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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方 利 润 理 论 研 究 》评 介

陈 晓

《西方利润理论研究 》 武汉大学出版

社 年 月版 系刘涤源
、

傅殷才教授多

年来研究西方经济学说系列专题成果之一
,

从 年代前期刘先生着手编辑《资产阶级利

润学说选辑算起至今成书前后达 年之久
。

其间作者本人和 书稿经历了许多政治风波
,

这使本书在观点上更趋成熟
,

材料更丰富
。

剩余价值是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所创造

而被资本家无偿 占有的那部分价值
,

它体现

着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剥削关系
,

是资本主

义生产关 系 的 本 质表现
,

而利润只是剩余

价值的转化形态
。

这就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

理论
。

这一理论揭露了资本主义 剥 削 的 秘

密
,

彻底暴露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 间的

对抗性矛盾
,

从而指 出了资本主义产生
、

发

展和必然被更高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代替

的必然性
。

剩余价值理论的这 一 贡献
,

不仅

在资产阶级众说纷纭的利润理论面前指明了

无产阶级的正确立场
,

而且通过一百多年的

社会实践
,

已经促使社会前进了一大步
。

这

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
,

无产阶级革命取

得的胜利
,

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 建 立 和 发

展
。

所 以对于剩余价值理论的历史作用
,

无

论过去
、

现在和将来
,

都是无产阶级经济学

家应当重视的
。

在 改革开放的今天
,

在各种

西方经济学介绍
、

引进到我国来的时候
,

这

一点尤其不能忽视
。

《西方利润理论研究 》

的作者们理直气壮地指 出
“

本书的任务就

在于批判西方资产阶级形形色色 的 利 润 理

论
,

捍卫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
。 ”

《西方利润理论研究 》一书从 以下两个

方面捍卫了剩余价值理论
。

一方面
,

正面阐

明了剩余价值学说的科学性
,

在论述古典政

治经济学利润理论时这一点体现得很 明显
,

既发掘了古典经济学利润理论的合理内核
,

说明了马克思利润理论从中取得的营养
,

更

明确地说 明了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利润理论

的革命性变革
。

另一方面
,

运用马克思剩余

价值学说的原理
,

对几百年来几
一

卜个经济学

家和流派的利润理论的花样百出的辩护实质

进行了揭露
。

所 以说本书在利用剩余价值理

论这一把钥匙研究西方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生

产时是比较成功的
。

针对利润源泉这个带根木性的问题进行

花样翻新的辩护
,

这是西方利润理论领域的

主旋律
,

至于关于利润方面的具 体 实 际 研

究
,

包括利润分配的机制和形式等的记述
,

则只能算是支流
。

这是本书作者对几十位西

方经济学家利润理论进行系统研究后得出的

结论
。

这就提出了本书的研究任务
,

即揭示各

种各样利润理
、

论的辩护实质和各 自的特点
。

作者 认为
,

资产阶级利润理论发展史
,

主要可分为两大阶段
,

即科学成分与庸俗成

份并存
、

而 以科学论述为主的古典经济学利

润理论阶段和纯粹 以辩护为 目的的庸俗经济

学利润理论阶段
。

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产生于 世纪

中叶
,

完成于 世纪初期
。

这一 时期
,

资本

主义生产处于上升和发展 时期
,

无产阶级和

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还处于非主要地位
,

社

会发展的主要问题是要冲破封建生产方式对

社会生产力的侄桔
,

资产阶级从 白身的利益



出发
,

迫切需要比较客观地研究经济规律
。

按照列宁的说法
,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

是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之一
,

这是对古典经济

学的贡献的一个肯定
。

古典学派利润理论的

科学因素在于 一是他们的研究是以劳动价

值理论作为基础的 虽然是有很多缺 陷
、

矛

盾的价值理论
,

这就为其理论研究提供了

较科学的前提 二是他们把剩余价值的理论

考察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
,

在不 同程度

上研究 了剩余价值的各种表现形式
,

提供
一

了

这一理论的许多科学因素
。

当然
,

古典学派的利润理论存在一系列

的矛盾
。

如
,

一方面
,

正确地把利润看作是

工人 劳动产品价值的扣除
,

另一方面
,

对利

润作庸俗的解释
,

把利润 当作资本具有特殊

生产力的结果
,

或者 当作对资本家使用资本

的奖励
,

等等
,

这种观点首开资产阶级利润

理论辩护手法之先河
。

庸俗经济学产生于 世纪末和 世

纪初
,

这一 时期
,

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斗

争 日益尖锐化
,

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科学

研究愈来愈与资产阶级的利益不相容
,

所 以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完全抛弃了科学研究
,

转而彻底地为资产阶级辩护
。

他们的辩护手

法在各个时期有所差别
,

在早期阶段
,

如萨

伊
、

马尔萨斯
、

詹姆斯
·

穆勒等
,

在外表上

仍 以亚当
·

斯密和李嘉图古典经济学的信徒

和继承人 自居
,

辩护手法还未超出经济理论

本身的范围
,

方式是将研究过程加 以简化
,

用简单的商品经济关系代替资本主义生产关

系及其规律
,

把劳动和资本的特殊关系归结

为它的一 般基础一
一 商品关系

,

把利润归结

为三位一体公式 中的资本 —利息
。

在 世纪最后 年 以后
,

资本主 义进入

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

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的矛

盾进
一

步尖锐化
,

从而迫使资产阶级利润理

论采取花样百出的方式来为本阶级辩护
,

调

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
。

它们的共 同

点是川非经济因素如心理
、

产卜物
、

伦理
、

历

史
、

法律等方面来说明利润的源泉
。

进入到当代
,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利润

问题的兴趣并没有减弱
,

其理论的辩护性质

也未改变
。

他们用风险
、

不肯定性
、

垄断竞争
、

资本边际效率
、

创新
、

技术进步
、

服务等或它

们的综合
,

来说明利润形成的原因
,

断言这些

因素各 自得到 利润或报酬是天经地议的事
。

然而
,

这种种辩护都是徒劳的
,

《西方

利润理论研究 》的作者们
,

在马克思剩余价

值学说的指导下
,

在进行系统介 述 的 基 础

上
,

揭示 出了资产阶级利润理论的共性 —辩护实质和个性 —各种辩护方式和技巧
,

做到了科学性
、

批判性和革命性的较好的有

机结合
。

《西方利润理论研究 》序 中说
“

在对

待西方经济学问题上其中包括利润理论要防

止两方面的错误
,

当看到西方经济学的一段

理论是完全庸俗而又十分反动的时候
,

就全

盘否定
,

绝对排斥
,

当面临西方经济学在实

际的专 门研究方面提 出了许多新课题
,

取得

了某些成就的时候
,

就眼花缭乱
,

顶 礼 膜

拜
。 ”

毋用置疑
,

对于西方利润理论的辩护实

质予 以揭露
,

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剩余价

值理论的攻击予 以回击
,

捍卫马克思主义剩

余价值论
,

仍是我们 长期的任务
。

而对于资产

阶级利润理论 中的一些科学成分
,

如增加利

润的方式和方法包括如何加强经营管理
、

采

用新技术等等加 以吸收和 引进
,

也是 当前完

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提高经济效

益
、

实现本世纪末达到世界 中等国家水平
、

下

世纪 中赶 世界先进水平的宏伟 目标所不可

缺少的
。

尤其是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
,

在为

资产阶级和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辩解的同时
,

其实用色彩空前浓厚
,

它们在实际政策
、

经

营方式上为资产阶级追求最大 限度利润出谋

划策
。

这些理论客观上为增加社会生产和财

富
、

为缓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起到了

巨大作用
,

这对我们是具有借鉴作用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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