， 随 着 世 界 资 本 主

义经济的扩张，中国面临着经济社会转型的巨大挑战，推动着国人价值观念的改变。自晚清

以 来 的 工 商 业 发 展 和 启 蒙 ， 部 分 打 破 了 过 去 的 偏 见 ， 强 调 利 和 私 在 社 会 进 步 中 的 作 用 。
①

尤

其 是 资 本 与 劳 动 现 代 性 的 思 考 ， 有 利 于 符 合 工 商 业 社 会 的 新 规 范 新 秩 序 的 逐 步 建 立 。 在 追

求 富 强 的 声 浪 中 ， 无 论 是 褒 扬 或 批 判 ， 资 本 主 义 都 成 为 社 会 利 益 结 构 认 识 和 道 路 选 择 的 重

要媒介。正如卜正民所言，知识分子当然会抗拒资本主义，但绝不是抗拒其文化结构，亦即

现 代 性 。
②

同 时 ， 由 于 对“资 本 主 义”的 认 识 是 外 源 而 非 内 生 ， 因 而 在 缺 乏 充 分 实 践 检 验 的 情

况下，易受救亡的现实任务牵制，将社会形态与发展阶段简单对应，对某些因素（如市场）产

生归属差错，往往以简单化、绝对化压倒复杂性、包容性。

资 本 积 累 是 现 代 化 进 程 中 极 为 关 键 的 步 骤 ， 增 加 资 本 供 给 、 提 高 人 均 资 本 是 改 良 生 产

方 法 的 重 要 途 径 。
③

而 采 用 政 府 主 导 来 达 成 这 一 目 标 ， 涉 及 原 有 的 政 治 社 会 基 础 。 在 中 国 长

期 形 成 的 农 业 文 明 和 大 一 统 格 局 中 ， 政 府 在 经 济 运 行 和 社 会 剩 余 利 用 中 担 任 重 要 角 色 ， 新

中国成立后也学习苏联的积累办法。
④

政府主导型资本积累正是为了去除“把极其零碎散漫

的 资 财 变 成 大 规 模 的 产 业 资 金”的 障 碍 。
⑤

今 天 要 理 顺 市 场 化 下 资 本 与 劳 动 的 关 系 ， 同 样 需

要 政 府 的 用 力 。 然 而 西 方 舆 论 给 中 国 加 载 的 国 家 资 本 主 义 的 帽 子 ， 延 续 了 冷 战 格 局 下 批 判

异己的思维。此外，厘清价值创造的来源，政府建立合理的分配机制，尊重劳动创造价值但

不 能 教 条 化 ， 并 允 许 其 他 要 素 参 与 分 配 。 既 要 防 止 出 现 新 中 国 成 立 初 期 破 坏 城 市 工 商 业 的

行 为 ， 又 须 重 视 保 障 劳 动 的 要 素 所 得 。 这 需 要 以 辩 证 思 维 分 析 问 题 ， 避 免 非 此 即 彼 的 二 元

论，才能为处理当今的劳资关系及社会矛盾提供理论思路。

对于中国而言，同样要警惕功利主义、工具主义影响理性思考。由于以资本为核心的现

代性，长时间和西方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紧密结合，常常被连带否定了。
⑥

对资本现代性的否

定 、 劳 动 要 素 的 单 向 度 强 调 ， 在 纳 入 国 家 意 志 改 造 中 导 致 了 公 私 界 限 的 模 糊 。
⑦

列 宁 曾 指

出 :共产主义是从资本主义中产生和发展出来的，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

化 所 获 得 的 一 切 经 验 教 训 基 础 上 的 社 会 主 义 ， 还 有 别 的 什 么 社 会 主 义”。
⑧“西 学 东 渐”背 景

下“资 本 主 义”的 叙 述 与 阐 释 ， 蕴 含 着 化 解 内 部 危 机 与 道 路 探 索 的 焦 虑 。 当 下 的 西 方 舆 论 要

①马敏：《近代中国的商业启蒙》，《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

②卜正民：《资本主义与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书写》，载卜正民、格力高利•布鲁：《中国与历史

资本主义：汉学知识的系谱学》，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

③参见吴景超：《工业化过程中的资本与人口》，《观察》1947年第3卷第3期。他提出了节制生

育的建议，认为通过节育降低人口至2亿人，要比增加8280亿美元的资本容易。

④吴景超指出苏联储蓄主要有提取农业剩余、提取工业利润、发行公债三类，采取提高积

累、压低消费的办法。参见吴景超：《资本形成的途径》，《新路周刊》1948年第2卷第2期。

⑤这一用语引自汪馥荪（汪敬虞）： 《中国的资本与资本蓄积》， 《新中华》第12卷第 19期，

1949年10月1日。他认为中国农民在生活和经营方式上的保守性格，形成了这一障碍。

⑥姜义华：《挑战中国：现代性三重奏》，《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7年创刊号。

⑦张一平：《新区土改中的村庄动员与社会分层——以建国初期的苏南为中心》，《清华大学

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⑧《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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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 视 中 国 为 资 本 主 义 普 适 道 路 的 异 类 ， 要 么 将 中 国 纳 入 国 家 资 本 主 义 的 模 式 ， 严 重 影 响 着

对 中 国 道 路 独 特 性 和 独 创 性 的 理 解 。 其 中 辨 析 资 本 主 义 的“发 明”和 人 类 发 展 的 一 般 要 素 ，

审 察 欧 洲 史 观 与 中 国 道 路 的 关 系 ， 成 为 我 们 考 量 资 本 主 义“普 适 性”的 重 要 维 度 。 因 此 厘 清

名 实 ， 避 免 资 本 主 义 认 识 固 化 和 教 条 化 带 来 的 对 社 会 变 革 的 误 判 误 导 ， 消 除 认 识 上 的 误 区

和 不 必 要 的 障 碍 ， 才 能 真 正 回 应 资 本 主 义“普 适 性”话 语 的 挑 战 ， 构 建 中 国 特 色 的 道 路 阐 释

和发展理论。当然，也要防止概念的泛化和滥用，避免权力资本、知识资本、道德资本等庸俗

化的解释。事实上，中华民族是最善于吸收各种文明成果的民族，其独特的生命力具有历史

和现实的支撑，我们应该在开放的心态下博采众长。回溯历史，回归现实，中国的发展应当

是自觉立足于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底，不断借鉴吸收人类文明成果、自我更新的历程，是要通

过理论反思、理性选择，在实践中探索并在实践中检验的过程。

Production Factors, Value Creation and Institution
Selection: The Economics Analysis of Cognition of

“Capitalism” in Modern China

Zhang Yiping
(School of Marxism,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

Abstract: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society under the impact of capitalism in

imperialism period attracts the attention to outsiders and the outside world. It is dominantly

embodied by that in the context of West Learning, the narrative and interpretation of “capitalism”

contains the anxiety concerning resolving internal crises and exploring the way. By sorting out

people’s  articles  between 1890s  and 1940s,  this  paper  firstly  discusses  the dual  narrative of

painfully feeling underdeveloped capitalism and criticizing capitalism in progress dimension;

secondly, it analyzes the concept, origin and nature of capital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roduction

and profits; thirdly, it discusse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capital and labor from a perspective of

value creation; fourthly, it differentiates capital, capitalists and capitalism. Viewing the concept

application of capital and internal logic is good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idea and path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It is important to eliminate the misconceptions of

capitalism and unnecessary obstacles to actually respond to the challenge of universal discourse of

capitalism and construct autonomous path interpret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ory.
Key words:  modern China;  capitalism;  capital;  labor;  theory of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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