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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资本运动成本思想探析

贺　尊
Ξ

　　摘要 : 资本是运动的 ,运动是有成本的 ,资本运动成本的最小化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

展的内驱力。马克思的资本运动成本思想 ,是我们转换研究方法、研究范式与研究视域的

一次理论创新的结果 ,它不仅是一种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观 ,而且还是一种科学的世界

观、方法论。这预示着马克思的资本运动成本思想将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作为我们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思想引擎和行动

指南。

关键词 : 资本运动成本 　方法论 　首要规律

一、引言

确切地说 ,“运动成本”一词并不属于经济学家精确定义的专业词汇。因此 ,有必要在前言部分予以阐

释。但我觉得要从这篇文章的内容上对该词给出一个连贯完整的概括并非易事。事实上 ,我试图从时空体

验中抽象出一个没有明确定义的运动成本“假说”,诠释为什么我们能够并且应该对它感兴趣。因为在唯物

主义看来 ,“运动着的物质只有在时间和空间之内才有运动”,时空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存在形式。① 同理 ,经

济社会的运行 ,不论宏观经济还是微观经济 ,作为社会生产力的运动 ,当然也是一种物质运动 ,与时间、空间

不可分离。也就是说 ,社会生产力是在时间、空间构成的时空里运动与发展的 ,时间和空间都是“一切生产和

一切人类活动的要素。”② 借助物理学的方法以及摩擦无处不在的事实 ,我们把社会生产力在经济活动过程

中产生的“摩擦力”,类比为在时间、空间的变化和运动中发生的 ———运动成本 ,即运动成本存在于经济活动

的时空中 ;运动成本作为经济活动中客观存在的摩擦力 ,一方面表现为资本运动的时间成本 ,另一方面表现

为资本运动的空间成本。

运动 ,就最一般意义来说 ,是物质存在的固有属性 ,“它包括宇宙中发生的一切变化和过程 ,从单纯的位

置移动起直到思维。”③“从最小的东西到最大的东西 ,从沙粒到太阳 ,从原生物到人 ,都处在永恒的产生和

消灭中 ,处于不断的流动中 ,处于无休止的运动和变化中。”④ 运动是人类社会文明的驱动力⑤:人类借用日

行百里的牲畜马力 ,从工场手工业过渡到农业社会 ;利用蒸汽和机器的发明 ,制造日行千里的火车和轮船等

工具 ,进入到大工业社会 ;利用互联网络的传播速度 ,压缩时空使空间距离 ( s) 与运动时间 ( t) 趋近于零 ,运动

速度 ( v =
s
t

) 趋向于无穷大 ,人类社会跨入了一个全球化的“流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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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作为物质文明生产的必要条件 ,表现在生产过程中的直接组成部分 ,没有运动 ,生产内部的各环节

就无法联接 ;运动是生产过程的继续 ,联结生产与再生产、生产与消费的环节 ,联结国民经济各部门、各企业 ,

联结着城乡 ,联结着不同国家和地区。由此可知 ,运动是经济社会的普遍表现形式。不言而喻 ,资本作为在

生产过程中自行增殖的价值 ,“是一种运动 ,是一个经过各个不同阶段的循环过程 ,这个过程本身又包括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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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此而论 ,成本可理解为资本

运动的摩擦力 ,利润可理解为弥补资本损耗再投入的成本 ;成本与利润的矛盾 ,构成经济活动中资本运动的

属性 ;降低资本运动成本 ,在运动中创造利润 ,成为一切经济活动的驱动力。显然 ,资本运动成本越低 ,利润

就越大 ;资本运动成本越高 ,利润就越小 ;这一“运动规则”———贯穿于经济社会活动的始终。

马克思的资本运动成本思想散见于他的《资本论》及其他有关经济学著作中 ,本文对马克思的资本运动

成本思想进行专门探讨。

马克思以资本为中心建立了《资本论》的严密体系和结构 ,并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通过对资本运动的

过程以及这一过程各个要素相互作用的分析 ,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 ,“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

动规律。”②“剩余价值 ,或商品全部价值中体现着工人剩余劳动或无偿劳动的那一部分”③,马克思称之为利

润。显然 ,剩余价值作为利润的“化身”,须通过节约资本运动成本来实现。在此 ,笔者撇开资本与劳动之间

存在的剥削关系 ,立足社会生产力的视域④,用纯粹经济学方法来阐释马克思的资本运动成本思想。

二、社会生产力与资本运动成本的基本联系

在写作《资本论》的马克思看来 ,“在本书研究的 ,是资本主义生产形式 ,以及和它相应的生产和交换的条

件。”⑤ 可见 ,这里提到的“生产和交换的条件”,指的就是劳动的生产力。“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

的 ,其中包括 :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 ,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 ,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 ,生产

资料的规模和效能 ,以及自然条件。”⑥ 由此看来 ,生产力是人类为了生产所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而改造自

然 ,在人与自然界之间进行物质变换的能力。劳动力、自然力和科学技术力成为生产力源泉 ,劳动者、劳动资

料和劳动对象构成生产力要素。劳动生产力作为制造商品使用价值的能力 ,只有在生产力质量合乎规格的

基础上 ,即“劳动力应该在正常的条件下发挥作用”,“不允许不合理地消费原料和劳动资料”⑦,才能发挥作

用———决定商品使用价值的价值量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显而易见 ,“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 ,

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⑧ 的能力 ,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耗费的多少

来表示 ,呈现的只是生产力的“静态”;而用资本运动成本的高低来衡量 ,既传递生产力的“动态”,又显示出资

本运动过程的张力。资本主义之所以在它不到一百年的统治时间里所创造的社会生产力 ,比过去一切时代

创造的社会生产力总和还要多、还要大⑨,正是因为人 ———作为劳动生产力最活跃的因素 ,在机器和技术中

承担着创造者和使用者的角色 ,是资本运动成本的引起者、调整者和控制者 ,推动和促进生产力向前发展。

“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主要体现在决定劳动生产力的以下各种情形中。

首先 ,从劳动者的质量来看 :生产力决定于“劳动者的平均熟练程度”,并且“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

简单劳动。”为了提高劳动生产力 ,就必须提高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于是 ,“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

的儿童来说 ,就是生产劳动同智力和体育相结合 ,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 ,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

的人的惟一方法”�λυ 。由此看来 ,通过教育和培训增加劳动者的人力资本 ,使人的时间价值 (即每小时的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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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得以提高 ,“产品中与物资资料所附加的价值相比 ,劳动附加的价值提高了 ;工作时间减少了。”① 因而

相对提高了劳动生产力 ,促进了劳动生产率价值的提高。可见 ,通过教育作用于人力资本促进社会生产力提

高的理念 ,早就孕育于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当今我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 ,

使劳动者“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 ,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②,正是这一理念的发扬光大。

其次 ,从机器和科学技术水平的应用程度看 :“增加劳动生产力的首要方法是更细的分工 ,更全面地运用

和经常地改进机器。”③ 正如亚当·斯密在观察一个制针厂的每个工人每天可生产 4 800 个针时指出 :“劳动

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 ,以及运用劳动时间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 ,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④ 但

在两个世纪以后 ,英国剑桥大学的克利福德·普拉顿教授在参观一家造针厂时 ,发现每个工人每天的平均产

量为 800 000 个针 ,此时的劳动生产率比斯密时代的劳动生产率整整提高了 167 倍。⑤ 所以 ,在马克思看来 ,

只有在“内部实行分工的工人大军愈庞大 ,应用机器的规模愈广大 ,生产费用相对地就愈迅速缩减 ,劳动就愈

更有效率”⑥ 的情形下 ,才能充分发挥“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因此 ,“大工业把巨

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 ,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⑦ 也就是说 ,提高劳动生产力的主要形

式是 :“协作、分工和机器或科学的力量的应用等等。”⑧“协作可以扩大劳动的空间范围 , ⋯⋯可以与生产规

模相比相对地在空间上缩小生产领域。在劳动的作用范围扩大的同时劳动空间范围的这种缩小 ,会节约非

生产费用 ,这种缩小是由劳动者的集结、不同劳动过程的靠拢和生产资料的积聚造成的。”⑨“随着大工业的

发展 ,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 ,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所运用的作用物

的力量。而这种作用物自身 ———它们的巨大效率 ———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 ,而是

取决于科学的一般水平和技术进步 ,或者说取决于这种科学技术在生产上的应用。”�λυ 由此可知 ,协作、分工

和机器或科学技术的广泛运用 ,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 ,降低了资本运动成本 ,且这种资本产生的增长率

被索洛 (Solow ,1957)在“技术变革和扩大产品功能”的文章中给予了验证。�λϖ

最后 ,从“自然条件”看 :既然自然条件 (人、资源、环境) 也是决定生产力的重要因素 ,就不应该将自然环

境及其提供的资源排斥在决定生产力的因素之外。“劳动生产率是同自然条件相联系的。这些自然条件都

可归结为人本身的自然 (如人种等等)和人的周围的自然。”�λω 人本身的自然表现为智力和体力 ,人的周围的

自然表现为生态环境所提供的资源。“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 ,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

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化的过程。”�λξ 由此可知 ,人类社会经济存在于大自然中 ,自然环境已成为经济

的一种“生产条件”,破坏生活环境就意味着破坏生产环境。“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 ,所以 ,对自然的剥夺也是

一部人对另一部人的剥夺 ;环境恶化也是人类关系的恶化。”�λψ 如果资本积累仅仅靠不断地从全球环境中剥

夺其自然财富得以维持 ,环境蜕变成索取资源的水龙头和倾倒废料的下水道 ,这将影响人与自然的和谐关

系 ,引发人类与自然的潜在性灾难与冲突。恰如恩格斯所言 :“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

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 ,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 ,存在于自

69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λυ

�λϖ

�λω

�λξ

�λψ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中文版 ,75 页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 44 卷 ,207～208 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 44 卷 ,586 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1。

谢勒 :《技术创新 :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中文版 ,29 页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 31 卷 ,100 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 44 卷 ,381～382 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 32 卷 ,288 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 44 卷 ,444 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 ,第 1 卷 ,374 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谢勒 :《技术创新 :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中文版 ,11 页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1。

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文版 ,5 页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 ,第 1 卷 ,374 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 44 卷 ,200 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1。

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通过观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遭受有形资本的巨大破坏然而生产又快速恢复的德国和日

本 ,发现管理者的经验和工人积累的技能等资本并没有遭到破坏 ,这些人力资本为工业的复兴提供了基础 ,能够不断地增加

边际收益而不是减少边际收益。参见西奥多·舒尔茨 :《论人力资本投资》,中文版 ,175 页 ,北京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92。



然界的。”① 所以 ,马克思很清楚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前提”②,“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

象 ,真正是有用物 ;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 ; ⋯⋯其目的是使自然界 (不管是作为消费品 ,还是作为生产

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③ 因而他在《资本论》中写道 :“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 :社会化的人 ,联合起来的

生产者 ,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 ,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 ,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

量来统治自己 ;靠消耗最小的力量 ,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

换。”④ 马克思进而说道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 ,人类与地球 (或土地)物质变换关系的削弱形成了制约因素 ,迫

使其“把这种物质变换作为调节社会生产的规律 ,并在一种同人的充分发展相适应的形式上系统地建立起

来。”⑤“对土地这个人类世世代代共同的永久的财产 ,即他们不能出让的生存条件和再生产条件进行自觉

地合理经营。”⑥ 这不正是我们今天所倡导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的发展观所在吗 ? 只要

我们循着马克思这一思维继续探究 ,就不难判断 :一旦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遭到破坏 ,社会和环境成本全部

被外化 ,自然条件作用于劳动生产力所引发的“反作用力”,将使社会生产力遭受破坏 ,自然条件不再成为促

进生产力的“生产条件”,反而成为阻碍资本运动的摩擦力 ,最终导致资本运动成本的增大。可见 ,“同历史地

发展起来的社会生产力一样 ,受自然制约的劳动生产力也表现为合并劳动的资本的生产力。”⑦ 自然条件作

为生产力的重要要素 ,毫无疑问是降低资本运动成本的“润滑剂”。

总的来讲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随着劳动者质量的提升、机器及科学技术的变革、自然条件的保护而不

断发展的。社会生产力越高 ,资本运动的摩擦力就越小 ,则资本运动成本就越低 ,体现为 :“生产一种物品所

需要的劳动时间就越小 ,凝结在该物品中的劳动量就越小。”⑧ 相反地 ,社会生产力越低 ,资本运动的摩擦力

就越大 ,则资本运动成本就越高 ,体现为 :生产一种物品的必要劳动时间就越多。由此可见 ,社会生产力与资

本运动成本之间存在反比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是研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学

问。”⑨

三、剩余价值率与资本运动成本的节约

在马克思看来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动机和决定目的 ,是资本尽可能多地自行增殖 ,也就是尽可能多地

生产剩余价值。”�λυ 剩余价值的生产 ,既是整个资本运动的轴心 ,又是资本主义的生命线。剩余价值作为资

本运动产生的利润 ,是在“尽可能缩短生产时间在劳动时间以上的超过部分”的基础上实现的 ,换句话说 ,就

是通过压榨工人工资、降低资本运动成本来提高资本的剩余价值率。马克思的以下精辟分析�λϖ ,揭示了剩余

价值率与节约资本运动中的时间成本的实质关系 :“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之间的区别似乎完全是幻

想的。相对剩余价值是绝对的 ,因为它以工作日超过工人本身生存所必需的劳动时间的绝对延长为前提。

绝对剩余价值是相对的 ,因为它以劳动生产率发展到把必要劳动时间限制为工作日的一部分为前提。”所以 ,

在马克思看来 ,“如果注意一下剩余价值的运动 ,这种表面上的同一性就消失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旦

确立并成为普遍的生产方式的情况下 ,只要涉及剩余价值率的提高 ,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之间的差

别就可以感觉到了。”马克思认为 ,较高的剩余价值率 ,不仅要通过工作日的绝对延长来提高 ,不仅要通过以

较少的时间生产出工资的等价物的各种方法来缩短必要劳动相对地延长剩余劳动来提高 ,更重要的是还可

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力 (率)或劳动强度来实现。可见 ,劳动时间 ———可还原为一定数量的资本在创造商品

价值所耗费的运动成本 ,即资本运动所耗费的时间成本 ,凝结在商品的抽象劳动中、体现在劳动力价格 (劳动

工资)的高低上。而“价格由生产费用决定 ,就等于说价格由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 ,因为构成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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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的是 : (1)原料和劳动工具的损耗部分 ,即产业产品 ,它们的生产耗费了一定数量的工作日 ,因而也就代

表一定数量的劳动时间 ; (2)直接劳动 ,它也是以时间计量的。”① 可见 ,“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趋势不是引起工

资平均水平的提高 ,而是引起这个水平的降低。”② 其目的就在于尽可能地降低资本运动过程中的工资成本

所占比例 ,实现节约资本运动成本、提高剩余价值率的目的。所以 ,马克思把一切节约高度概括为劳动时间

的节约③,而劳动时间的节约 ———本质上可还原为资本运动成本的节约 ;资本运动成本的节约 ,就意味着剩

余价值率的提高。

诚然 ,劳动生产力的提高 ,一方面可相对增加剩余价值率 ,另一方面可降低资本运动成本。因此 ,在马克

思看来 ,“生产力当然始终是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 ,它事实上只决定有目的的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

的效率。”④“提高劳动生产力来使商品便宜 ,并通过商品便宜来使工人本身便宜 ,是资本的内在的冲动和经

常的趋势。⋯⋯通过发展劳动生产力来节约劳动 ,目的决不是为了缩短工作日。它的目的只是为了缩短生

产一定量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⑤ 因而 ,劳动时间的这种节约就等于发展生产力 ,一方面外化为劳动生

产率的提高 ,另一方面内化为资本运动成本的降低。如福特于 1913 年建立了他的 T 型汽车流水生产线⑥,

目的在于使生产中的效益最大化 ,使资本运动成本最小化 (即把时间和动作精密地纳入劳动空间的组织过程

中 ,时间环环衔接 ,使流动的摩擦最小 ,加快了生产中资本周转的时间) ,结果 ,生产一辆汽车的时间成本从

12. 5 小时降至 10 秒 ,使汽车价格降到它最初的 1/ 10。由于降低了大量流水线 (运动) 中的时间成本 ,产品价

格显著下降 ,据此福特公司降低了汽车零售价格 ,1925 年的销售量超过了 1 500 万辆。由此可知 ,“真正的经

济 ———节约 ———是劳动时间的节约 (生产费用的最低限度 ———和降到最低限度) 。而这种节约就等于发展生

产力。”⑦ 节约创造利润 ———控制资本运动成本到最低限度和降到最低限度 ,成为资本增值的重要秘诀 ,成

为提高剩余价值的方式 ,成为资本主义的生产特征。可见 ,节约资本运动 (的时间) 成本 ,不仅是马克思称之

为剩余价值即利润实现和分配的经济逻辑 ,而且是提高剩余价值率的重要手段。

四、资本积累与资本运动成本的降低

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时 ,首先把资本运动总过程分解为直接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两个组成部分 ,

然后对各部分进行周密的分析 ,“揭示和说明资本运动过程作为整体考察时所产生的各种具体形态”⑧。在

《资本论》中不难发现资本价值增值规律是 :以提高劳动生产力和加速资本周转为手段 ,达到生产和占有更多

的剩余价值的目的 ,达到创造和占有利润的目的 ,进而达到资本积累的目的。显然 ,“资本不是一般的货币和

资金 ,而是在运动中带来商品价值的价值、不断增值的资金”⑨,其目的总是最大化地谋取利润的资本积累。

当然 ,仅靠从量的扩张方面“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λυ ,实现由资本积累到社会财富的积聚 ,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 ,马克思指出 :“社会的现实财富和社会再生产过程不断扩大的可能性 ,并不是取决于剩余劳动时间的长

短 ,而是取决于剩余劳动的生产率和进行这种剩余劳动的劳动条件的优劣程度。”�λϖ 由此可见 ,质的提高即

提高资本运动效率 ,已成为资本积累的重要手段。

我们知道 ,资本运动效率的提高依赖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表现为劳动时间的节

约。所以 ,“真正的财富在于用尽量少的价值创造出尽量多的使用价值 ,换句话说 ,就是在尽量少的劳动时间

里创造出尽量丰富的物质财富。”�λω 资本作为社会财富 ,体现为劳动时间的凝结 ,因而浪费社会财富就意味

着劳动时间的浪费 ,进而最终归结为资本运动成本的增大。既然 ,“把看得见的、只是表面的运动归结为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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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实的运动是一种科学工作”①,那么依照马克思的思路 ,对形成社会财富的人力、财力、物力等资本要素

运动成本的节约可还原为生产时间 (成本) 的节约。“缩短生产时间的主要方法是提高劳动生产率”②,那么

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具体方法又有哪些呢 ?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这一“方法”的考察 ,使我们不难发现 :提高

资本运动效率 ———降低资本运动成本 ———实现资本积累的经济思维逻辑。

资本主义作为一个自我扩张的价值体系 ,资本积累取决根植于掠夺性的开发和竞争法则赋予的力量 ,必

然要在越来越大的规模上进行。资本的运动之所以“会表现为产业资本家个人的行动 ,是因为他作为商品和

劳动的买者 ,作为商品的卖者和作为生产的资本家执行职能 ,因而通过他的活动来促成这种循环。”③“一方

面是疯狂追求利润的欲望 ,另一方面是迫使人们尽可能便宜地生产商品的竞争 ,使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这种节

约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 ,从而表现为资本家的职能。”可见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促进社会

劳动生产力的发展 ,另一方面也促进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④ 从而使资本运动速度加快和运动成本降

低 ,以获取更多、更快的资本积累。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中 ,机器大工业、社会分工和世界市

场使商品的生产与交换达到史无前例的高度发展 ,结果 ,节约资本运动成本的自觉行动 ,成为决定每个生产

者成败和盈亏的普遍社会强制。生产者的全部活动和产品都是为了实现交换价值 ,都依赖于市场尤其是世

界市场的交换时 ,他们生产商品所耗费的个别劳动时间成本 ,只有在与已经成为价值化身的货币的等价交换

中才能为社会所承认 ;与其不然 ,不仅白白地浪费了 ,还会招致亏损甚至破产。⑤ 可见 ,价值规律的全面运

行 ,迫使生产者要千方百计提高资本运动效率 ,降低资本运动成本 ,节约单位商品生产在活劳动和物化劳动

上的时间成本。这是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积累的“正向运动”。然而 ,这种正向运动的牵引力 ,始终会受到社会

必要劳动时间这块“天花板”的阻挡。因此 ,资本一旦谋取到“反向运动”的机会 ,就会暴露出疯狂追求超额利

润的举止 ,以达到相对提高资本运动效率、实现资本跨越式积累的目的。马克思很清楚资本的这一“德性”:

“时而它的积累运动引起周期的变化 ,时而这个运动的各个因素同时分布在各个不同的生产部门。”⑥“资本

来到世间 ,从头到脚 ,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进而表现为 :“一旦有适当的利润 ,资本就胆大起来。

如果有 10 %的利润 ,它就保证到处被利用 ;有 20 %的利润 ,它就活跃起来 ;有 50 %的利润 ,它就铤而走险 ;有

100 %的利润 ,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 ;有 300 %的利润 ,它就犯任何罪行 ,甚至冒绞首的危险。”⑦ 由此不

难发现 ,资本“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相互循环的运动轨迹是 :劳动时间的节约 Ζ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 Ζ劳

动生产力的提高 Ζ资本运动效率的提高 Ζ资本运动成本的降低。诚然 ,一定的历史时期内 ,社会生产力水平

是相对静态的 ,而资本运动效率的变化却是具体的、动态的 ;随着劳动时间的节约 ,相对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

从而促使资本运动效率的提高、资本运动成本的降低。社会生产力水平越高 ,作用于资本运动的效率也就越

高 ,从而降低整个社会生产的运动成本 ,创造出更多的资本积累转化为社会财富或“国民财富”。可见 ,资本

积累自始源自资本运动成本的降低。

五、全球化的流动空间与资本运动成本的回应

马克思缘何在《资本论》中宁用“时间的耗费”来阐述商品价值量中作为必要劳动时间的工人工资成本 ,

而不用资本的“运动成本”计算商品价值的成本及利润呢 ? 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必须追溯到马克思生活的

观念环境和历史语境中去。

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意图是非常明确的 ,是为了阐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资本与劳动的剥削本质及

其内部矛盾。当《资本论》第一卷于 1867 年出版时 ,马克思曾指出 :“这无疑是向资产者 (包括土地所有者在

内)脑袋发射的最厉害的炮弹。”⑧ 以至于被恩格斯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 ⋯⋯本书所作的结论日益成为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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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基本原则。”① 很显然 ,出于研究的需要 ,马克思于 1844 年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本身 ,

希望从中寻找到在政治范围内不可解决的冲突的理由。② 列宁也认为 ,《资本论》“并不以通常意义的‘经济

理论’为限”,而是“专门以生产关系说明该社会形态的结构和发展。”③ 正如马克思在阐述“商品拜物教”时 ,

就特别强调“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 ,取得了劳动产品的价值量的形式。”就是说 ,生

产产品时人类劳动力的耗费本来是用劳动时间来计量的 ,但未径直表现为劳动时间 ,而是表现为劳动产品这

种物质形态具有多少价值量。最后“取得了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的形式”④。倘若运用现代经济学的成

本 ———利润分析工具来审视 ,取得的劳动产品的价值量 ,实际上就是资本投入产品生产的成本 ,当劳动产品

的使用价值通过商品价值 ———以市场价格为显示器 ———高于劳动产品的价值量即工资成本的形式表达出来

时 ,产品利润即可实现。显然 ,马克思“为了不用一些词和概念 ,就得用另一些词和概念来代替 ,只要新的词

还没有被找到 ,往往就由旧的词担负起决裂的使命。”⑤ 同政治经济学的 (第一次) 接触也是对政治经济学的

批判 ,孜孜以求地要找到政治经济学的根据。由此可见 ,马克思为了“尽可能做到通俗易懂”,有利于工人阶

级理解资本与劳动的相互关系 ,直观地用“时间的耗费 ———剩余价值”等概念和词 ,而不愿用“成本 ———利润”

甚至运动成本等词和概念 ,可能是缘于“理解价值的义务”和批判政治经济学的需要。⑥

众所周知 ,任何时代的理论和思想的背后都隐藏着那个时代特有的时空体验。与物质及其运动毫不相

干的绝对时间和绝对空间 ,对于 17 - 18 世纪的人来说是易于理解的。“时间相对于空间是完全分离并且独

立的”⑦,这在当时被大部分人当作常识。各种社会理论 (包括发源于马克思、韦伯、斯密和马歇尔的各种传

统)一般都在各自的阐述中赋予时间以优先于空间的特权 ;就连后现代思想家福柯也像他自己所承认的那样

曾经迷恋于空间隐喻 ,想知道为什么发生了这样一个问题 :“空间被当作死亡、凝固、非辩证和稳定来对待”。

而相反 ,“时间却是丰富性、多产、生命、辩证”⑧。基于这种社会文化语境 ,因而“人们对生产生活资料所耗费

的劳动时间必然是关心的 ,虽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关心的程度不同。”⑨ 恰如恩格斯所言 :“中世纪的农民

都相当准确地知道 ,要制造他换来的物品 ,需要多少时间 ⋯⋯在这里 ,花在这些产品上的劳动时间不仅对于

相互交换的产品量的数量规定来说是惟一合适的尺度 ;在这里 ,也根本不可能有别的尺度 ⋯⋯他们不会在交

换中得不到等价物而把所耗费的劳动时间白白送给别人。”�λυ 由此可见 ,时间成为衡量劳动力 (价格) 成本耗

费的工具 ,成为市场交易的媒介 ,成为可以具体感觉到的东西 ;时间成为那个时代可以接受的正统 ,是最简

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最直观的“测量器”。所以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写作中特别强调了时间

经济是现代资本主义的运作原则 �λϖ ,把劳动时间的剥削和社会的再生产纳入一种可操作的“时间母体”中。

由此不难发现 ,时间成本作为资本运动成本的雏形 ,依然受到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约束。

如果我们继续用回忆的眼光加以透视 ,19 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可以被看作“历史决定论正在崛起而空间

观念相应湮没的一个时代。”�λω 以至于作家查理斯·兰姆感叹 :“世间万物没有任何东西像时间和空间那么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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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困惑。然而 ,因为我从来不去思考时间和空间 ,所以它们带给我的烦恼比任何其他东西都少。”继而史蒂

芬·霍金也感受到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大部分时间不去忧虑时间和空间 ,不管它们为何物 ;但是我们所有

人有时极想知道时间是什么 ,它如何开始 ,并且把我们导向何方。”① 直到黑格尔 - 爱因斯坦的这段时期 ,随

着时间和空间概念在物理学与数学方面有了新的进展 ,“脱离运动的时间和空间就不能被接受了。如此一

来 ,人们发现不仅物质是可以改变的 ,空间也是可以改变的。”② 因此 ,处于 20 世纪的人类 ,对时间 - 空间 -

运动的理解不再困难 ;尤其在 1929 年大萧条发生后 ,人们对经济社会中无处不在的成本现象几乎都习以为

常了 ,经济成本已成为经济活动中最重要的角色 ,诸如时间成本、空间成本、流转成本、交易成本等等 ,都是资

本运动成本在经济活动中的具体表现形态。既然这样 ,缘何新古典经济学家也忽略了时空因子 ,没有重视资

本运动成本这一随时随地可见的经济现象呢 ? 假定“经济在一个毫无空间向度的幻想世界中全都集中于一

点上”,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瞬间”完成交易。按照马克·布劳格 (Mark Blaug) 、保罗·克鲁格曼 ( Paul

Krugman)等人的解释 ,不是主流经济学家对“时空”(运动) 问题不感兴趣 ,而是也把它看作“重要的不解之

谜”③。由此可知 ,特定的历史语境和特定时空体验 ,使人们很难穿越时空把“时间 - 空间 - 运动 - 成本”纳

入“四位一体化”的生产和交换的理性计算中 ,通过市场价格体系来发挥资源配置的序列作用。也就是说 ,配

置资源的运动成本愈小 ,则资源配置的排序愈靠前 ,相反 ,配置资源的运动成本愈大 ,资源配置的排序愈靠

后 ,甚至很难被配置使用。

实际上 ,经济活动中的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等社会资本要素 ,总是力求压缩时空 ,实现从一个

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所耗费的运动成本最小化。显然 ,速度不断加快的资本运动 ,“一开始就表现是产业资本

的总和运动 ,既是补偿生产资本的那部分产品的运动 ,又是形成剩余产品的那部分产品 (通常部分作为收入

花掉 ,部分要用作积累要素)的运动。”④ 伴随着商品生产的总过程 ,表现在直接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分配

过程中 ,孕育于马克思称之为“交往的世界性”中。所以 ,我们置身于马克思所处的历史场景 ,就不难理解马

克思为何没有直截了当地 (直接地)用运动成本的概念来诠释资本的运动规律 ,而是转弯抹角地 (间接地) 借

助时间耗费来阐述资本与劳动的相互作用关系。

当然 ,作为思想视野广阔的政治经济学家 ,马克思不可能不知道资本运动成本当中蕴含的超越时空的经

济内涵。只是在马克思的学说中 ,空间基本上是支持物质生产的外部环境 ,一种“中立”的东西 ,换句话说 ,空

间是自然界提供的消费品。然而 ,在资本全球化运动的当代 ,空间已进入了生产领域。既然资本把空间由自

然的消费品变成谋取剩余价值的生产对象 ,那么抵抗的途径 ———就在于用时间去克服空间 ,降低资本在“时

空压缩”过程中的运动成本。正如马克思所言 :“流通时间表现为劳动生产率的限制 = 必要劳动时间的增

加 = 剩余劳动时间的减少 = 剩余价值的减少 = 资本价值自行增殖过程的障碍或限制。因此 ,资本一方面力

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 ,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 ,另一方面 ,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 ,就

是说 ,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 ,从而资本借以流通

的市场 ,构成资本流通空间道路的市场越扩大 ,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⑤ 很显然 ,马克

思“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的思想 ,把资本运动成本最小化的运动轨迹表达得十分清晰和通俗化了。⑥ 尤

其在分析商品流通是各个商品循环环节交错在一起的总运动时 ,强调流通是在时间和空间中进行的 ;强调运

输工具的发展 ,不仅表现在空间运动的速度加快和空间距离在时间上的缩短 ,还表现在交通运输工具的数量

和依次运行次数的增加。⑦ 流通过程所需要时间的减少 ,意味着空间的扩大 ,意味着以最低的成本将适当的

产品、在适当的时间、达到适当的地方 ,意味着利润的增加。正如戴尔 (Dell) 公司的快速营销反应系统 ,以市

场链为纽带 ,以定单信息流为中心 ,带动物流和资金流的运动 ,实现“零库存、零营运成本和 (与用户) 零距

离”,使戴尔的生产速度比其他电脑公司的快 4 倍 ,产品平均库存不超过 2 小时 ,零配件库存控制 7 天以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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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转量 ,因而其平均成本比竞争对手低 10 % ,不但能用低于竞争对手 5 %～8 %价格销售相同配置 PC 产品 ,

还能获得比其他公司更高的销售利润。① 看来 ,降低供应链管理和物流管理中的运动成本 ,是戴尔公司先后

超越惠普、IBM 等公司的秘笈。越来越多的现代企业认识到 ,压缩时空 ,降低物流、资金流和工作流中的运动

成本 ,是提高企业资本运动效率、降低产品成本、提升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由此可知 ,资本运动的发展逻

辑是 :不断地加速生产 (组织通过转包、外购等垂直分解形式来实现) ,不断地加快商品周转速度 ,不断地压缩

市场流通时间 ,不断地提高单位时间内资本要素运动速度的变化量 ,即力求提高资本运动的加速度(α=

dv
dt

) ,以实现降低资本运动成本的目标。② 总的来看 ,随着时空概念的不断进化 ,从节约劳动时间的理性 ———

演化到资本运动成本的降低 ,无不闪烁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时俱进的理论光芒。

在马克思看来 ,“时间的节约 ,以及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 ,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

要的经济规律。这甚至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成为规律。”③ 因而我们有充足理由推断 ,马克思所指的时间

节约规律的含义与节约资本运动成本的思想 ,是一脉相承的 ,是同一规律的两种不同语境的描述。诚然 ,任

何一种理论都有其必然的暂时性 ,并随着知识的进步而不断变化。在 21 世纪的当代 ,“流动空间”进入了全

球化的经济领域 ,“时空压缩”理念的迅速流行 ,导致了永恒的、固定不变的“时间尺度的意义”难以继承 ,存在

的只是时空变化中的“运动成本的意义”。因此 ,运动成本概念的框架 ,在经济全球化的“溶液”中、在时空压

缩的催化下“浮出水面”———显得特别有时代意义和顺理成章。可以说 ,资本运动成本的“思想种子”在全球

化流动空间的催生下 ,落在了被马克思已耕耘好了的“交往的世界性”土壤里 ,享受着时空的“阳光雨露”,正

成长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森林中的一棵树苗。

马克思曾指出 :“社会资本的总运动 = 各单个资本的运动的代数和 ,这一事实并不排除 :这个运动 ,作为

一个孤立的单个资本的运动来看 ,和同一个运动 ,作为社会资本总运动的一部分来看 ,即和社会资本的其他

部分的运动联系起来看 ,会表现出不同的现象。”④ 例如 ,资本运动的国际化 ,加速了经济全球化进程 ,成为

当今世界经济的显著特征。跨国公司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 ,打着资本自由运动的旗号 ,在世界范围

内寻求利润 ,“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 ,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 ,到处创业 ,到处

建立联系。资产阶级 ,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 ,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⑤ 因而 ,资本运

动成本的节约是基于集装箱化、大型喷气式飞机货物运输、卫星通信和互联网 ,它们使生产和设计指令能及

时地在任何时间内传递到全球任何地方 ,传统上受到原材料或市场地点限制的工业现在变得特别地“自由”:

一方面 ,通过一个由全球计算机网络、全球通讯网络、全球流通网络组成的新空间 ,创造出一种同时性和即时

性的感觉 (这种感觉总是贬损等待和缓慢形式) ;另一方面 ,通过创造特殊的空间 (铁路、公路、机场、远程运输

等)来实现全球范围内的资本加速运动 ,使经济交易周期越来越快 ,时空纳入到“成本节约至上”的信念中 ,最

高限度地也是最低限度地缩减资本运动成本 ,成为经济活动的理性行为。资本获得了超越时空限制的巨大

运动能量 ,使时间和空间距离压缩为“零”,运动速度趋向“无穷大”,从而大大降低了运动成本。因而 ,资本运

动越国际化 ,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 ,构成资本运动的市场就越大 ,资本也就越能以更快的速度获得超额利润。

这意味着在由信息化、网络化、全球化构造的新的时空运动里 ,资本运动成本最小化与利润最大化 ,“仍然是”

首要的经济运动规律。

六、结语

总的来讲 ,在商品 →货币 →资本 →剩余价值 →资本积累的运动过程中 ,劳动生产力与资本运动成本成反

比关系 ,剩余价值率的提高源自资本运动成本的节约 ,资本的积累源于资本运动成本的降低 ,无不发现贯穿

其中的核心 ———资本运动成本最小化 ,“时而主要在空间上并行地发生作用 ,时而主要在时间上相继地发生

作用”⑥。毫无疑问 ,资本是运动的 ,运动是有成本的 ,资本运动成本的最小化已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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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 46 卷 ,277 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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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 45 卷 ,113 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 30 卷 ,123 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贺尊 :《论企业运动成本》,载《江汉论坛》,2007 (1) 。

于建原、李永强 :《快速营销反应系统下的整合营销研究》,载《中国工业经济》,2005 (4) 。



势和必然结果 ,将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发挥资源优化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我们今天纪念马克思 (2008 年 3 月 14 日是马克思逝世 125 周年纪念日) ,不仅仅是为了缅怀他的业绩和

再次强调我们对他的革命思想的有效性的坚定信念 ,而首先是为了“促使大家深刻地想一想 ,在考虑到我们

所处的新的历史时期情况下 ,如何更好地运用马克思的思想 ,同时不断发展和丰富马克思的思想”。① 如今 ,

我们重读马克思的《资本论》,一个重要目的在于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运动问题 ,在经济实践

中不断发现真理、不断发展经济科学 ,需要我们鼓足勇气 ,并非牵强附会的 ,而是旨在吸收马克思有关节约时

间成本的思想精髓 ,从而“与时俱进”② 地提出资本运动成本的方法论 ,其意图在于不断发展和丰富马克思

的思想 ,“增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面向 21 世纪的解释力和指导力。正如恩格斯所说 :“我们的理论是

发展的理论 ,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③ 马克思的资本运动成本思想 ,正是我们转

换研究方法、研究范式与研究视域的一次理论创新的结果 ,不仅是一种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观 ,而且还是

一种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当我们运用这一思想方法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无论是理论问题还是实际问

题)的时候 ,发现马克思的资本运动成本思想不仅没有过时 ,而且具有永恒的生命力 ,预示着将在“更加高得

多”的程度上作为我们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思想引擎和

行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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