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货币流回规律和社会再生产的实现

———马克思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理论再研究

何 干 强

摘　要：马克思论述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无论是社会简单再生产，还

是扩大再生产，都是结合货币流回规律进行的。社会再生产的实现，要求社会总产

品的产品价值构成，必须形成两大部类之间的一定组合比例关系；全社会用于固定

资本实物更新的货币量和体现折旧基金的商品量必须平衡，以及相应的固定资本与

流动资本之间必须平衡；两大部类在扩大再生产中为追加不变资本和追加可变资本

所进行的货币积累和实际积累，也必须平衡；而货币流回规律则是社会再生产的实

现在流通领域的表现。这为我们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运行规律，提供

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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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何干强，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南京　２１００４６）。

马克思在 《资本论》中所阐述的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无论是社会简单

再生产，还是社会扩大再生产，都是结合货币流回规律来进行的。他指出，全社会

存在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大生产部类，各生产部门在商品价值和实物形态两方面，

必须形成平衡的比例关系，并以货币流通为中介，进行相互补偿和更新的交换，才

能实现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在这个过程中，“当再生产 （无论是简单的，还是规模

扩大的）正常进行时，由资本主义生产者预付到流通中去的货币，必须流回到它的

起点 （无论这些货币是他们自己的，还是借来的）。这是一个规律”。①这就是社会再

生产中的货币流 回 规 律。深 刻 理 解 这 个 规 律 及 其 与 社 会 再 生 产 过 程 的 一 般 联 系，

对于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 宏 观 运 动 具 有 重 要 指 导 意 义。但 是 国 内 外 经 济 学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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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资本论》宏观经济分析方法及其中国化研

究”（１１ＢＪＬ００７）的主要阶段性成果之一。
《资本论》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５１１页。关于货币流回规律，马克

思在该卷第３篇 “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中多处提到，参见第４４６、４５９、５０７、

５３３页。



对货币流回规律的研究 比 较 薄 弱。本 文 从 《资 本 论》原 著 研 究 的 角 度，力 求 弥 补

这个缺陷，以纪念 《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版首次发表一百五十周年。

一、文献综述

１．国外研究状况。西方宏观经济学未为本文主题提供相关的研究文献。面对当

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系列矛盾，西方宏观经济学涌现了 “新古典综合”、货币主义、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新凯恩斯主义、后凯恩斯主义和奥地利学

派等多个流派。按照西方学者的说法，“所有学派在界定自己时”，都承认自己的理

论与凯恩斯宏观经济思想的联系，要么是某种发展，要么是复活。①凯恩斯主义虽然

很重视与货币流通相联系的 “总供给”和 “总需求”的平衡；但是，由于缺乏 《资

本论》基于唯物史观揭示的 “劳动二重性”基本观点，不能从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

两方面，分析产业部门间的比例关系，因而不可能研究马克思的 “货币流回规律”。

有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者从宏观研究了社会生产与货币流通的关系，但是终究没有认

识到马克思揭示的货币流回规律和社会再生产实现之间的内在联系。②

国外研究 《资本论》一些影响较大的注释性著作，虽在解读第二卷第三篇第２０
章的 “Ⅴ．货币流通在交换中的中介作用”一节时，论述到货币流回规律，但是对

该章更重要的 “Ⅺ．固定资本的补偿”一节，所阐述的货币流回规律与固定资本补

偿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对第三篇第２１章如何结合货币流回规律，揭示社会扩大再

生产实现条件的逻辑联系，其解读和研究都显得不足，尤其对马克思在第２１章第Ⅲ
节的 “３．积累时Ⅱｃ的交换”和第Ⅳ节 “补充说明”，更缺乏阐释。③

苏联经济学界是重视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的，但主要关注社会再生产实现的

一般条件，即两大部类之间的各种比例关系。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第一版 《政治经济学

教科书》论述资本主义 “社会资本的再生产”时，提到 “社会产品的实现，就是它

的商品形式变为货币形式”，却未提到货币流回规律；尽管在论述社会主义制度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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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布莱恩·斯诺登、霍华德·Ｒ．文：《现代宏观经济学：起源、发展和现状》，佘江涛、
魏威、张风雷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３页。
参见Ａｕｇｕｓｔｏ　Ｇｒａｚｉａｎｉ，Ｔｈｅ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Ｃａｒｌ　Ｅ．Ｗａｌｓｈ，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３ｒ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Ｂｏｓｔｏｎ：Ｔｈｅ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０；Ｊｏｈｎ　Ｈｉｃｋｓ，Ａ　Ｍａｒｋｅ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Ｍｏｎｅｙ，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９；Ｓｔｅｖｅ　Ｋｅｅｎ，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Ｃｉｒｃｕｉｔ，＂
ｉｎ　Ｊｅａｎ－Ｆｒａｎｏｉｓ　Ｐｏｎｓｏｔ　ａｎｄ　Ｓｅｒｇｉｏ　Ｒｏｓｓｉ，ｅｄｓ．，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Ｃｉｒｃｕｉｔ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
参见日本民主主义科学者协会编：《〈资本论〉解说讲座》，何仲珉、丘锷崙 、罗任一译，
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５７年，第２２９—２７２页；卢森贝：《〈资本论〉注释》第２卷，赵木

斋、翟松年译，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６３年，第２１７—２１９、２２３—２３４页。



民经济有计划 （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时，提到 “货币平衡表”，但未阐释货币流回

规律与社会再生产实现的关系。① 当时为了在恶劣国际环境中优先发展重工业，苏

联对社会化生产实行以行政手段为主的中央集权产品管理体制，经济政策注重对国

民经济平衡表编制的经验研究。物质生产领域的资源配置，主要通过国家财政预算

在部门、地区和企业间有计 划 的 再 分 配 （调 拨）来 实 现，信 贷 资 金 仅 起 辅 助 作 用。

面对两大部类日益复杂的实物和价值补偿关系，经济学界认为，国家能够 “自觉利

用价值规律”，凭借中央管理体制分配物质消耗补充基金及其流动基金、消费基金、

积累基金和储备的综合平衡，满足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尽管有

学者注意到商品货币关系对两大部类比例关系不平衡发展的影响，如固定资产积累

的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基建投资额与折旧基金的比例，在补充基金的绝大部分

用于补充流动基金价值量的前提下，折旧基金大于当年更新的固定资产价值量的差

额，可作为积累的源泉，但由于上述产品管理体制、国家预算控制下的企业缺乏自

主权，以及计划对货币流通量的集中调节，以致经济学界长期忽视对马克思关于两

大部类平衡关系中货币流回规律的系统研究。② 直至１９９０年，由苏联科学院组织著

名经济学家集体编写的 《政治经济学：高等学校教科书》，仍未把社会再生产和货币

流回规律联系起来。③

在西方国家有关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论文中，虽然有人涉及社会总资本再

生产理论中的货币流通和流回现象，但未深入阐明货币流回规律的实质内容。例如，

唐纳德·哈里斯 （Ｄｏｎａｌｄ　Ｈａｒｒｉｓ）讨论了以货币形式表现的利润率变动对两部类间

资本投资量的影响。④ 约翰·罗默 （Ｊｏｈｎ　Ｒｏｅｍｅｒ）考察了社会再生产中工人用于消

费的工资之货币流通，对商品出售的影响。⑤ 安德鲁·特里格 （Ａｎｄｒｅｗ　Ｔｒｉｇｇ）论

述到资本家在社会再生产的交换中，预付出去的货币，最终会回到资本家手中，触

及货币流回 规 律 的 现 象。⑥ 意 大 利 货 币 循 环 学 派 认 为，该 学 派 的 思 想 来 源 之 一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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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

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５年，第２１９、２２１—２２３、４５７—４５８页。
参见图列茨基：《国民经济计划和平衡问题》，柳谷岗等译，一禾校，北京：三联书店，

１９６３年；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组编：《苏联经济学界关于国民经济

平衡表的理论与方法论问题论文选集》，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

См：Медведев В．А．，Авалтин Л．И．，Ожерельев О．И．и др．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кономия：Учебникдлявузов，м．：Политиздат，１９９０，ｃ．６８－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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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传统”，并把经济过程描述成一系列 “货币流”的按序循环。①可是，他们都

没有真正从货币在两大部类的交换中起中介作用的角度，阐释货币流回规律如何反

映固定资本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以及社会总资本扩大再生产和流通的实现，即没

有触及货币流回规律的本质，没有研究货币流回规律与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实现之间

的内在联系。

２．国内研究状况。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学界对 《资本论》原著的研究较广泛

深入，出版了不少有特色、有深度的解读 《资本论》原著的著作。这些著作力求按

原著的原义解释货币流回规律。②但它们主要侧重文字的简要解读，读者往往较难理

解；且对第二卷第２１章第Ⅲ节的 “３．积累时Ⅱｃ的交换”和第Ⅳ节 “补充说明”所

阐述的货币流回规律阐释不够。改革开放前，学者对 《资本论》社会再生产理论的

应用性研究，重点在于解决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问题，在关于

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理论的假设前提、社会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关系、

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大生产部类相互补偿的辩证关系、社会扩大再生产的条件和

类型、固定资本的再生产规律、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是否为客观规律、内含扩大

再生产和外延扩大再生产的关系、生产与消费的关系、短期投资和长期投资的关系、

社会再生产积累的源泉和积累率的确定、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经济结构在现实经济

中的含义和调整等许多方面，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③ 但是，与上述苏联经济学界

的情况相似，由于受到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对立观念的束缚，这些研究侧重的

主要是生产领域产业结构的比例关系，而对货币流回规律及其与社会再生产实现之

间的内在关系，则很少研究，或把货币流回规律与货币流通规律等同起来。④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随着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和对商品流通的重视，

上述状况开始有了根本性改观。１９７９年，许涤新题为 《论社会主义的生产、流通与

分配———读 〈资本论〉笔记》的专著，在第二篇第四章第四节 “货币流通在两大部

类间交流中的作用”中，以马克思的简单再生产图式为基础，较详细地诠释了 《资

本论》第二卷的有关章节，并总结道： “马克思的关于再生产过程中货币归流的原

理，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中，还是客观存在的。”⑤ １９８０年，在全党学习 《资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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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林继肯：《社会扩大再生产和货币流通》，《中国经济问题》１９６３年第６期。
许涤新：《论社会主义的生产、流通与分配———读 〈资本论〉笔记》，北京：人民出版

社，１９７９年，第３３３—３３４页。



第二卷的热潮中，由林子力、刘国光等九位专家编写的 《学习马克思关于再生产的

理论》简明读本，节录了原著中马克思对货币流回规律的较多论述并附文作了简明

阐释，发行量达３０万册。附文正确地指出，人们长期忽视了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是商

品经济，“以为只要用国家计划来直接组织整个社会的生产和全部经济生活，就可以

保证国民经济的按比例发展”，殊不知 “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失调，也是通过市场问

题表现出来的”。① 遗憾的是，它们没有阐明市场实现问题是通过社会再生产中的货

币流回规律集中显现出来的。１９８１年，刘国光论述了 “社会产品实现过程中的货币

流通”和 “流通中货币的投入和流回”，明确阐释了马克思的货币流回规律和社会再

生产实现的关系；可惜在论述原著 “积累时Ⅱｃ的交换”时，没有从理论上进一步

展开分析。② 这一时期对国民经济综合平衡问题的研究，涌现了许多重要的学术成

果。例如，李成瑞提出，“首先要做到积累与消费的总量和比例大体恰当”，“同时要

做到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两大部类以及两大部类内部各个部门发展的数量和比例大

体恰当，这样才有足够的力量回笼货币”。③这就阐明了社会再生产的合理比例，对

表现在财政和信贷平衡中的货币流回所起的决定作用。黄达等把 “货币收支总体”

作为研究对象，并引入生产部门提取折旧 “作为更新基金”，分析 “为了更新固定资

产”购买材料和设备的流程，较详细地研究了 “货币运动与物资运动在再生产过程

中的相互依存情况”，紧密结合现实的国民经济运行，具体研究了货币流回规律的表

现。④这些研究以中国经济改革的重大现实问题为导向，阐释马克思的货币流回规

律与社会再生产实现的关系，但展开诠释 《资本论》的相关原理，并非当时研究的

侧重点。在正确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之后，有学者明确提出，应

当充分重视货币流回规律的作用，并进行了一定的研究，虽然不够系统深入。⑤近年

来，有的学者开始专题研究 “货币流回规律”，却往往仍然未能把货币流回规律与货

币流通规律、生息资本运动规律区分开来。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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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对马克思揭示的货币流回规律与社会再生产的关系，在国内外经济

学界的研究中尚未引起应有的重视。而正如本文下面要论证的，马克思揭示的货币

流回规律是在商品生产普遍化的社会中，社会再生产得以实现的一般表现形式，并

对观察宏观经济运行状态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马克思正是通过对社会再生产起

中介作用的货币能否流回到投入者手中这一矛盾的考察，进而发现要实现社会再生

产两大部类实物和价值的补偿，它们之间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从经济实践要

求科学理论指导来看，弄清货币流回规律与社会再生产关系的原理，已经成为解决

当前宏观经济结构性失衡的迫切需要。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２０１７年７月２６日 省 部 级 主 要 领 导 干 部 迎 接 党 的 十 九 大 专

题 研 讨 班 的 重 要 讲 话 中 强 调，“到２０２０年 全 面 建 成 小 康 社 会，实 现 第 一 个 百 年

奋 斗 目 标”，“特 别 是 要 坚 决 打 好 防 范 化 解 重 大 风 险、精 准 脱 贫、污 染 防 治 的 攻

坚 战”。① 在三大攻坚战中，列为首要的是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防范金融风险，

做强实体经济，又是首要的重中之重。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４０次集体学习时

告诫全党，“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带有战略性、根本

性的大事”。② 他还指出，在国内外经济下行压力下，“大量资金流向虚拟经济，使

资产泡沫膨胀，金融风险逐步显现，社会再生产中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整体

循环不畅。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历史关口。”③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

盾和问题，虽然有周 期 性、总 量 性 因 素，但 根 源 是 重 大 结 构 性 失 衡。概 括 起 来，

主要表现为 ‘三大失衡’”，即 “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失

衡”以及 “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在 第 二 大 失 衡 的 情 况 下，“不 能 把 结 构 性 供

需矛盾当作总需求不足，以 增 发 货 币 来 扩 大 需 求，因 为 缺 乏 回 报，增 加 的 货 币 资

金很多没有进入实体经济 领 域，而 是 在 金 融 系 统 自 我 循 环，大 量 游 资 寻 求 一 夜 暴

富，再加上监督人员同 ‘金 融 大 鳄’内 外 勾 结，去 年 发 生 的 股 市 异 常 波 动 就 与 此

有关。在这样的背景下，金融 业 在 经 济 中 的 比 重 快 速 上 升，而 工 业 特 别 是 制 造 业

比重下降”。④为了 从 理 论 上 解 析 “重 大 结 构 性 失 衡”现 象 的 深 层 矛 盾，需 要 由 表

及里地进行大量研究，其中尤 其 需 要 从 简 单 再 生 产 到 扩 大 再 生 产，较 完 整 地 阐 释

马克思揭示的货币流回规律 与 两 大 部 类 比 例 关 系 平 衡 之 间 内 在 关 系 的 原 理，包 括

对 《资本论》第二卷上述章 节 揭 示 的 固 定 资 本 补 偿 规 律 的 诠 释。这 正 是 本 文 力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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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的任务。

二、货币流回规律的科学含义

１．货币流回规律是商品生产普遍化社会中存在的客观规律。应用唯物史观研究

社会再生产实现条件，马克思把社会生产的实物形态分为生产资料生产Ⅰ和消费资

料生产Ⅱ这两大部类。他 抓 住 劳 动 二 重 性 这 个 理 解 商 品 生 产 的 枢 纽，把 实 物 形 态

的价值形态分别以ｃ、ｖ、ｍ表示不变资 本、可 变 资 本 和 剩 余 价 值。他 揭 示 了 社 会

再生产的商品 交 换 必 然 经 过 三 大 途 径：Ⅰ ｖ＋ｍ（ ）＝Ⅱｃ，Ⅱ ｖ＋ｍ（ ）＝Ⅱ ｖ＋ｍ（ ），

Ⅰｃ＝Ⅰｃ；并 强 调 这 些 交 换，都 是 以 货 币 流 通 为 中 介 的。为 了 清 晰 地 解 释 这 种

中 介 作 用，马 克 思 撇 开 信 用 制 度，“假 定 只 有 贵 金 属 货 币 的 流 通”，并 且 “只 有

现 金 买 卖 这 一 最 简 单 的 形 式”，“国 内 现 有 的 货 币 量 （假 定 流 通 速 度 等 等 不 变），

既 要 足 以 适 应 现 实 流 通 的 需 要，也 要 足 以 适 应 贮 藏 货 币 的 储 备 的 需 要”。①排除

这些掩盖本质联系的因素，展现的就是社会再生产的实现必然表现为货币流回规律

的实质。马克思关于社 会 简 单 再 生 产 “货 币 流 通 在 交 换 中 的 中 介 作 用”的 有 关 论

述，② 见图１。

图１　社会简单再生产条件下的货币流回规律图式

　　　注：→表示用货币购买商品。工人出卖的是劳动力商品。

图１显示，Ⅰ １０００ｖ＋１０００ｍ（ ）＝Ⅱ２０００ｃ，这说明简单 社 会 再 生 产 的 基 本 比 例

关系是平衡的。在假定数据的条件下，两大部类商品的大宗交换，通过图中的七个

流程来实现。图标表示，生产生产资料的第Ⅰ部类的资本家把Ⅰ１０００Ｇ货币作为

工资，购买雇佣工人的劳动力商品。图标表示，雇佣工人用这些工资购买第Ⅱ部

类资本家生产 的Ⅱ１０００ｃ消 费 资 料 商 品。图 标表 示，第Ⅱ部 类 资 本 家 用 出 售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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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０ｃ商 品 换 回 的 货 币，到 第Ⅰ部 类 购 买 资 本 家 的Ⅰ１０００ｖ生 产 资 料 商 品。这 样，

１０００Ｇ货币就媒介了Ⅰ１０００ｖ和Ⅱ１０００ｃ的 商 品 交 换，流 回 到 第Ⅰ部 类 的 资 本 家 手

中。同样假定，第Ⅱ部类资本家预付５００Ｇ货币启动Ⅱ１０００ｃ和Ⅰ１０００ｍ之间的商品

交换，经过图中的流程、、和，这５００Ｇ必然流回到第Ⅱ部类资本家手中。

不难理解，在社会再生产两大部类比例关系保持平衡的条件下，遵循价值规律决定

的等价交换原则，无论由第Ⅰ部类还是由第Ⅱ部类的资本家 （在市场经济一般条件

下，就是商品生产者）预付购买商品的货币，货币都会流回到预付者手中，否则就

不是等价交换了。可见，只要两 大 部 类 的 产 品 价 值 构 成 保 持 一 定 的 平 衡 比 例 关 系，

货币就必然流回到预付者手中。因此，在商品生产普遍化的社会中，马克思揭示的

货币流回规律是社会再生产必然存在的规律。

２．不能把货币流通规律与货币流回规律混为一谈。这是理解货币流回规律应当

注意的。固然，这两个规律有共性：货币流通规律表现为货币在商品交换中起中介

作用。货币流通 “是由商品本身的形式变换引起的”，① “货币运动的单方面形式来

源于商品运动的两方面形式”，② 因而 “货币运动只是商品流通的表现”，③ 或 商 品

流 通 的 结 果。而 货 币 流 回 规 律 也 指 货 币 在 社 会 再 生 产 的 商 品 交 换 中 起 中 介 作 用，

同 样 服 从 商 品 流 通 与 货 币 流 通 的 因 果 联 系。在 社 会 再 生 产 中，社 会 总 资 本 采 取

货 币 资 本、生 产 资 本 和 商 品 资 本 三 种 基 本 形 态 运 动。它 们 都 要 通 过 执 行 货 币 一

般 职 能、生 产 一 般 职 能 和 商 品 一 般 职 能，才 能 执 行 资 本 增 殖 的 职 能。社 会 总 资

本 的 商 品 资 本 和 货 币 资 本 在 运 动 中，仍 然 要 遵 循 一 般 商 品 流 通 和 货 币 流 通 规 律。

正 因 为 如 此，在 社 会 总 资 本 的 再 生 产 和 流 通 过 程 中，才 会 产 生 货 币 流 回 规 律 这

种 宏 观 经 济 现 象。从 共 性 这 方 面 看，可 以 说，货 币 流 回 规 律 是 社 会 总 资 本 运 动

遵 循 商 品 流 通、货 币 流 通 一 般 规 律 的 宏 观 表 现。但 是，这 两 个 规 律 毕 竟 有 原 则

区 别。在 社 会 再 生 产 中，形 式 上 的 商 品 流 通，在 内 容 上 是 商 品 资 本 的 流 通，商

品 生 产 者 预 付 的 货 币，实 质 上 是 货 币 资 本，其 循 环 和 周 转 包 含 着 剩 余 价 值 的 实

现。因 此，货 币 流 回 规 律 是 社 会 总 资 本 增 殖 运 动 的 表 现 形 式，它 与 表 现 商 品 等

价 交 换 规 律 的 货 币 流 通 规 律 在 本 质 上 是 不 同 的。这 种 本 质 区 别，西 方 资 产 阶 级

学 者 往 往 看 不 清 楚。

３．不能把生息资本运动与货币流回规律混为一谈。这两者也有共同点，都表现

为资本投资者投放的货币资本回到自己手中，都与资本实现价值增殖相联系。但是，

两者有本质区别：生息资本运动的货币流回对单个投资者而言，体现的是生息资本

与职能资本之间的再分配关系；而货币流回规律却是社会再生产运动中的现象，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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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会再生产各产业部门的比例关系紧密联系。

三、结合货币流回规律揭示固定资本补偿规律

１．解决固定资本补偿问题，方能充分揭示社会再生产的实现条件。马克思在唯

物史观指导下，一旦发现了货币流回规律，就用以指导揭示社会再生产的实现条件。

这体现出货币流回规律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马克思在论证Ⅰ ｖ＋ｍ（ ）＝Ⅱｃ为实

现社会简单再生产的基本条件时，先撇开不变资本 （ｃ）中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差

别。但是，一旦引入 固 定 资 本 因 素，这 一 条 件 就 不 充 分 了。因 为 在 一 定 时 期，固

定资本的实物形态是作为整体，执行使用价值职能作用的；而其价值则逐步损耗，

并转移到生产的商品中。这 些 损 耗 的 价 值 随 着 商 品 销 售，实 现 为 货 币，并 沉 淀 下

来作为折旧基金。只有当固定 资 本 的 使 用 价 值 寿 命 终 结，折 旧 基 金 的 积 累 达 到 重

新购买新固定资本的数额 时，固 定 资 本 才 能 实 现 整 体 的 实 物 更 新。这 样，在 社 会

再生产中，就有可 能 造 成 价 值 补 偿 与 实 物 补 偿 之 间 不 平 衡 的 矛 盾。马克思对这里

的困 难 所 作 的 精 辟 分 析，可 用 图２简 要 说 明。在 图 中，Ⅰ １０００ｖ＋１０００ｍ（ ）＝Ⅱ
２０００ｃ意味着，社会简 单 再 生 产 具 备 平 衡 的 基 本 条 件。但 是，由 于 在 不 变 资 本Ⅱ
２０００ｃ中，存在Ⅱ２００ｃｄ（）这种体现固定资本损耗价值 （折旧）的商品，社会简单再

生产的实现就遇到了困难。

图２　固定资本补偿对社会再生产提出的困难问题

　　　注：２００ｃｄ（）表示第Ⅱ部类体现固定资本损耗价值的商品。→表示货币流通方向或购买，↓表示货币沉淀

或流通停滞。

按照社会简单再生产两大部类的交换途径，Ⅱｃ商品与Ⅰ ｖ＋ ｍ（ ）商品之间的

交换，应由第Ⅰ部类的消费者购买Ⅱｃ消费资料。假定第Ⅰ部类投入２０００Ｇ货 币，

购买Ⅱ２０００ｃ商 品；在 第Ⅱ部 类 的２０００ｃ中，有 体 现 固 定 资 本 损 耗 价 值 的 商 品

２００ｃｄ（）。于是，第Ⅱ部类生产者在２０００ｃ商品售出后，换回的１８００Ｇ货币，会到

第Ⅰ部类购买Ⅰ ｖ＋ ｍ（ ）中 的１８００生 产 资 料 商 品 即Ⅰ １０００ｖ＋８００ｍ（ ）；而 另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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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Ⅱ２００Ｇ货币，则因Ⅱ２００ｃｄ（）售 出 后，作 为 固 定 资 本 的 折 旧 基 金，会 在 第Ⅱ部

类沉淀下来，当年 不 再 用 于 购 买 第Ⅰ部 类 的 生 产 资 料。这 样，第Ⅰ部 类 就 会 有

２００ｍ商品发生过剩。可见，引入了固定资本补偿因素，第Ⅰ部类预付的货币中就

会有２００Ｇ不能回到第Ⅰ部 类，货 币 流 回 规 律 受 到 阻 碍，社 会 再 生 产 遂 不 能 正 常

实现。

２．研 究 解 决 货 币 流 回 规 律 受 阻 问 题 的 途 径。在 引 入 了 固 定 资 本 补 偿 后，上

面 马 克 思 假 设 的 情 况 使 货 币 流 回 受 阻，势 必 使 第Ⅰ部 类 有２００ｍ的 生 产 资 料 商

品 不 能 售 出，以 致 社 会 再 生 产 不 能 实 现。那 么，能 否 由 第Ⅱ部 类 付 出 货 币，以

解 决Ⅱｃ　ｄ（）的 货 币 化 问 题 ？ 初 看 起 来，让 第Ⅱ部 类 预 付 货 币 来 解 决 本 部 类 商 品

的 实 现 或 货 币 化，似 乎 是 荒 谬 的，但 是，这 却 是 合 理 的 假 设。马 克 思 指 出，现

实 经 济 中 总 是 存 在 两 部 分 生 产 者，在 一 定 时 点 上，一 部 分 生 产 者 已 经 需 要 用 逐

年 积 累 起 来 的 折 旧 基 金 货 币 购 买 固 定 资 本，进 行 实 物 更 新；而 另 一 部 分 生 产 者

则 仍 正 在 通 过 卖 出 商 品，使 损 耗 的 固 定 资 本 价 值 货 币 化，形 成 折 旧 基 金。假 设

第Ⅱ部 类 的 前 一 部 分 生 产 者 用 货 币Ⅱｃ　１（）Ｇ到 第Ⅰ部 类 购 买 固 定 资 本 实 物，第

Ⅰ部 类 再 用 出 卖 固 定 资 本 换 回 的 这 部 分 货 币，到 第Ⅱ部 类 购 买 另 一 部 分 生 产 者

的、体 现 固 定 资 本 损 耗 价 值 的 消 费 资 料 商 品Ⅱｃ　２（）ｄ，就 可 以 遵 循 货 币 流 回 规

律，使 社 会 再 生 产 得 到 实 现。

３．揭 示 社 会 再 生 产 的 固 定 资 本 补 偿 规 律。随 后，马 克 思 对 这 种 假 定 的 合 理

性 作 了 详 细 论 证。在 社 会 简 单 再 生 产 符 合Ⅰ １０００ｖ＋１０００ｍ（ ）＝Ⅱ２０００ｃ的 基 本

条 件、社 会 总 产 品 价 值 中 的 其 他 商 品 交 换 已 经 实 现 的 条 件 下，他 着 重 分 析 了 与

固 定 资 本 补 偿Ⅱｃ　ｄ（）的 实 现 有 关 的 两 大 部 类 交 换 的 三 种 假 定 情 况。“（ａ）仍 然 作

为 余 额 以 第Ⅱ部 类 的 商 品 形 式 存 在 的４００，有 一 个 份 额 为 第１部 分 和 第２部 分

（假 定 各 占
１
２
）补 偿 不 变 资 本 的 一 定 量 的 流 动 部 分；（ｂ）第１部 分 已 经 把 他 的 全

部 商 品 出 售，所 以，第２部 分 还 有４００要 出 售； （ｃ）除 了 承 担 损 耗 价 值 的２００
外，第２部 分 已 经 把 全 部 商 品 出 售。”① 马 克 思 展 开 了 详 细 深 入 的 论 述，思 路 清

晰；但 是 语 言 的 论 述 的 确 有 些 费 解。现 用 以 下 图 式 解 读ａ、ｂ、ｃ三 种 情 况，就

容 易 理 解 了。

情 况 （ａ）：马 克 思 在 具 体 论 述 中，假 设 在 两 大 部 类 其 他 交 换 完 成 后，第Ⅱ
部 类 剩４００商 品；由 该 部 类 预 付 货 币 用 于 实 现 本 部 类２００Ⅱｃ　２（）ｄ，并 用 于 补 偿

本 部 类 上 述 两 部 分 生 产 者 等 量 体 现Ⅱｃ不 变 资 本 中 的 流 动 资 本 商 品。这 可 用 图３
（ａ）来 说 明。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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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ａ）　固定资本补偿中Ⅱｃ（ｄ）实现的第一种情况

　　　注：→表示货币购买的流向，“固”表示用作固定资 本 的 商 品，“流”表 示 用 作 流 动 资 本 的 商 品。以 下 同

类图式不再重复说明。

不难看出，在假设数据下，两 大 部 类 的 商 品 交 换 只 要 遵 循 途 径 Ⅱｃ　１（）２００Ｇ→
Ⅰｍ２００ （第Ⅰ部类固定资本商品）→Ⅱｃ　２（）２００ｄ，即由第Ⅱ部类付出货币，使本部

类Ⅱｃ　２（）ｄ货币化，就能够在遵循货币流回规律的条件下得以实现。这里的前提是，

第Ⅱ部类ｃ（第１部分）生产者购买固定资本要素投入的货币价值额，应当等于第

Ⅱ部类ｃ（第２部分）生产者待出售的、体现固定资本损耗 （折旧）的商品价值量，

可以简要地表示为：Ⅱｃ　１（）Ｇ＝Ⅱｃ　２（）ｄ。

情 况 （ｂ）：假 设Ⅱｃ　１（）已 经 出 售 全 部 商 品；Ⅱｃ　２（）还 有４００商 品 待 售 （包 括

２００Ⅱｃ　ｄ（）和２００需 要 补 偿 流 动 资 本 的 商 品），要 由 该 部 类 预 付 货 币 来 实 现，见

图３ｂ（）。

图３（ｂ）　固定资本补偿中Ⅱｃ（ｄ）实现的第二种情况

如图３ｂ（）所示，在这种情况下，由第Ⅱ部类付出货币，使本部类Ⅱｃ　２（）ｄ货币

化，完全可以实现遵循货币流回规律。其前提条件同样是：Ⅱｃ　１（）Ｇ＝Ⅱｃ　２（）ｄ。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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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ｃ）：对此情况，马克思又假设了以下两种情况。

其一，假设第Ⅱ部类Ⅱｃ　２（）生产者只剩Ⅱｃ　２（）ｄ商 品 待 实 现；Ⅱｃ　１（）生 产 者 的

预 付 货 币 除 了 用 于 实 现 这 部 分 商 品，还 用 于 实 现Ⅱｃ　１（）补偿流动资本的商品。这

可用图３ｃ－１（ ）来表示。

图３（ｃ－１）　固定资本补偿中Ⅱｃ（ｄ）实现的第三种情况之一

其二，假设第Ⅱ部类Ⅱｃ　２（）生产者只剩Ⅱｃ　２（）ｄ商品待实现；由第Ⅰ部类投入货

币购买Ⅱｃ　２（）ｄ；由第Ⅱ部类投入货币，实现第Ⅰ部类的商品，见图３ｃ－２（ ）。

图３（ｃ－２）　固定资本补偿中Ⅱｃ（ｄ）实现的第三种情况之二

图３ｃ－１（ ）显示，由第Ⅱ部类付出货币，遵循了货币流回规律，使本部类Ⅱｃ　２（）ｄ
实现了货币化。图３ｃ－２（ ）的情况比较特殊，作为交换中介的货币是由两大部类分别

付出的，虽然第Ⅱ部类付出的货币留在了第Ⅰ部类，但是第Ⅰ部类购买Ⅱｃ　２（）ｄ的

货币，却留在第Ⅱ部类，这依然遵循了货币流回规律。因此，情况ｃ（）两种交换过程

的实现，前提仍然是：Ⅱｃ　１（）Ｇ＝Ⅱｃ　２（）ｄ。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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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ａ、ｂ、ｃ三种情况都清楚地表明，在社会简单再生产比例关系符合Ⅰ ｖ＋ｍ（ ）＝

Ⅱｃ的基本条件下，让第Ⅱ部类预付货币，以解决自己部类的商品Ⅱｃ　ｄ（）的实现或货

币化，这个假设是合理的。其前提是本部类一部分生产者用于固定资本实物更新的、

已经积累的折旧基金货币价值量Ⅱｃ　１（）Ｇ，应当等 于 本 部 类 另 一 部 分 生 产 者 待 出 售

的、体现固定资本价值损耗 （折旧）的商品价值量Ⅱｃ　２（）ｄ。这就是社会再生产中的

固定资本补偿规律。为了充分论证这个规律的存在，马克思还专门分析了在社会简

单再生产中发生Ⅱｃ　１（）Ｇ与Ⅱｃ　２（）ｄ不相等的多种情况，及其可能的补救办法。①

实际上，第Ⅰ部类同样存在固定资本补偿问题，也要解决Ⅰｃ　１（）Ｇ和Ⅰｃ　２（）ｄ的

关系问题。既然社会简单再生产的实现，要求Ⅰｃ内部形成各产业间相互平衡的内

部结构，即Ⅰｃ＝Ⅰｃ，而内部各生产者之间 的 交 换 也 要 遵 循 货 币 流 回 规 律，那 么，

只有Ⅰｃ　１（）Ｇ＝Ⅰｃ　２（）ｄ，才能使Ⅰｃ的产品价值全部得到货币化。因此，从两大部

类的交换总体看，在一定时期内 （通常是一年），要实现包含固定资本补偿的社会

再生产，两大部类各自用于固 定 资 本 实 物 更 新 的 货 币 价 值 量，都 必 须 等 于 体 现 固

定资本损耗价值 （折旧）的商品价值量。即不仅要求Ⅱｃ　１（）Ｇ＝Ⅱｃ　２（）ｄ，而且要求

Ⅰｃ　１（）Ｇ＝Ⅰｃ　２（）ｄ。

４．充分认识固定资本补偿关系不平衡带来的后果。马克思深刻地揭示，在资本

主义条件下，即使 “在不仅生产规模不变，而且特别是劳动生产率也不变”的社会

简单再生产前提下，只要两大部类不变资本中需要实物更新的固定资本较上一年发

生了变动，“危机———生产危机———还是会发生”。②他以第Ⅱ部类为例，引入固定资

本和流动资本的比例关系，对此作了深入论证。③ 假 设 寿 命 完 结、需 要 进 行 实 物

更 新 的 固 定 资 本 价 值 量 为Ⅱｃ　１（）ｘ；仍 在 生 产 中 起 职 能 作 用 的 固 定 资 本，其 总 价

值 分 为 两 部 分。一 为 留 在 固 定 资 本 实 物 中 的 价 值Ⅱｃ　２（）ｙ；二 为 已 经 转 移 到 产 出

的 商 品 中 的 损 耗 价 值 量Ⅱｃ　２（）ｄ。于 是，第Ⅱ部 类 生 产 中 作 为 不 变 资 本 的 固 定 资

本 的 总 量 为：Ⅱｃ　１（）ｘ＋ ［Ⅱｃ　２（）ｙ＋ Ⅱｃ　２（）ｄ］，这 是 一 个 定 量。而 在 社 会 再 生

产 过 程 中，寿 命 完 结 的 固 定 资 本 价 值Ⅱｃ　１（）ｘ与 仍 在 起 职 能 作 用 的 固 定 资 本 价 值

［Ⅱｃ　２（）ｙ＋Ⅱｃ　２（）ｄ］之 间，会 发 生 此 增 彼 减 的 相 应 变 化。既 然 第Ⅱ部 类 不 变 资

本 中 的 固 定 资 本 和 流 动 资 本 之 和 是 一个定量，那么，只要Ⅱｃ　１（）ｘ和 ［Ⅱｃ　２（）ｙ＋

Ⅱｃ　２（）ｄ］这两部分的比例发生了变化，就会破坏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之间原有的比

例关系，使货币流回规律受到破坏，以致不能正常实现社会再生产。因为如果第Ⅱ
部类总的 固 定 资 本 中，与 去 年 相 比，有 更 大 一 部 分 已 经 寿 命 完 结 （即Ⅱｃ　１（）ｘ变

大），从而需 要 实 物 更 新，那 么，仍 在 起 作 用 的 那 部 分 固 定 资 本 ［Ⅱｃ　２（）ｙ＋Ⅱｃ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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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ｄ］，必然会按照同一比例减少。这样一来，遵循Ⅱｃ　１（）ｘ→Ⅰｍ固→Ⅱｃ　２（）ｄ的必

然交换途径，就会引起下列情况。

第一，在Ⅱｃ　１（）ｘ变 大 时，势 必 要 求 第Ⅰ部 类 为 第Ⅱ部 类 供 应 的 商 品 总 额 中，

有较大部分由固定资本商品 （Ⅰｍ固）构成。而第Ⅰ部类为第Ⅱ部类提供的不变资

本商品Ⅱｃ是一定的，故第Ⅰ部类为第Ⅱ部类提供的流动资本商品 （Ⅰｍ流）只能变

小。然而，Ⅱｃ需要的流动资本商品 （即原料、半成品、辅助材料）却不能有变化，

它也是一个定量。于是问题来了，由于第Ⅰ部类减少了为Ⅱｃ提供的流动资本商品，

第Ⅱ部类就不能继续顺利地再生产。

第二，在Ⅱｃ　１（）ｘ变大时，为了实现固定实物更新，第Ⅱ部类会有较多的货币

Ｇ流到第Ⅰ部类，以便再流回第Ⅱ部类购买消费资料商品。但是，由于Ⅱｃ　１（）ｘ的

变大，［Ⅱｃ　２（）ｙ＋Ⅱｃ　２（）ｄ］这部分必然会减少，从而Ⅱｃ　２（）ｄ商品量也会减少。这

样，Ⅱｃ　１（）ｘ流到第Ⅰ部类、用以购买固定资本商品的货币Ｇ，就会有较大的部分

因买不到第Ⅱ部类的商品Ⅱｃ　２（）ｄ，而在第Ⅰ部类沉淀下来。于是，货币流回规律被

破坏，社会再生产不能正常实现。以上研究的是Ⅱｃ　１（）ｘ变大的情况。马克思指出，

“有了以上的阐述，对于相反的情况”，即Ⅱｃ　１（）ｘ变小的情况，“就无须再进一步考

察了。”① 可见，社会再生产正 常 实 现 的 充 分 条 件，必 须 包 括 固 定 资 本 补 偿 所 要 求

的，用于实物更新的货币量和体现折旧基金的商品量之间的平衡，以及相应的固定

资本与流动资本之间的平衡。

《资本论》把货币流回规律与社会简单再生产结合起来研究的逻辑思路，为我们

深入研究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提供了唯物史观的辩证方法。从生产决定流通

来看，货币流回规律是社会再生产各部门的比例关系平衡对流通领域的客观要求；从

流通对生产的反作用来看，根据货币能否正常流回，可以发现社会再生产各生产部门

之间比例关系是否平衡。马克思正是依据货币流回规律，发现了简单再生产实现的充

分条件，并结合货币流回规律，进一步揭示了社会总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

四、结合货币流回规律研究社会扩大再生产

１．社会扩大再生产要解决货币积累和实际积累的平衡问题。社会总资本是全社

会所有单个资本的综合。马克思遵循唯物史观的方法，从单个资本循环和积累的必

然进程开始分析，把这种现实作为研究社会扩大再生产的逻辑起点。单个产业资本

循环进行积累或扩大再生产有两个前提。一是资本家能把体现剩余价值的商品卖出

去，实现货币化，实行一定数额剩余价值的货币积累。二是社会上 （市场上）能提

供扩大再生产的物质条件，使资本家用积累起来的货币化的剩余价值，能够买到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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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的生产要素 （生产资料 和 劳 动 力），实 行 实 际 积 累。撇 开 资 本 的 “原 始 积 累”不

说，从产业资本再生产的角度来看，单个资本必然要先进行货币积累 （卖出商品），

再进行实际积累 （重新购买生产要素），才能进行再生产。社会总资本的扩大再生产

也必然经过这样的路径。这就提出了一个困难问题：如果所有的资本家同时进行货

币积累，只卖不买，那么，买者从何而来？或者说，资本家要扩大再生产，如何进

行货币积累和实际积累呢？实现社会简单再生产是实现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前提和基

础，而扩大再生产首先要解决提供追加的生产资料问题。于是，马克思在社会总产

品的商品资本循环基础上，结合货币流回规律，研究第Ⅰ部类能否在社会简单再生

产基础上，进行货币积累和实际积累，以解决社会总资本的扩大再生产问题。

２．第Ⅰ部类积累问题的解决。在分析第Ⅰ部类的货币积累时，马克思指出，解

决上述 “买者从何而来”的问题，其实并不存在困难。因为第Ⅰ部类有许多产业部

门和企业，它们各自的扩大再生产在现实中并不是同步的。总有一些资本家 Ａ（ ）当

年要出售体现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料商品，进行货币积累 （用ⅠｍＡＷ 表示）；也总有

另一些资本家 Ｂ（）历年积累起来的货币，当年已达到一定额度，需要购买追加的生

产资料，进行扩大再生产的实际积累 （用ⅠｍＢＧ表示），这就是买者的来源。第Ⅰ
部类是生产资料的生产部类。如果该部类的资本家Ｂ用ⅠｍＢＧ这部分货币，去购买

资本家Ａ的ⅠｍＡＷ这部分商品，那么第Ⅰ部类资本家Ａ就可以实现货币积累 （货

币贮藏）。如 果 Ａ实 现 货 币 积 累 与Ｂ实 现 实 际 积 累 的 价 值 额 相 等，即ⅠｍＡＷ＝

ⅠｍＢＧ，就能实现以货币为中介的相互交换生产资料商品的平衡。

马克思的分析表明，第Ⅰ部类扩大再生产进行实际积累的条件，包含在该部类

的简单再生产之中。因为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Ⅰｍ （第Ⅰ部类体现剩余价值的产

品价值）在价值形态上用于补偿资本家个人消费，在实物形态上则是用于补偿第Ⅱ
部类不变资本Ⅱｃ的生产资料。第Ⅰ部类要从简单再生产过渡到扩大再生产，Ⅰｍ这

个价值部分的实物形态中，只要减少为第Ⅱ部类生产的生产资料，而多生产一些本

部类实 际 积 累 所 需 要 的 生 产 资 料 就 能 解 决。这 样，虽 然 第Ⅰ部 类 产 品 价 值 总 量

Ⅰｃ＋ｖ＋ｍ（ ）没有增加，但只要在实物形态的结构上作出调整，就可以进行扩大再

生产的实际积累。当然，这种实际积累，除了要生产追加的生产资料，还要解决追

加劳动力的问题。马克思在 《资本论》第１卷已经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相对人口

过剩规律，因此，追加劳动力的来源总是由社会准备好的。

３．根据货币流回规律，发现社会扩大再生产必须解决的困难。马克思在分析第

Ⅰ部类扩大再生产的货币积累和实际积累后，接着分析第Ⅱ部类扩大再生产的积累。

第Ⅱ部类 同 样 存 在 两 类 资 本 家，一 类 进 行 货 币 积 累 （卖 而 不 买，用ⅡｍＡＷ 来 表

示），一类进行实际积累 （单纯的买，用ⅡｍＢＧ来表示）。但是，第Ⅱ部类是生产消

费资料的部类，要从简单再生产过渡到扩大再生产，从实际积累角度来看，不可能

在本部类进行，而只能到第Ⅰ部类购买追加的生产资料。由此出现了问题：如果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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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部类进行实际积累的资本家，用往年积累起来的、打算购买追加生产资料的货币

资本ⅡｍＢＧ，到第Ⅰ部类购买进行货币积累的资本家ⅠＡ的商品 （ⅠｍＡＷ），那么，

货币流回规律就会被破坏，社会再生产将受到阻碍。这可以用图４来说明。

图４　第Ⅱ部类从简单再生产过渡到扩大再生产遇到的困难

　　　注：→表示货币流通途径；↓表示商品在本部类沉淀下来，无法卖出。

如图４所示，Ⅰ １０００ｖ＋１０００ｍ（ ）＝Ⅱ２０００ｃ，假定固定 资 本 补 偿 的 比 例 关 系 是

平衡的，符合实现简单再生产的条件。可是，第Ⅱ部类一旦要进行实际积累，向扩

大再生产过渡，就会连简单再生产也无法正常进行。因为资本家ⅠＡ进行货币积累，

只卖而不买，即卖出生产资料商品之后，不会再到第Ⅱ部类去买商品。假定第Ⅱ部

类用剩余价值中已经积累的货币 （２００ⅡｍＢＧ），到第Ⅰ部类购买生产资料商品 （２００

ⅠｍＡＷ），那么，这部分货币就会被ⅠＡ积累起来，不会再通过到第Ⅱ部类购买消

费资料商品，流回到第Ⅱ部类。这样一来，货币流回规律就被破坏了。第Ⅱ部类按

照Ⅰ ｖ＋ｍ（ ）＝Ⅱｃ的交换途径，本该卖给第Ⅰ部类的消费资料商品 （２００Ⅱｃ），也会

因卖不出去而沉淀下来，结果连简单社会再生产都无法实现。

马克思结 合 货 币 流 回 规 律 分 析 第Ⅱ部 类 的 积 累 后 发 现，全 社 会 的 总 产 品 在

Ⅰ ｖ＋ｍ（ ）＝Ⅱｃ简单再生产的产品价值构成的组合上，要进行扩大再生产是不可能

的；在社会总产品价值量 ［Ⅰ ｃ＋ｖ＋ｍ（ ）＋Ⅱ ｃ＋ｖ＋ｍ（ ）］一 定 的 前 提 下，只 有 形

成 新 的 产 品 价 值 结 构 关 系，才 有 可 能 进 行 社 会 扩 大 再 生 产。这 就 为 研 究 社 会 扩

大 再 生 产 的 前 提 条 件 和 实 现 条 件 奠 定 了 理 论 基 础。在 分 析 过 程 中，马 克 思 透 过

商 品 流 通 的 阻 塞 现 象，发 现 了 生 产 领 域 产 业 结 构 的 失 衡，并 找 到 其 中 的 原 因。

这 启 发 我 们，必 须 加 深 理 解 唯 物 史 观 关 于 生 产 与 流 通 的 辩 证 关 系，并 应 用 于 宏

观 经 济 研 究。

五、全面揭示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

１．马克思在社会扩大再生产 研 究 中 强 调 的 问 题。在 上 述 研 究 基 础 上，马 克 思

得出结论，能否实现社会扩 大 再 生 产，这 与 社 会 总 产 品 的 绝 对 量 无 关，其 物 质 前

提在于，已生产出来的社会总 产 品 的 各 种 产 品 价 值 要 素，应 形 成 一 定 比 例 关 系 的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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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①他进而指明，这种组合必须符合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条件。即从生产资料生产

的方 面 看：Ⅰ ｖ＋ｍ（ ）＞ Ⅱｃ；从 消 费 资 料 生 产 的 方 面 看，Ⅱ ｃ＋ｖ＋ｍ（ ）＞ Ⅰ
ｖ＋ｍ／ｘ（ ）＋Ⅱ ｖ＋ｍ／ｘ（ ）。②在此基础上，马克思用具体例证，阐释了社会扩大再生

产的基本实现条件———两大部类产品价值应当形成一定的比例关系组合。一般政治

经济学教科书根据原著的论述证明，两大部类产品价值结构形成的这种比例关系应

符合：Ⅰ ｖ＋ｍ／ｚ＋ｍ／ｘ（ ）＝Ⅱｃ＋ｍ／ｙ（ ），这里不再重述论证过程。③

值得提出的是，马克思在研究中强调 “积累时Ⅱｃ的交换”，④ 因为在社会扩大

再生产中，难点在 于 弄 清 第Ⅱ部 类 追 加 的 不 变 资 本 是 如 何 实 现 的。马 克 思 在 指 出

“在积累时，首先要考察的是积累率”，以及 “积累资本分成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

比例会发生变化”的重要性之后，对两大部类在Ⅰ （ｖ＋ｍ／ｘ）和Ⅱｃ之间的交换关

系，进行了等于、大于、小于三种情况的归纳性分类概述；在第Ⅳ节引入了货币积

累和实际积累予以 “补充说明”。⑤这样就揭示了货币流回规律与社会扩大再生产实

现条件的全面关系。弄清这各 类 关 系，对 于 认 识 市 场 经 济 一 般 条 件 下 生 产 与 流 通

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指导 意 义。但 是，经 济 学 界 以 往 对 《资 本 论》第２卷

第２１章第Ⅲ节的 “３．积累时Ⅱｃ的交换”和第Ⅳ节 “补充说明”这两部分，却研

究不够。为此，有必要对Ⅰ ｖ＋ｍ／ｘ（ ）和Ⅱｃ之间的交换作深入分析。

２．结合货币流回规律，理解社会扩大再生产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途径。以下引入

货币流回规律来研究，仍用图式论述。为简化计，两大部类要进行的货币积累分别表

示为ⅠｍＡＷ和ⅡｍＡＷ，两大部类要进行的实际积累分别表示为ⅠｍＢＧ和ⅡｍＢＧ。

根据本文第四部分的论述，不难理解，在社会总产品的产品价值结构符合社会扩大

再生产实现条件Ⅰ ｖ＋ｍ／ｚ＋ｍ／ｘ（ ）＝Ⅱｃ＋ｍ／ｙ（ ）的基础上，两大部类资本家Ａ用于

货币积累的商品价值额 （体现剩余价值），应当等于资本家Ｂ用于实际积累的货币

价值额 （体现剩余价值）。即ⅠｍＡＷ＋ⅡｍＡＷ ＝ⅠｍＢＧ＋ⅡｍＢＧ 。否则，两大

部类之间产品价值结构的比例关系将会被破坏。

在原著中，马克思分析Ⅰ ｖ＋ｍ／２（ ）和Ⅱｃ的交换时，假定积累率＝１／２，并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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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 《资本论》第２卷，第５６９—５７０页。
关于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条件是前一个还是这两个，我国经济学界有争议，但不影

响本文论述的主题，这里不多涉及。公式中采用的符号：ｍ／ｙ表示追加的不变资本价

值，ｍ／ｚ表示追 加 的 可 变 资 本 价 值，ｍ／ｘ表 示 资 本 家 用 于 个 人 消 费 的 价 值。即 ｍ＝
ｍ／ｙ＋ｍ／ｚ＋ｍ／ｘ，剩余价值＝追加的不变资本价值＋追加的可变资本价值＋资本家用

于个人消费的价值。这些表述符号是经济学界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就采用的，参见刘国

光：《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８０年，第１４５页。
在 教 科 书 中，Ⅰ ｖ＋ ｍ／ｚ＋ ｍ／ｘ（ ） ＝ Ⅱ ｃ＋ ｍ／ｙ（ ）这 个 等 式 通 常 表 述 为：

Ⅰ ｖ＋ △ｖ＋ ｍ／ｘ（ ）＝ Ⅱ ｃ＋ △ｃ（ ）。
《资本论》第２卷，第５８６—５８９页。
《资本论》第２卷，第５８６—５９０页。



言简要论述。本文则用图式，撇开固定的积累率，引入货币积累与实际积累的关系，

从更一般的角 度 考 察Ⅰ ｖ＋ｍ／ｘ（ ）和Ⅱｃ的 交 换。从 图 式 中 可 以 较 清 晰 地 看 出，在

Ⅰ ｖ＋ｍ／ｘ（ ）和Ⅱｃ之间的价值量分别处于等于、大于、小于的三种情况下，货币积

累和实际积累的分布是各不相同的。三种情况的图式如下。

第一种情况：Ⅰ ｖ＋ｍ／ｘ（ ）＝Ⅱｃ时的社会扩大再生产，见图５。

图５　当Ⅰ（ｖ＋ｍ／ｘ） ＝Ⅱｃ时，结合货币积累和实际积累的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

　　　注：→表示两大部类之间进 行 交 换 时 的 货 币 流 通 途 径；Ａ表 示 资 本 家 出 售 商 品 进 行 货 币 积 累，Ｂ表 示

资本家购买商品进行实际积累；“资”表示资本家付出的 可 变 资 本；“工 人”表 示 雇 佣 工 人 在 资 本 主 义 经 济

中出卖的是劳动力商品。以下图示不再重复说明。

从图５可以看出，两大部类交换是在Ⅰ ｖ＋ｍ／ｚ＋ｍ／ｘ（ ）＝Ⅱ ｃ＋ｍ／ｙ（ ），即社会

扩大再生产基本平衡的条件下进行的。其中，在Ⅰ ｖ＋ｍ／ｘ（ ）＝Ⅱｃ的情况下：
———第Ⅰ部类追加的不变资本Ⅰｍ／ｙ这部分的货币积累和实际积累，在本部类

中 进 行，经 过Ⅰ ｍ／ｙ（ ）ＢＧ和Ⅰ ｍ／ｙ（ ）ＡＷ的 交 换 来 实 现，要 求Ⅰ ｍ／ｙ（ ）ＢＧ＝

Ⅰ ｍ／ｙ（ ）ＡＷ。第Ⅱ部类追加的可变资本Ⅱｍ／ｚ这部分的货币积累和实际积累，也在

本部类中进行，经过Ⅱ ｍ／ｚ（ ）ＢＧ （支 付 给 追 加 劳 动 力 的 工 资 货 币）和Ⅱ ｍ／ｚ（ ）ＡＷ
（本部类的消费资料商品）的交换来实现，要求Ⅱ ｍ／ｚ（ ）ＢＧ＝Ⅱ ｍ／ｚ（ ）ＡＷ。

———Ⅰ ｖ＋ｍ／ｘ（ ）和Ⅱｃ之间的 商 品 交 换，其 途 径 实 际 上 与 社 会 简 单 再 生 产 的

交换相似。即第Ⅰ部类 生 产Ⅰｖ商 品 的 资 本 家 付 出 可 变 资 本 货 币，购 买 本 部 类 雇

佣工人的劳动力商品，工人以工资货币到第Ⅱ部类购买消费资料商品Ⅱｃ，第Ⅱ部

类资本家得到这部 分 货 币 后，到 第Ⅰ部 类 购 买 生 产 资 料Ⅰｖ商 品，用 于 补 偿 生 产

中消耗掉的那部分Ⅱｃ。这使第Ⅰ部 类 预 付 的 这 部 分 货 币 流 回 到 第Ⅰ部 类。或 者，

由生产Ⅱｃ一部分商品的资本家 预 付 货 币，购 买 第Ⅰ部 类Ⅰｖ商 品，生 产 这 部 分 商

品的资本家得到货币，付给本 部 类 出 卖 劳 动 力 商 品 的 雇 佣 工 人，工 人 到 第Ⅱ部 类

购买消费资料商品，使货币 流 回 到 第Ⅱ部 类。Ⅰｍ／ｘ与Ⅱｃ中 的 另 一 部 分 商 品 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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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在两大部类资本家之间 进 行，任 何 一 方 预 付 货 币 作 为 交 换 的 中 介，货 币 都 会

回到预付的一方。
———第Ⅰ部类体现追加可变资本的Ⅰｍ／ｚ商品与第Ⅱ部类体现追加不变资本的

Ⅱｍ／ｙ商品之间的交换。其途径是：第Ⅰ部类进行实际积累的货币Ⅰ ｍ／ｚ（ ）ＢＧ，作

为工资付给本部类的追加工人，追加工人用工资货币，到第Ⅱ部类购买进行货币积

累的资本家Ａ手中的Ⅱ ｍ／ｙ（ ）ＡＷ 消费资料，这部分货币留在第Ⅱ部类；而第Ⅱ部

类资本家Ｂ进行实际积累的货币Ⅱ ｍ／ｙ（ ）ＢＧ，到第Ⅰ部类购买资本家Ａ进行货币积

累的生产资料商品Ⅰ ｍ／ｚ（ ）ＡＷ，作为追加的不变资本，这部分货币留在第Ⅰ部类。

显然，这 些 交 换 在 要 求 Ⅰｍ／ｚ＝ Ⅱｍ／ｙ的 条 件 下，还 要 求 Ⅰ ｍ／ｚ（ ）ＢＧ＝ Ⅱ
ｍ／ｙ（ ）ＡＷ，以及Ⅱ ｍ／ｙ（ ）ＢＧ＝Ⅰ ｍ／ｚ（ ）ＡＷ。

经过上述途径，两大部类在交换中既实现了货币积累和实际积累，使社会扩大再

生产得以正常进行，又都遵守了货币流回规律。从图式中不难看出，两大部类之间实

物和价值的补偿，从生产资料的角度来看，Ⅰ ｖ＋ｍ／ｚ＋ｍ／ｘ（ ）＝Ⅱ ｃ＋ｍ／ｙ（ ）；从消

费资料的角度来看，Ⅱ ｃ＋ｖ＋ｍ（ ）－Ⅱ ｖ＋ｍ／ｚ＋ｍ／ｘ（ ）＝Ⅰ ｖ＋ｍ／ｚ＋ｍ／ｘ（ ），其间

货币积累和实际积累的价值 量 相 等。这 些 都 是 社 会 扩 大 再 生 产 的 实 现 条 件。当 然，

先决条件是每个部类的固定资本补偿平衡关系的实现，为集中说明社会扩大再生产

的情况，这一前提在图式中没有直接表现出来。

顺便指出，马克思阐述这 种 情 况 时 曾 提 到， “Ⅰ（ｖ＋
ｍ
ｘ
）必 须 总 是 小 于Ⅱ （ｃ＋

ｍ），其差额就 是 第Ⅱ部 类 的 资 本 家 阶 级 在Ⅱｍ 中 无 论 如 何 必 须 由 自 己 消 费 的 部

分。”①按照这段话中 “就是”的论述，用公式表达应是：Ⅱｃ＋ｍ（ ）－Ⅰ ｖ＋ｍ／ｘ（ ）＝

Ⅱｍ／ｘ。但是，实际上：Ⅱ ｃ＋ｍ（ ）－Ⅰ ｖ＋ｍ／ｘ（ ）＝Ⅱｍ／ｘ＋Ⅰｍ／ｚ＋Ⅱｍ／ｚ。② 显

然，原著这段话有笔误或疏忽，需要校正。③ 在详细说明上述第一种情况之后，以

下的几种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图式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第二种情况：Ⅰ ｖ＋ｍ／ｘ（ ）＞Ⅱｃ时的社会扩大再生产，见图６。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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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资本论》第２卷，第５８８页。
因 为 Ⅱｃ＝ Ⅰ ｖ＋ｍ／ｘ（ ），Ⅱｍ＝ Ⅱｍ／ｚ ＋ Ⅱｍ／ｙ ＋ Ⅱｍ／ｘ，故 Ⅱ ｃ＋ｍ（ ）－ Ⅰ
ｖ＋ｍ／ｘ（ ）＝ ［Ⅰ ｖ＋ｍ／ｘ（ ）＋ Ⅱｍ／ｚ＋ Ⅱｍ／ｙ＋ Ⅱｍ／ｘ（ ）］－Ⅰ ｖ＋Ⅰｍ／ｘ（ ）＝Ⅱｍ／

ｚ＋ Ⅱｍ／ｙ＋ Ⅱｍ／ｘ。而Ⅱｍ／ｙ＝Ⅰｍ／ｚ，故Ⅱ ｃ＋ｍ（ ）－Ⅰ ｖ＋ｍ／ｘ（ ）＝Ⅱｍ／ｚ＋ Ⅰ
ｍ／ｚ＋ Ⅱｍ／ｘ。这个公式的含义是，实现社会扩大再生产，第Ⅱ部类生产的消费资料

商 品 价 值Ⅱ ｃ＋ｖ＋ｍ（ ），除 了 提 供 两 大 部 类 在 简 单 再 生 产 条 件 下 工 人 的 消 费 资 料

Ⅰｖ＋Ⅱｖ（ ）和第Ⅰ部类资本家的消费资料 Ⅰｍ／ｘ（ ），还 要 提 供 本 部 类 资 本 家 的 消 费 资

料 Ⅱｍ／ｘ（ ）和两大部类扩大再生产用于追加工人的消费资料 Ⅱｍ／ｚ＋Ⅰｍ／ｚ（ ）。
张薰华教授最早做了校正。（参见张薰华：《试校 〈资本论〉中某些计算问题》，《中国

社会科学》１９８０年第３期）本文通过这里和后面几种情况的论证，认为不能把这个公

式看成是唯一的，把马克思这段话中的 “就是”改成 “大于”，更为准确。



图６　当Ⅰ ｖ＋ｍ／ｘ（ ）＞Ⅱｃ时，结合货币积累和实际积累的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

我们知道，在扩大再生产的条件下，两大部类体现剩余价值的商品 ｍ，在扣除

资本家个人消费ｍ／ｘ后，都需要分为追加的不变资本 ｍ／ｙ和追加的可变资本 ｍ／ｚ
两部 分；而 扩 大 再 生 产 也 要 遵 循 两 大 部 类 交 换 的 三 大 途 径。图６显 示，在Ⅰ
ｖ＋ｍ／ｚ＋ｍ／ｘ（ ）＝Ⅱｃ＋ｍ／ｙ（ ）基本条件下，按照Ⅰ ｖ＋ｍ／ｘ（ ）＞Ⅱｃ的假设，（１）Ⅱ
ｃ还 要 加 上 本 部 类 追 加 的 不 变 资 本 ｍ／ｙ的 一 部 分，才 能 够 与 第Ⅰ部 类 的Ⅰ
ｖ＋ｍ／ｘ（ ）实现商品等价交换；（２）第Ⅰ部类追加的可变资本Ⅰｍ／ｚ要到第Ⅱ部类购

买消费资料，又只能与第Ⅱ部类补偿不变资本价值的商品交换。这样，第Ⅱ部类剩

余价值中用于追加的不变资本Ⅱｍ／ｙ，就需要达到一定的数量，并依据 （１）和 （２）

不同的货币流通渠道分为两个部分，即Ⅱｍ／ｙ＝Ⅱ ｍ１／ｙ＋ｍ２／ｙ（ ）。如图６所示，如

果两大部类要实现商品等价交换，就应当使Ⅰ ｖ＋ｍ／ｘ（ ）＝Ⅱ ｃ＋ｍ２／ｙ（ ）和Ⅰｍ／ｚ＝

Ⅱｍ１／ｙ。根据资本有机构成 （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之比）的原理，追加不变资本既

然分为两部分Ⅱ ｍ１／ｙ＋ｍ２／ｙ（ ），那么与此相适应，追加的可变资本Ⅱｍ／ｚ也要相应

地分为两部分，即Ⅱｍ／ｚ＝Ⅱ ｍ１／ｚ＋ｍ２／ｚ（ ）。因此，第二种情况的两大部类的交换

途径、货币积累和实际积累，以及货币流回规律的实现等情况，就比第一种情况复

杂。图６有助于解读马克 思 在 第２１章 “Ⅳ．补 充 说 明”这 一 节 中 比 较 难 于 读 懂 的

论述。

从图６可以看出，在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中，Ⅰｍ／ｚ和Ⅱｍ１／ｙ之间的交换，是通

过Ⅰ ｍ／ｚ（ ）ＢＧ→付给追加工人的工资→Ⅱｍ１／ｙ（ ）ＡＷ，以及Ⅱｍ１／ｙ（ ）ＢＧ→Ⅰｍ／ｚ（ ）ＡＷ
的货 币 流 通 途 径 来 实 现 的。这 要 求Ⅰ ｍ／ｚ（ ）ＢＧ＝Ⅱ ｍ１／ｙ（ ）ＡＷ、Ⅱ ｍ１／ｙ（ ）ＢＧ＝

Ⅰｍ／ｚ（ ）ＡＷ、Ⅰｍ／ｙ（ ）ＢＧ＝Ⅰ ｍ／ｙ（ ）ＡＷ 和Ⅱ ｍ１／ｙ（ ）ＢＧ＝Ⅱ ｍ１／ｙ（ ）ＡＷ。该 图 式 显

示，Ⅰ ｖ＋ｍ／ｘ（ ）与Ⅱｃ＋ｍ２／ｙ（ ）的交换有如下三个部分。

其 一，第Ⅰ部 类 资 本 家 付 给 工 人 工 资，工 人 的 一 部 分 到 第Ⅱ部 类 购 买 消 费

资 料 商 品，使Ⅱ ｍ２／ｙ（ ）ＡＷ 资 本 家 实 现 货 币 积 累；而 第Ⅱ部 类 进 行 实 际 积 累 的

另 一 部 分 资 本 家，则 用Ⅱ ｍ２／ｙ（ ）ＢＧ的 货 币，到 第Ⅰ部 类 资 本 家 那 里 购 买 生 产

资 料 商 品Ⅰｖ的 一 部 分。这 部 分 货 币 流 回 到 第Ⅰ部 类。这 里 要 求Ⅱ ｍ２／ｙ（ ）ＢＧ＝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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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ｍ２／ｙ（ ）ＡＷ。

其二，第Ⅰ部类工人中的另一部分用得到的货币工资，到第Ⅱ部类购买一部分

Ⅱｃ的消费资料商品，而资本家则用出售商品得到的货币，到第Ⅰ部类购买生产资

料商品Ⅰｖ的一部分，货币就流回到第Ⅰ部类。在图式中这部分交换的货币流通途

径用虚线表示，以显示与前一部分工人的货币流通途径的区别。

其三，第Ⅰ部类体现Ⅰｍ／ｘ的生产资料商品，与第Ⅱ部类Ⅱｃ中剩下的消费资

料商品交换。这是资本家之间的交换，任何一方预付的货币，都会流回到自己手中。

图式中的这部分交换用双箭头的货币流通途径来表示。

从图６中可以看出，要遵循货币流回规律，实现社会扩大再生产，两大部类各自

在本部类的内部交换还要求：Ⅰｍ／ｙ（ ）ＢＧ＝Ⅰｍ／ｙ（ ）ＡＷ、Ⅱ ｍ１／ｚ（ ）ＢＧ＝Ⅱ ｍ１／ｚ（ ）ＡＷ
和Ⅱ ｍ２／ｚ（ ）ＢＧ＝Ⅱ ｍ２／ｚ（ ）ＡＷ。

不难看出，在Ⅰ ｖ＋ｍ／ｘ（ ）＞Ⅱｃ的情况下，同第一种情况一样：Ⅱ ｃ＋ｍ（ ）－Ⅰ
ｖ＋ｍ／ｘ（ ）＝Ⅱｍ／ｘ＋Ⅰｍ／ｚ＋Ⅱｍ／ｚ。①

第三种情况：Ⅰ ｖ＋ｍ／ｘ（ ）＜Ⅱｃ时的社会扩大再生产。在这种情况下，第Ⅱ部

类的Ⅱｃ不能像前两种情况那样———只要通过和Ⅰ ｖ＋ｍ／ｘ（ ）的交换，就能实现自己

的再生产，它还必须与第Ⅰ部类追加的可变资本进行交换。原著对此论述比较简要。

经笔者研究，它包括以下两种情况。
（１）当Ⅰ ｖ＋ｍ／ｘ（ ）＜Ⅱｃ，且Ⅰ ｖ＋ｍ／ｚ＋ｍ／ｘ（ ）＞Ⅱｃ时，两 大 部 类 的 交 换 情

况，可以用图７ａ（）来表示。

图７（ａ）　当Ⅰ（ｖ＋ｍ／ｘ）＜Ⅱｃ，且Ⅰ（ｖ＋ｍ／ｚ＋ｍ／ｘ）＞Ⅱｃ时，结合货币积累和实际积累的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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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这种情况下，如图６所示，Ⅰｖ＋ｍ／ｘ（ ）＝Ⅱｃ＋Ⅱｍ２／ｙ，Ⅱｃ＝Ⅰｖ＋ｍ／ｘ（ ）－Ⅱｍ２／ｙ，故

Ⅱｃ＋ｍ（ ）－Ⅰｖ＋ｍ／ｘ（ ）＝ ［Ⅰ ｖ＋ｍ／ｘ（ ）－Ⅱｍ２／ｙ＋ Ⅱｍ／ｘ＋Ⅱｍ／ｙ＋Ⅱｍ／ｚ（ ）］－Ⅰ
ｖ＋ｍ／ｘ（ ）＝Ⅱｍ／ｘ＋ Ⅱｍ／ｙ－Ⅱｍ２／ｙ（ ）＋Ⅱｍ／ｚ＝Ⅱｍ／ｘ＋Ⅱｍ１／ｙ＋Ⅱｍ／ｚ；而Ⅱｍ１／ｙ＝Ⅰ
ｍ／ｚ，故Ⅱｃ＋ｍ（ ）－Ⅰｖ＋ｍ／ｘ（ ）＝Ⅱｍ／ｘ＋Ⅰｍ／ｚ＋Ⅱｍ／ｚ。



图７ （ａ）显示，按 照Ⅰ ｖ＋ｍ／ｘ（ ）＜Ⅱｃ，且Ⅰ ｖ＋ｍ／ｚ＋ｍ／ｘ（ ）＞Ⅱｃ的 假 设 条

件，要使两大部类之间遵循货 币 流 回 规 律，实 现 追 加 不 变 资 本 与 追 加 可 变 资 本 的

货币积累和实际 积 累，并 通 过 两 大 部 类 产 品 价 值 各 部 分 的 价 值 补 偿 和 实 物 补 偿，

实现社会扩大再生产，就 应 当 将Ⅰｍ／ｚ分 成 两 部 分，即Ⅰｍ／ｚ＝Ⅰ ｍ１／ｚ＋ｍ２／ｚ（ ），

使Ⅰ ｍ２／ｚ＋ｖ＋ｍ／ｘ（ ）＝Ⅱｃ；同时使Ⅰｍ１／ｚ＝Ⅱｍ／ｙ。在 这 种 情 况 下，两 大 部 类 的

商品实现交换会出现更多的场景。就Ⅰｍ１／ｚ和Ⅱｍ／ｙ之间的交换来看，第Ⅰ部类

Ⅰ ｍ１／ｚ（ ）ＢＧ这 部 分 追 加 的 可 变 资 本，其 实 际 积 累 要 通 过 购 买 追 加 的 雇 佣 工 人 劳

动 力 商 品 完 成，这 部 分 工 人 则 用 工 资 货 币 到 第Ⅱ部 类 购 买 消 费 资 料，使 资 本 家

Ⅱ ｍ／ｙ（ ）ＡＷ用于追加不变资本的商品实现货币积累。第Ⅰ部类用于追加可变资本的

商品Ⅰ ｍ１／ｚ（ ）ＡＷ要实现货币积累，则通过Ⅱｃ的一部分资本家Ｂ用进行实际积累

的Ⅱ ｍ／ｙ（ ）ＢＧ货币对它们的购买来完成。根据图式，可以用同样的方法结合两大部

类之间的商品交换，阐释两大部类其他部分的交换是如何遵循货币流回规律的。限于

篇幅，不再赘言。在此类情况下，由于Ⅱｃ＝Ⅰ ｍ２／ｚ＋ｖ＋ｍ／ｘ（ ）和Ⅱｍ／ｙ＝Ⅰｍ１／ｚ，

仍然可以得出：Ⅱｃ＋ｍ（ ）－Ⅰ ｖ＋ｍ／ｘ（ ）＝Ⅱｍ／ｚ＋Ⅱｍ／ｘ＋Ⅰｍ／ｚ。
（２）当Ⅰ ｖ＋ｍ／ｘ（ ）＜Ⅱｃ，且Ⅰ ｖ＋ｍ／ｚ＋ｍ／ｘ（ ）＝Ⅱｃ时，两大部类的交 换 情

况可用图７ｂ（）来表示。

图７（ｂ）　当Ⅰ（ｖ＋ｍ／ｘ）＜Ⅱｃ，且Ⅰ（ｖ＋ｍ／ｚ＋ｍ／ｘ）＝Ⅱｃ时，结合货币积累和实际积累的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

图７ｂ（）所示场景是一种很特殊的情况。即在具备Ⅰ ｖ＋ｍ（ ）＞Ⅱｃ的社会扩大再

生产的前提条件下，社会扩大再生产只表现在第Ⅰ部类；而第Ⅱ部类仅维持简单再

生产。其间第Ⅰ部类Ⅰｍ／ｚ这部分追加可变资本的货币积累和实际积累，通过与Ⅱｃ
的交换来完成。这种情况过去经济学界没有探讨过。这时，Ⅱｍ全部用于资本家的

个人消费，即Ⅱｃ＋ｍ（ ）－Ⅰ ｖ＋ｍ／ｘ（ ）＝Ⅱｍ＋Ⅰｍ／ｚ，而 与 前 面 的 差 额 有 所 不 同。

但无论如何，Ⅱｃ＋ｍ（ ）－Ⅰ ｖ＋ｍ／ｘ（ ）的差额，总是大于第Ⅱ部类资本家用于其个人

消费的剩余价值部分。

综上所述，马克思正是根据货币流回规律，以及资本积累过程必须经过货币积

累和实际积累的现实过程，发现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基本前提和各种实现条件的。他

揭示出，当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条件具备时，社会总产品的产品价值构成，还必

须在两大部类之间形成一定的组合比例关系；在产品价值结构的比例关系平衡时，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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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部类为追加不变资本和追加可变资本所进行的货币积累和实际积累，还必须实

现平衡，这样才能使社会扩大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而货币流回规律则是各种情况

下社会扩大再生产实现的共同表现。①

六、重要的方法论指导

马克思把货币流回规律与社会再生产的实现结合起来研究，为我们创新当代中

国马克思主义的宏观经济学，并用以指导社会主义宏观经济调控的实践，提供了重

要的方法论指导。

１．宏观经济研究必须重视货币流回规律。马克思的上述分析具有时代意义。其

一，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经由社会再生产两大部类的交换途径，各产业部门

之间复杂的比例关系必须保持平衡，马克思揭示的这些规律具有一般性。他在论述

第Ⅰ部类Ⅰｃ＝Ⅰｃ的内部交换时明确指出，“如果生产是社会的，而不是资本主义

的，那么很明显，为了进行再生产”，“这些产品同样会不断地再作为生产资料在这

个部类的各个生产部门之间进行分配”，“在这个部类的不同生产场所之间发生一种

不断往返的运动”。②这里关于交换规律一般性的论述，同样适用于两大部类其他部

分的交换。其二，在商品生产普遍化的社会，社会再生产中的货币流回规律具有一

般性。马克思在论述货币流通作为社会再生产的中介所需要的货币量时指出，“这里

惟一必要的前提是：总要有足够的货币使年再生产量的不同要素进行交换。这个前

提不会因为一部分商品价值由剩余价值构成而受影响。假如全部生产归工人自己所

有，从而他们的剩余劳动只是为自己的而不是为资本家的剩余劳动，那么，流通的

商品价值量也还是那么多，并且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个商品价值量的流通

所需的货币量也还是那么多。”③ 也就是说，在商品生产社会，如果 “全部生产归工

人自己所有”，这会改变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定的价值产品∑ ｖ＋ｍ（ ）的内部分割

（因为工人只能得到劳动力商品的价值ｖ），但是不会改变已生产的社会总产品的价

值量∑ｃ＋ｖ＋ｍ（ ），因而不会改变货币流通规律本身，当然也不会改变社会再生产

中起中介作用的货币流回规律。上述两个规律的 “一般性”决定了在市场经济社会，

货币流回规律与社会再生产的关系的一般性。因此，马克思结合货币流回规律深入

揭示社会再生产实现条件的方法，对于研究宏观经济运动具有一般方法论的重要指

导意义。马克思正是在揭示货币流回规律的基础上，才深入揭示了社会固定资本补

偿和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这就启发我们，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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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应当高度重视货币流通与产业结构的相互关系，透过货币流通渠道受阻的现象，

发现生产领域产业结构的比例失衡。这正是唯物史观方法论在宏观经济研究中的科

学要求。

２．宏观经济的货币流通状况是观察产业结构是否平衡的晴雨表。货币流回规律

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再 生 产 正 常 实 现 在 流 通 领 域 的 表 现，因 而 成 为 观 察、判 断

社会产业结构 比 例 关 系 是 否 平 衡 的 晴 雨 表。 《资 本 论》是 在 撇 开 信 用 制 度 的 前 提

下，阐释货币流回规律的。然 而，一 旦 我 们 认 识 了 这 个 规 律，就 可 以 引 入 银 行 信

用制度，进一步通过中央银行 这 个 全 社 会 的 货 币 发 行 和 流 回 中 心，认 识 现 实 宏 观

经济的运动状态。现代市场经 济 一 般 形 态 都 存 在 发 达 的 银 行 信 用 制 度，全 社 会 的

货币流通、货币资本流通都与 中 央 银 行 紧 密 联 系。企 业 的 货 币 资 本 一 般 都 存 入 银

行，全社会企业投入资本循环流通环节的货币资本，都会以银行作为起点或终点，

从银行取出，在企业资本流通 环 节 结 束 后 又 存 入 银 行。如 果 宏 观 经 济 运 行 比 较 稳

定，全社会商品流通正常进行，那 么 企 业 投 入 流 通 的 货 币 资 本 就 会 遵 循 货 币 流 回

规律返回自身，又返回到银 行。在 一 定 时 期，中 央 银 行 投 入 流 通 的 货 币 能 否 顺 利

流回，成为判断这一时期宏观 经 济 产 业 结 构 平 衡 与 否 的 基 本 依 据。陈 云 在 主 持 新

中国财经工作时指出：“只要财政收支和信贷是平衡的，社会购买力和物资供应之

间，就全部来说也会是平衡的。”① 他提出的这个观察宏观经济综合平衡的着眼点，

可以说正是遵循了货币流回规律的要求。可见，中央银行如果能够把遵循货币流回

规律贯彻到具体业务中，在簿记方法上作出必要的改革，就可以掌握全社会产业结

构是否平衡的晴雨表。

当然，要以货币流回规律指导中央银行的实践工作，还要下功夫促成抽象原理

向具体政策的转化。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指出，对银行的信贷，应区分 “通货的贷放”

和 “资本的贷放”。② 同时，现实经济使用的是纸币，还存在外汇与本国货币的兑换

等种种具体因素。这势必使马克思在以金属货币流通为前提、撇开信用制度等限制

条件下，所揭示的货币流回规律，不会以纯粹形式直接表现出来。但是，复杂的表

层现象终究是本质联系在具体条件下的表现形态。只要弄清货币流回规律与社会再

生产的本质联系，我们就能遵循唯物辩证法，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弄清中央银行与

现实纸币运动的各种辩证关系。因此，认识货币流回规律的具体表现形态，使中央

银行掌握宏观经济运动状态的晴雨表，是具有现实可能性的。

３．全面理解社会再生产内部多层关系实现平衡的辩证法。马克思揭示的货币流

回规律，贯穿了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决定流通、流通对生产反作用的基本原理。在市

场经济中，只有当社会生产各部门的投入产出形成一定的比例关系，全社会的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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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才能顺畅无阻，这些比例关系至少包括以下方面。（１）体现为社会总产品的产

品价值构成，是否保持一系列比例关系的平衡 （各生产部门产能关系的平衡）。（２）

固定资本更新过程中的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关系，是否保持平衡。（３）全社会固定

资本和流动资本的相互关系，是否保持平衡。（４）追加的不变资本和追加的可变资

本，两者的货币积累和实际积累，是否保持相互关系的平衡。马克思的分析启发我

们，这些多层面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并列，而有其内在的规定性。上述 （１）是同一

时空的、涉及由社会化大生产要求和生产关系决定的基本比例关系。其后的 （２）是

时空上有先后联系的、涉及生产技术层面和资本周转速度的比例关系。（１）和 （２）

又对 （３）的比例关系起决定作用，或者说，（３）的比例关系必须适应 （１）和 （２）。

而 （１）、（２）和 （３）的比例关系是形成 （４）比例关系的基础，（４）作为时空上先

后联系的、涉及资本积累的比例关系，必须适应 （１）、（２）和 （３）的比例关系。在

（１）、（２）、（３）和 （４）这四层关系中，最深层的是 （１）这层关系 （即两大部类之

间以及各部类内部的多种关系）中，价值产品Ⅰ ｖ＋ｍ（ ）和Ⅱ ｖ＋ｍ（ ）的 内 部 分 割 关

系。这种分割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体现，是由一定社会形态的根本经济制度决

定的。其次才是 （２）和 （３）体现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关系，再次是 （４）体现

的追加投资在时空先后上的关系。货币流回规律反映的是所有这些关系的综合平衡，

是它们在商品流通一般领域的客观要求和表现形态，因而成为宏观经济运动状态的

表征。弄清这些内在联系，显然有助于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地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宏观运动的现象与本质。

４．充分认识市 场 经 济 一 般 形 态 存 在 发 生 危 机 的 可 能 性。如 何 认 识 经 济 危 机 现

象，是马克思宏观经济分析的一个关注点。他指出，简单商品流通已经 “包含着危

机的可能性”。① 这是由商品的内在矛盾决定的。但在商品生产居于社会生产从属地

位的时代，商品流通不是社会生产的普遍前提，还不会引起全社会的生产过剩经济

危机。然而，在市场经济一般形态中，社会再生产以商品流通为中介，只要各产业

部门比例关系出现不平衡，又不能采取补救措施，经济危机就会从可能性变为现实

性。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生产具有自发性，“平衡本身就是一种偶然现象”。② 例如，

只要固定资本补偿关系Ⅱｃ　１（）Ｇ＜Ⅱｃ　２（）ｄ，社会再生产比例关系出现较大的不平衡，

这种宏观经济失衡就会在微观上导致个别私有制企业资本循环的障碍乃至破产，一

旦涉及面 扩 大，就 会 引 发 全 社 会 的 经 济 危 机。因 此，这 类 不 平 衡 最 终 “意 味 着 危

机”。③ 需要指出，本文所阐释的 《资本论》第二卷的相关理论，其分析舍象了信用

制度、对外贸易、与黄金脱钩的纸币、技术进步引致的资本有机构成和劳动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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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高、价格围绕价值的波动、货币流通速度和积累率的变化等一系列现实经济制

度的结构和条件，它们的存在和发展，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能够经常克服暂时

紊乱的张力。马克思在这里揭示的社会再生产原理仍处在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

途中。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决定了它不可能从根本上阻止这类不平衡

的系统性扩散，不能避免周期性和结构性的经济危机发生。

５．高度重视公有制对调整产业结构的基础作用。马克思认为，社会再生产的资

本主义形式一旦废除，其各产业部门比例关系的不平衡也会发生，但是，新社会却

有条件避免发生经济危机。由Ⅱｃ　１（）Ｇ＜Ⅱｃ　２（）ｄ而产生的 “这种过剩本身并不是什

么祸害，而是利益”。①原因在于，“寿命已经完结因而要用实物补偿的那部分固定资

本 （这里是指在消费资料生产中执行职能的固定资本）的数量大小，是逐年不同的。

如果在某一年数量很大 （像人一样，超过平均死亡率），那在下一年就一定会很小。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消费资料年生产所需的原料、半成品和辅助材料的数量

不会因此而减少；因此，生产资料的生产总额在一个场合必须增加，在另一个场合

必须减少。这种情况，只有用不断的相对的生产过剩来补救；一方面要生产出超过

直接需要的一定量固定资本；另一方面，特别是原料等等的储备也要超过每年的直

接需要 （这一点特别适用于生活资料）。这种生产过剩等于社会对它本身的再生产所

必需的各种物质资料的控制。”② 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则使这种 “控制”具备了基本

条件。公有制经济基础可以从根本上保障单个企业利益与全社会整体利益的一致性，

因而宏观经济调控中心只要能够合理调节，就可以使这一时期的相对生产过剩，用

于补救下一时期因同一原因必然发生的相对生产不足，从而把这种过剩变为利益。

当然，马克思所说的 “资本主义形式一旦废除”，是指建立了完全公有制的新社会。

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的所有制基础，还不是全社会的公有制。但公有制

占主体地位的经济基础，有条件使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从 “全国一盘棋”出发，遵

循货币流回规律，通过对社会再生产比例关系的一定调节，避免或化解危机的发生。

总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必须坚持以马克思的宏观经济思想为科学指

导，才能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上述关于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攻坚战、

维护金融安全的要求。

〔责任编辑：许建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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