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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马克思的历史观与资本观的视野中ꎬ资本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

阶段的产物ꎬ是私有制社会最为发达的一种生产关系ꎮ 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看来ꎬ“资本

不是物ꎬ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ꎬ它体现在一个物上ꎬ
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ꎮ”这个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ꎬ指的就是资产

阶级的生产关系或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ꎮ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ꎬ资本是“普照的光”ꎬ
是资本主义社会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ꎮ 资本虽不是物ꎬ但其作为一种生产关系ꎬ作为一

种社会力量ꎬ需要通过物来借以展现ꎬ资本借以展现的物就是“积累起来的劳动”ꎮ 对于

资本而言ꎬ我们既不能忽视其阶级属性ꎬ但也不能忽视其社会历史地位及其在社会历史

发展中所起到的进步作用ꎮ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ꎬ对于资本的认识与把握ꎬ我们要居

于我国当前的社会现实状况ꎬ要历史地辩证地客观地看待资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

的地位与作用ꎮ 马克思的资本观ꎬ在当代虽然得到了一定的发展ꎬ但也面临着不少挑

战ꎬ这种挑战既有理论层面的ꎬ也有实践层面的ꎬ这些挑战给马克思的资本观以及构建

在其资本观上的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造成了巨大的冲击ꎮ
〔关键词〕资本ꎻ生产关系ꎻ社会力量ꎻ历史地位与作用ꎻ挑战

在时下ꎬ对于资本的理解与认识ꎬ无论是在学术界ꎬ还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

中ꎬ都存在一定的误解与滥用ꎬ对于如何看待资本的历史地位与作用ꎬ特别是如

何看待资本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ꎬ或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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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地位与作用ꎬ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ꎬ一些是是非非的观点与思想在这种混

乱的社会认识中获得了更多的关注与认同ꎮ 在众多鱼龙混杂的思想与观点中ꎬ
我们如何才能看清资本的本质ꎬ如何才能历史地辩证地把握资本及其历史地位、
作用ꎬ就显得十分的紧迫与必要ꎮ

一、马克思对资本实质的三重认识

资本是如何产生的ꎬ资本的实质又是什么ꎬ它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存在并获得

发展? 这既是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基人的马克思要回答的问题ꎬ也是

当前我们建设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回避的问题ꎮ
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资本观看来ꎬ资本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

物ꎬ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ꎮ 资本并不存在于人类社会的任何阶段ꎬ
也不是一经产生就一成不变、永恒存在的东西ꎮ 资本作为历史存在物有其诞生

与存在的条件ꎬ条件不存在了ꎬ其也必然走向消亡ꎮ 从资本的诞生与存在条件来

看ꎬ资本与私有制存在密切的关系ꎬ资本与私有制的发展ꎬ资本与雇佣劳动都是

紧密联系在一起的ꎮ 从资本范畴的性质讲ꎬ资本属于经济范畴ꎬ而不属于其它范

畴ꎮ 作为经济范畴ꎬ资本是一种私有制形式ꎬ并且是私有制的最发达形式和最高

形态ꎬ从而也可以说ꎬ资本是一种生产关系ꎬ是私有制社会最发达的生产关系ꎮ
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视野中ꎬ对于资本的把握ꎬ我们至少可以从三个维度或

角度来把握与理解ꎮ 第一个维度就是从资本的历史生成的维度ꎮ 从这个维度来

讲ꎬ资本最初的形式或借以表现的物的形式是“积累起来的劳动”ꎬ但并不是所

有积累起来的劳动或说死的劳动ꎬ都是资本ꎮ 在马克思看来ꎬ积累起来的劳动要

完成资本这个华丽的转身或说要质变为资本ꎬ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ꎬ需要在一定

的历史条件下才能发生ꎮ 从根本上讲ꎬ没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ꎬ没有社会生产方

式与交换方式的历史变革ꎬ就不会有资本的诞生ꎮ 从诞生的条件的角度讲ꎬ“只
是由于积累起来的、过去的、对象化的劳动支配直接的、活的劳动、积累起来的劳

动才变为资本ꎮ” 〔１〕马克思的这个关于资本诞生历史条件的论断ꎬ并不是马克思

关于资本实质的一个表述ꎬ对于如何把握资本的实质ꎬ马克思的另一个论述告诉

了我们答案ꎮ 马克思认为:“资本的实质并不在于积累起来的劳动是替活劳动

充当进行新生产的手段ꎮ 它的实质在于活劳动是替积累起来的劳动充当保存并

增加其交换价值的手段ꎮ” 〔２〕 由此可见ꎬ在马克思的视域中ꎬ资本是积累起来的

劳动ꎬ是剥削雇佣劳动的财产ꎬ是资本家保值与增值其财产的手段ꎮ 这种积累起

来的劳动ꎬ既是工人阶级所创造的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ꎬ也是资产阶级

用来支配与剥削无产阶级的工具与手段ꎮ
从资本的历史生成的维度讲ꎬ资本是一种积累起来的劳动ꎮ 但仅仅居于这

样一种理解ꎬ我们也只能解释资本的前世是什么以及资本是如何产生的ꎬ而不能

解释资本为何会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取得统治与支配地位ꎮ 从资本的历史生成的

维度来把握与理解资本ꎬ实质上是从生产方式的角度来把握与理解资本ꎬ即把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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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理解为是一种生产剩余价值的生产方式或工具ꎮ 但这种把握与理解对于我们

理解资本实质的全貌与深度还是不够的ꎮ 因此ꎬ为了能更好的把握与认识资本

的实质ꎬ另一个维度的理解就显得十分必要ꎬ这就是生产关系的维度ꎮ 马克思认

为:“资本也是一种生产关系ꎬ这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

产关系ꎮ” 〔３〕马克思把资本理解为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ꎬ这是对资本这种特殊

的社会生产关系的阶级定性和历史定位ꎬ也是马克思对资本的本质的另一层把

握与认识ꎮ 马克思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把握资本的实质与阶级属性ꎬ是对资本

理解的一种变革性认识ꎬ这种认识突破了传统的把资本理解为是一种单纯的实

物的认识与把握ꎬ这是马克思对资本理解与认识的一种创新与发展ꎮ 如果把资

本仅仅理解为是一种物ꎬ就必然会淡化与掩盖资本所具有的阶级色彩与阶级属

性ꎮ 马克思赋予资本特殊的资产阶级属性的理解ꎬ对于我们把握与理解资本主

义社会的实质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思想启示ꎮ 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ꎬ
“资本不是物ꎬ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ꎬ它体现

在一个物上ꎬ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ꎮ” 〔４〕

从生产关系的维度来把握与理解资本ꎬ对于把握资本的阶级属性与性质是

十分必然的ꎬ也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ꎮ 但对于了解资本的全貌、把握与认识资本

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ꎬ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会灭亡ꎬ共产主义社会必然会产生

还是存在一些理解上的困惑的ꎮ 因此ꎬ另一个维度的理解与认识ꎬ就显得十分必

然ꎮ 这个维度就是从资本的社会属性与历史地位的维度来把握与认识ꎮ 从资本

的社会属性与历史地位的维度讲ꎬ资本是一种社会力量ꎬ而不是某一个个人的力

量ꎮ 从资本生成的角度看ꎬ资本作为一种积累起来的劳动ꎬ并不是由资本家自身

所创造的ꎬ而是由社会许多成员集体创造的ꎬ“资本是集体的产物ꎬ它只有通过

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ꎬ而且归根到底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ꎬ才
能运动起来ꎮ” 〔５〕正是因为资本是社会全体成员共同活动的结果ꎬ所以ꎬ“资本不

是一种个人力量ꎬ而是一种社会力量” 〔６〕ꎮ 这种社会力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最

为集中的表现就是它是资本主义社会占统治地位与支配地位的社会力量ꎮ 在资

本主义社会中ꎬ任何物和人ꎬ即便是资本家(资本的人格化)也要屈从于资本ꎬ附
属于资本ꎮ 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力量ꎬ虽然是集体的产物ꎬ但这个集体的产物ꎬ对
于它的主要创造者———工人阶级而言ꎬ却是一种支配与压迫的力量ꎬ是自身本质

力量的一种丧失与异化ꎮ 这种支配与压迫工人阶级的社会力量ꎬ它是资本主义

社会“普照的光”ꎮ 资本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所处的这种地位与作用ꎬ决定着“资
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 〔７〕ꎮ 在马克思的历史观与资本观

中ꎬ把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力量ꎬ而不是一种个人的力量ꎬ对于我们科学地理解马

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意义与理论价值ꎮ 资本是集体的

产物ꎬ而不是个人劳动的产物ꎬ资本是社会力量ꎬ而不是个人的力量ꎬ这是对资本

的社会性与集体性的一种本质规定ꎬ为资本的历史定位与历史使命以及资本主

义必然会灭亡奠定了理论前提ꎮ 把资本看作是一种集体劳动的产物ꎬ看作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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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社会力量ꎬ就必然打破把资本看作是资本家个人劳动的产物ꎬ是资本家个人力

量的体现的这样一种传统的理解与把握ꎮ 既然资本不是资本家个人劳动的产

物ꎬ而是集体劳动的产物ꎬ资本不是资本家的个人力量ꎬ而是社会力量ꎬ那么这就

从某种意义上告诉我们ꎬ在人类历史的前进道路上ꎬ一切个人对资本的长期占有

与支配都必将是非正义的ꎮ 只有社会的共同占有与支配才是合理与合法的ꎮ 因

此ꎬ马克思对资本本质的这种理解与把握ꎬ对于我们理解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必

然会灭亡ꎬ共产主义社会必然会出现提供了重要的理论铺垫和科学解释ꎮ 这是

我们理解科学社会主义的一把理论钥匙ꎮ

二、资本与资本主义社会各自存在的历史条件

在马克思的资本观中ꎬ资本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ꎬ虽具有共同的历史条

件ꎬ但二者在具体的存在条件上还是有些区别的ꎮ 这些区别ꎬ对于我们把握与理

解当前存在的现实问题以及理论困惑是有重大理论启示与现实意义的ꎮ
在马克思的历史观与资本观中ꎬ资本是离不开雇佣劳动的ꎬ雇佣劳动是资本

生成、保存与增殖的前提条件ꎮ 对于资本而言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价值、货
币、价格等等ꎬ它就什么也不是ꎮ” 〔８〕不仅雇佣劳动是资本的前提条件ꎬ资本也同

样是雇佣劳动的存在前提ꎬ“资本以雇佣劳动为前提ꎬ而雇佣劳动又以资本为前

提ꎮ 两者相互制约ꎻ两者相互产生ꎮ” 〔９〕 资本的存在不仅离不开雇佣劳动ꎬ同样

也离不开商品经济ꎮ 资本的产生与商品经济或者说私有制经济是紧密联系在一

起的ꎬ没有商品经济ꎬ就没有资本ꎬ商品经济是资本生长与存在的土壤ꎮ 但资本

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ꎬ并不存在于任何阶段的商品经济社会中ꎬ例
如ꎬ在封建社会ꎬ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ꎬ并不是资本ꎬ而是地租ꎮ 但在资本主义

社会中ꎬ资本是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ꎬ资产阶级社会之所以被称之为资本

主义社会ꎬ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ꎮ 资

本作为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ꎬ支配着资本主义社会其他一切生产关

系ꎬ并决定着它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占的比重及其色彩ꎮ 可见ꎬ资本是资产阶

级社会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ꎮ 也正是因为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

产关系ꎬ是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ꎬ所以ꎬ马克思才把资本看作是资本主义社会

“普照的光”与“特殊的以太”ꎮ 由此可知ꎬ对于一个社会而言ꎬ判断其是不是资

本主义社会ꎬ就看资本是否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ꎬ如果资本是占统治地位的

生产关系ꎬ其必然是资本主义社会ꎬ相反ꎬ如果在一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并不

是资本ꎬ那么这个社会也必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ꎮ
资本ꎬ虽然是资本主义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ꎬ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其他

性质的社会形态中ꎬ资本就不存在ꎮ 对于一个社会而言ꎬ只要存在资本生长的土

壤———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或说私有制经济ꎬ就必然为资本的诞生与存在提供

土壤与可能的条件ꎮ 因此ꎬ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论述的那

样ꎬ要实现共产主义ꎬ就必须消灭一切私有制ꎬ同样ꎬ要消灭资本ꎬ就必须先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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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经济或说私有制经济ꎮ 在我国现阶段ꎬ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或说私有制经

济的存在ꎬ为资本的存在与发展提供了生长的土壤与存在的条件ꎬ因此ꎬ在当前

情况下ꎬ资本的存在是有其合理性与现实性的ꎬ我们也是无法否定与忽视资本的

存在价值ꎮ 在当下中国的市场经济中虽然存在着资本ꎬ但资本并不是在我国占

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ꎬ因而其也不可能决定着我国社会制度的性质ꎮ 但同时我

们也要看到ꎬ由于商品经济与私有制经济的客观存在ꎬ以及资本对社会生产力发

展的贡献和它仍具有的历史进步意义ꎬ因而我们必须要正视资本的存在ꎬ正是资

本对社会生产力发展所起到的促进作用与价值ꎬ这种存在以及对社会生产力发

展的推动作用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有其历史必然性与现实性ꎮ

三、资本的历史作用及其影响

资本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到底起着怎样的作用? 如何理解与把握资本在社会

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对于这样的一些问题ꎬ我们有必要在理论上加以回应与解

答ꎮ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地指出过ꎬ资本作为私有制社会中

一种最发达的生产关系ꎬ它在人类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ꎮ “资产阶

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ꎬ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

部生产力还要多ꎬ还要大ꎮ” 〔１０〕资本在社会历史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与价值最为

根本的表现就是资本为人类社会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和充足

的物质财富ꎮ 没有资本对社会生产力的贡献ꎬ没有资本对传统社会关系的革新ꎬ
就不会有无产阶级队伍的发展与壮大ꎬ社会革命的时机就很难降临ꎮ 正是由于

资本的极力扩展以及现代文明的快速发展ꎬ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才有团结起来的

可能与历史条件ꎬ世界历史才成为可能ꎮ 对于资本或资本主导下的大工业而言ꎬ
“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ꎬ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

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ꎬ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

状态ꎮ” 〔１１〕由此可见ꎬ对于资本在社会历史发展中所起到的进步作用ꎬ我们要居

于历史的维度来认识ꎬ既不能抹杀ꎬ也不能无限的扩大ꎮ 我们要历史地辩证地客

观地对待与把握ꎮ
在现实生活中ꎬ我们如何看待资本的作用及其影响ꎬ特别是如何看待与认识

资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与影响ꎬ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ꎬ也是一个现实

问题ꎮ 解答不好ꎬ认识不够深刻ꎬ就会给人们造成理论与理解上的困惑ꎮ 在马克

思的历史观与资本观中ꎬ资本的历史使命或者说其发展的必然逻辑ꎬ就是为人类

社会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准备充分的历史条件与物质基础ꎮ 只要资本的这个历史

使命以及它的发展逻辑没有终止ꎬ那么资本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ꎬ就仍具有它存

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ꎬ其在社会历史发展中仍将起到进步的作用ꎮ 但一旦其历

史使命不存在了ꎬ其发展的逻辑终结了ꎬ那么资本在人类历史发展中ꎬ不但无助

于历史的进步ꎬ还必然成为历史前进的绊脚石与拦路虎ꎬ成为历史发展与进步所

要消灭的对象ꎮ 这也告诉我们ꎬ对待资本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及其影响ꎬ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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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需要做一个历史地辩证地把握与认识ꎮ 任何极端化把握与认识资本的思想与

观点都是非马克思主义的ꎮ 从资本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来看ꎬ资本既有野蛮的

一面ꎬ也有文明的一面ꎬ既有负面的社会影响ꎬ也有积极的历史作用ꎮ 从资本的

生成来看ꎬ虽然 “资本来到世间ꎬ从头到脚ꎬ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

西” 〔１２〕ꎬ存在野蛮、血腥的一面ꎮ 但这并不能否定资本在社会历史发展中所具有

的积极作用与历史意义ꎮ 马克思认为:“资本的文明面之一ꎬ它榨取剩余劳动的

方式和条件ꎬ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ꎬ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ꎬ有
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ꎬ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ꎮ” 〔１３〕 因此ꎬ对
于资本而言ꎬ我们要历史地辩证地看待与分析:我们不能因为资本是建立在对雇

佣工人的剥削的基础上ꎬ而对它加以完全的否定ꎬ就在情感上加以排斥它ꎬ把它

看作是洪水恶魔ꎬ也不能因为资本对社会历史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与历史意义ꎬ就
对它加以完全的肯定ꎬ对其大加赞扬与吹捧ꎮ 对于当前我国的经济状况而言ꎬ资
本也同样有利于我国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ꎬ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增长和有

利于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ꎮ 因此ꎬ如何发挥资本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积极作用ꎬ
以及约束或减少资本的负面效应ꎬ是我们应当关注与研究的重大历史课题ꎮ

四、马克思的资本观所面临的时代挑战

从马克思的«资本论»诞生以来ꎬ马克思的资本观在现代社会的社会实践活

动中既获得了历史的检验ꎬ也在实践中得到了发展ꎮ 在当今社会ꎬ资本已从一种

学术型语言与词汇转变为人们日常的一种常用词汇ꎮ 资本观念与概念的日常生

活化与口头化ꎬ对于马克思的资本观而言ꎬ既可以说一种发展ꎬ也可以说是一种

挑战ꎮ 但在当下ꎬ马克思资本观所面临的挑战ꎬ不仅有资本观念的日常用语化与

口头化ꎬ更为重大的挑战则来自于一些人理论上的抹杀与歪曲ꎮ 为了颠覆马克

思的资本理论ꎬ颠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ꎬ当代西方不少

学者把箭头瞄准了马克思的资本理论与资本概念ꎮ 对于马克思的资本观以及政

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言ꎬ资本概念ꎬ是其理论的核心概念与重要基

石ꎬ如果颠覆了马克思的资本概念ꎬ建立在这个概念的任何理论都必然失去其理

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ꎬ就会在顷刻之间崩塌ꎮ 为此不少西方学者ꎬ开始对资本观

念作去阶级化的重新解读与阐释ꎬ这种新的解读与阐释ꎬ被有的学者称为“新资

本理论”(而马克思的资本观则被认为是“古典资本理论”的范畴)ꎬ这种新资本

理论是一种在本质上区别于马克思的资本观的资本理论ꎮ 这种新资本理论的实

质就是通过淡化资本的阶级色彩来使资本中性化ꎬ从而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永恒

存在做理论辩护ꎮ 正如美国学者林南所认识到的那样:“新资本理论基本上修

改或者排除了作为古典理论方向中所必不可少的阶级解释ꎮ” 〔１４〕 西方学者去除

资本的阶级性质来界定与运用资本ꎬ对于马克思的资本观构成巨大的理论危机

与实践挑战ꎮ 否定或去除资本的阶级性来谈论资本ꎬ既抹杀了资本的本质属性ꎬ
也为资本在现实生活中的泛化与误读提供了理论支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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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泛化与误读ꎬ不仅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现象ꎬ也同样是现今的

中国所存在的情况ꎮ 其重要表现就是把一些有用的资源视之为资本ꎮ 在一些人

看来ꎬ一种资源只要是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ꎬ或者为个人带来经济利益ꎬ它
都有资格被冠之“某某资本”ꎮ 例如ꎬ自然资源被称之为自然资本ꎬ社会网络资

源被称之为社会资本ꎬ政治资源被称之为政治资本ꎬ道德资源被称之为道德资

本ꎬ甚至是人的身体与姿色也被看作是资本ꎮ 当然ꎬ不可否认的是资本作为积累

起来的劳动ꎬ其本身也是资源ꎬ但这并不意味资本与其他资源相比ꎬ没有本质性

的区别ꎬ也并不意味任何能提高生产效率与促进社会生产力增长ꎬ以及为个人带

来财富的资源都是资本ꎮ 一种资源要成为资本ꎬ它首先必须是积累起来的劳动ꎬ
其次还必须以雇佣劳动为条件ꎬ只有完全符合这两个条件的资源ꎬ才是资本ꎮ 从

资本的内容构成来说ꎬ“资本不仅包括生活资料、劳动工具和原料ꎬ不仅包括物

质产品ꎬ并且还包括交换价值ꎮ 资本所包括的一切产品都是商品ꎮ 所以ꎬ资本不

仅是若干物质产品的总和ꎬ并且也是若干商品、若干交换价值、若干社会量的总

和ꎮ” 〔１５〕在商品经济社会中ꎬ“虽然任何资本都是一些商品即交换价值的总和ꎬ然
而并不是任何一些商品即交换价值的总和都是资本ꎮ” 〔１６〕 在马克思的历史观与

资本观的视域中ꎬ只有那些通过支配活的劳动力ꎬ也即支配雇佣工人来保存与实

现自身的增殖的商品才能变成资本ꎮ 也就是说商品只有在一定的历史关系中ꎬ
才能变成资本ꎬ离开了一定的历史关系ꎬ任何商品都不能转变为资本ꎮ

由此可见ꎬ一种东西或者资源ꎬ要成为资本ꎬ它首先必须是商品或积累起来

的劳动ꎬ其次就是通过对雇佣工人的劳动的支配来实现自身价值的保存与增值ꎮ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黑人就是黑人ꎮ 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ꎬ他才成为奴

隶ꎮ 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ꎮ 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ꎬ它才成为资本ꎮ” 〔１７〕在商品

经济社会中ꎬ“资本的躯体可以经常改变ꎬ但不会使资本有丝毫改变”ꎮ〔１８〕也就是

说ꎬ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商品形式的多样化ꎬ资本的形式并不会固定不变ꎬ
它也会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ꎬ随着商品形式的不断出新而发生相应的变化ꎬ表现

出一些新的躯壳与形式ꎬ但不管资本的躯壳与形式发生怎样的变化ꎬ资本的实质

与内容是不会发生改变的ꎮ 在商品经济活动中ꎬ资本之所以能够提高生产效率、
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增长ꎬ这是资本增殖本性的使然ꎮ 资本为其所有者带来的财

富ꎬ是社会新创造的财富ꎬ它实质上是雇佣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ꎮ 因此ꎬ在现

实生活中ꎬ我们不应把任何资源都视之为资本ꎬ都冠以“资本”之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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