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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象的批判是其资本主义批判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政治经济学视域下，马克思分别从

资本家的经济行为、资本主义社会拜物教、古典政治经济学为资产阶级辩护三重现象对资本主义展开批

判，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旨在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觉醒，实现无产阶级进而全人类的

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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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rx’s criticism of capitalist phenomeno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ntents of his capitalist criti-
c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economy, Marx criticized capitalism from the three p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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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mena of capitalist economic behavior, capitalist social fetishism and defense of classical politi-
cal economics for Bourgeoisie. They reveal the essence of capitalist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which 
aims to promote the awakening of proletarian revolutionary consciousness and realize the libera-
tion of the proletariat and then all man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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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从始至终贯穿了马克思全部的著作。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日益繁荣的背后，工人阶

级被资本家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联手编织的“美好世界”谎言所蒙骗，无法意识到自己在资本主义雇

佣劳动关系下被剥削的事实。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角是马克思超越传统形而上学，从实践维度展开社会

批判的更有力武器，它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出发，进一步解释了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

在本质上揭示了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并联合政治经济学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辩护和掩盖。

这一视角更侧重于经济活动中的主体行为，生产关系导致的社会关系嬗变，以及嬗变背后的价值论导向，

本文将从这三个方面层层递进来阐述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现象从而寻求人类解放的演化逻辑。 

2. 对资本家经济行为的批判 

马克思一生都致力于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作为直接造成工人苦难生活的罪魁祸首，自然是马

克思重要的批判对象。马克思在对资本家剥削工人种种残酷行为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揭露了资本家的本

质：“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1]这意味着对于资本家而言，投入资本，雇

佣工人进行生产的动机显然不是为了社会的发展，而是为了发财致富，他们全部的意识都是思考如何实

现利益最大化，实现价值的增值。因此，在生产过程中，资本家始终秉承着“以最少的消耗和投入实现

对他人‘无酬劳动’的尽可能多的占有的原则”[2]，他们的经济行为表现为对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和

对工人最大程度的剥削。 

2.1. 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 

为了节约不变资本，在不延长工作日的前提下，资本家一般会雇佣更多的工人，并且采用将工人集

中起来协作生产的方式。首先，因为工人们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使用生产资料，生产条件由总体工人共

同消费，相较于分散的、小规模的生产而言，这种大规模的集中协作方式能够节约生产及非生产费用，

比如建筑物和其他设备的费用。其次，将工人聚集起来协作生产，不同的生产操作之间可以形成互补，

缩短制造产品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且工人集中协作生产还能够提高注意力和形成良性竞争，从

而提高生产效率。 
对生产排泄物的再利用也是资本家节约不变资本的一个重要方式，这是由大规模生产引发的结果。

大规模的协作生产会产生大量的生产排泄物。最初资本家一直将其当做废料处理，但随着原料价格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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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增长促使资本家寻求再利用生产排泄物的方法，能够将废料作为新的生产要素重新投入到生产中，减

少不变资本。马克思指出，资本家主要依靠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实现了生产排泄物的再利用。就知识而言，

资本家对化学知识的掌握越娴熟，越能够发现废料的有用性质，实现对废毛和破烂毛织物等生产排泄物

的再加工。在技术方面，除交通工具的日益发达缩短了流通时间之外，机器的改良是不变资本支出减少

的重要因素，机器材料、性能的改进不仅使废料能够在新的生产中加以利用，提升原料的利用率，而且

在相同的时间内能够完成更多的工作量，消耗更少的原料，并且拥有更长的使用寿命，减少修理劳动的

损耗。 
此外，为了减少不变资本的支出，资本家不仅会提升机器的性能，还会提升原料的质量，因为相较

于次等的原料，优质原料会产生更少的废料，工人加工同量的原料所需时间更少，生产同量商品所需的

原料也更少。 

2.2. 对工人最大程度的剥削 

为了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家在力图缩减不变资本支出的同时，还会利用延长劳动时间和提高

劳动强度两种手段对工人进行最大限度的剥削。 
虽然工厂之类的建筑物和机器需要投入不少资金，但一天之内延长对它们的使用时间并不会增加不

变资本的支出，而且这类固定资本的价值在较短的周转期间就可以再生产出来，所以就算要为额外的工

作时间支付报酬甚至支付更高的报酬，延长工作日都能获得更高的利润。此外，像国税之类的非生产费

用并不会随着劳动时间的增加而增加，即使工作日延长了，它们也几乎不会改变。所以，在这种前提条

件之下，资本家自然会处心积虑地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来获取更多的财富。除了直接延长工人的劳动时

间，贪婪的资本家还会采用一种更隐蔽的方式榨取工人的劳动时间，即利用各种方式在工人毫无察觉的

基础上侵占工人法定的吃饭时间和休息时间，达到延长劳动时间的目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这种

行为称之为“零敲碎打地偷窃”[3]。 
此外，资本家的节约还体现在对工人的劳动力的使用上。技术的革新并没有减轻工人的工作压力，

反而每日被迫在机器的高速运转下持续高强度的劳动。一方面，为了将工人的劳动力发挥到极致，在劳

动过程中，资本家会对工人进行严酷的监督，确保工人能长时间保持高强度的劳动，并且在不浪费任何

原料、爱惜劳动工具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利用生产资料。另一方面，资本家将压低工人的生存条件看作

是提高利润率的手段，全然不顾工人的身体健康、生命安全。工厂缺乏一切保障工人安全、舒适、健康

的措施。资本家只为工人提供少量的、简陋的食物和恶劣的住房条件，甚至吝啬于为场所安装安全设备

和防护措施，就连采矿业这样高危的工作也没有任何的安全措施，导致危险事故不断发生，大量的工人

死亡。  
综上所述，马克思对资本家的经济行为进行了批判，指出了对货币和资本的追求是造成资本家经济

行为的动因，但他并没有停留在对资本家个体批判的层面上，而是在对资本家个体行为的批判的基础上

试图揭露出商品经济条件下整个社会存在着的对货币和资本的物的崇拜现象。这意味着，资本家表面上

是直接造成无产阶级苦难的元凶，但是主导他们行为的经济意识并非完全源于自身的主观意愿，而是受

到了社会意识的影响。 

3. 对资本主义社会拜物教的批判 

资本家的经济行为体现的是对于商品、货币和资本的物的崇拜。马克思追根溯源，发现资本主义商

品经济社会，人们将劳动的社会属性误认为物本身的自然属性，崇拜于自己创造的物，致使物与物的形

式遮蔽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马克思将这种现象称之为拜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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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商品之谜”的破解：物与物的关系替代了人与人的关系 

拜物教这个概念原本指的是原始部落对于宗教的信奉。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商品、货币和资本作

为由人创造出来的物成为了独立于人的存在，反过来奴役人，主宰着整个社会生活。因此马克思套用这

一词指代这种主客体颠倒现象，并进一步揭示了商品、货币、资本神秘性的由来，破解了商品之谜。 
在劳动产品用以交换成为商品后，似乎就具有了神秘性。那么这种神秘性究竟从何而来？马克思回

答是商品形式赋予了其神秘性，并揭示了商品形式的奥秘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

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4]商品生产者的劳动

的社会关系只有在交换中才能体现，但整个过程中呈现在人们视野里的只有物，隐藏在商品的物的外壳

之下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自然容易被遮蔽，于是人的劳动性质被误认为物自身的属性，掩盖了商品来源

于人这一事实，使之成为了独立自主的抽象物的存在，商品拜物教由此产生。 
随着商品交换的不断发展，货币作为商品交换的媒介成为了日常生活不可或缺之物。由于货币能够

不受限制地换取任何商品，满足任何需要，因而它逐渐由中介发展成了商品交换的最终目的，成为社会

财富的象征，受到人们的膜拜。在这个过程中，似乎只存在货币的量的差别，其余的阶级等级天赋能力

等的差别都不复存在了，人们很难发现其中包含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因此，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

系被更深地掩盖住了。 
当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货币与自由劳动力相结合，货币便转化为了资本。由于工人创造的剩

余价值被简单地视为资本的自我增值，使得资本受到人们的狂热追捧，于是货币拜物教就变为了资本拜

物教。这样，人与人之间的真实的剥削关系就被掩盖在物的外壳之下。 

3.2. 拜物教的魔力：工人阶级革命意志的削弱 

拜物教使得整个社会陷入了对自己创造的物的疯狂崇拜中，造成了人被物支配和控制着的局面。无

论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都无法逃脱拜物教的魔力。资本家贪得无厌、冷酷无情、唯利是图，一切行

为都是为了财富的积累，作为资本职能的行使者而存在。资产阶级虽然也受到了拜物教的控制，但是资

产阶级作为既得利益者，这种影响对他们来说是美好的，不如说正合他们的心意，令他们乐在其中。但

是工人阶级作为被压迫的那一方，境况截然不同。拜物教不利于工人阶级，资产阶级积累资本以扩大再

生产目标的实现是建立在工人阶级的痛苦之上的，资产阶级积累越多的财富就意味着工人阶级被剥削了

更多。 
为了让工人阶级顺从地被资产阶级剥削，在资产阶级的有意引导下，拜物教营造出假象麻痹工人阶

级，使他们安于现状。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依赖货币生活，购买任何商品都需要货币。这意味着，工

人阶级为了生存，必须获得货币，从而产生了对金钱的渴望。并且在资产阶级的推波助澜下，陷入拜物

教的工人对未来产生了美好的愿景，相信只要如资产阶级所言禁欲、节俭、减少消费就能积累财富，拥

有更好的生活质量，甚至成为资本家。于是，工人阶级受拜物教的蛊惑，满足于现有的工作和一定的劳

动报酬，忘记了自己被剥削的事实。 
因此，马克思批判拜物教严重侵蚀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斗志，使工人阶级为了单纯的金钱利益，忘记

了自身的革命目标，最终放弃了武装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策略[5]。 

4. 对古典政治经济学为资产阶级辩护的批判 

通过拜物教的批判，马克思进一步揭示了存在于拜物教背后的价值论导向——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它不仅是资本家的学术代言人，为资产阶级辩护，而且其理论宣传，促进了拜物教的发展，使工人阶级

在主观上逐渐认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为对于工人阶级而言，他们难以也没有这样的能力自主看清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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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义的本质，只能以社会的表象来理解社会，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视为真理并外化于行。其

中，相较于庸俗经济学，古典政治经济学对于经济事实的遮蔽性更强，影响力更广泛，成为了重要的批

判对象。 

4.1.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私有财产的“卫道士” 

马克思早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开始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时，就发现古典政治经济学

即国民经济学的整个理论中包含着内在矛盾。劳动价值论表明一切价值都只不过是凝结起来的劳动，等

价交换是两个产品之间包含着相等的凝结起来的劳动，按照等量的抽象劳动进行交换。那么按照劳动价

值论的原则，劳动产品本应属于工人，但现实中真正占有劳动成果的却是资本家，身为劳动者的工人却

处于极度贫困的生活状态中，只获得了很小的、没有就不行的部分，得到的是作为工人维持基本生存需

要的那部分即工资，也就是劳动力的价格。 
对此，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解释是：资本是依靠资本家的节俭积累下来的劳动，对推动生产力发展，

国家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有权利占有劳动产品的主要部分。至于工人，

斯密认为“任何一个工人，即使是最贫穷低下的，只要勤俭，就会比任何野蛮人享有更多的生活必需品

与便利品”[6]。由此可见，古典政治经济学竭力掩盖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为了替

私有财产不平等辩护，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以劳动和资本的分离为前提，将私有财产当作天然的、永恒的

既定事实，并且没有对这个事实进行任何进一步的考察。在他们看来，勤奋可致富，工人的贫穷是因为

懒散，而资本家发财致富源于个人的勤奋和节俭，所以才能源源不断地获得大量的私有财产。正是因为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理论自觉和不自觉都在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虽然为理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

联系提供了宝贵的思想材料，但阶级的局限性导致他们的理论存在无法解决的矛盾，涉及到不可触摸的

禁区时，总是戛然而止、半途而废。 
这意味着，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首先必须对古典政治经济学以之为前提的私有财产进行批判，

探究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受压迫的根源。 

4.2. “利润”、“工资”的袪魅：揭开资本主义剥削的真相 

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看来，资本产生利润、劳动获得工资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是根据资本家和工

人占有生产资料和贡献程度作出的合理分配。在分析利润的来源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试图运用理论

论证利润的合法性。在他们眼中，剩余价值等同于利润，资本可以自动产生出利润。资本是凭靠资本家

的节俭积累而成的，那么资本家将自己积累的资本垫付出去进行生产，理应获得补偿，同时工人劳动获

得的报酬就是工资。 
于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遮蔽下，资本神秘的自我增值属性使人们深陷资本拜物教的泥沼。同时，

工资的存在产生了工人似乎已经获取劳动的全部报酬的错觉，造成资本主义社会并不存在剥削的假象，

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事实上，李嘉图曾提出利润来源于资本家对工人劳动的剥夺这一说法，但是他无法将这个问题解释

清楚，陷入了矛盾之中。马克思认为，古典治经济学家之所以无法对利润和工资问题进行科学的分析，

是因为他们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资本家获得的盈利是以利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从剩余价值转化为

利润的这个环节很容易被忽视，“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使一种神秘化完成了，这种神秘化使生产过程的

客体要素主体化”[7]。造成利润似乎就是收入的原始源泉的错觉。于是，马克思通过对劳动和劳动力这

两个不同的概念的区分，指出工人出卖给资本家的实际是劳动力而并非劳动这个事实，表明工人获得的

劳动力的价格不是劳动的全部报酬，而超出劳动力价值的那部分即剩余价值才是利润的真正来源，从而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1.104051


赵斯琪 
 

 

DOI: 10.12677/acpp.2021.104051 293 哲学进展 
 

驳斥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资本能自动产生利润的错误观念，揭露了利润和工资的本质。 

4.3. 理论与现实的背反：虚伪的“自由”和“平等”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通过论证私有财产、利润、工资等经济范畴的合理性，美化了残酷的社会现实，

营造出自由和平等的假想，迷惑工人阶级，为资产阶级剥削他人的行为披上合理的外衣。 
“自由”、“平等”原本承载着资产阶级对于民众新的美好生活的承诺，也是人们对于未来新的社

会制度的期许，但当资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后，它不仅完全成为了遥不可及的理想，而且与社会现实背

道而驰。现实中的无产阶级的生存状况并没有得到很大的改善，从旧的封建关系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却

又身处新的压迫和剥削之中。为了维持这样的社会关系，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为资产阶级虚伪的

平等、自由的理念做辩护。 
首先体现在劳动力商品方面。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将劳动力商品的交易视为自由和平等的体现，他们

声称自由的工人阶级用他们的劳动获取了工资，是等价交换。但事实上，马克思指出，工人自由的前提

是资本家用血腥暴力手段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造成的。正因为这样，才会导致一部分人丧失了生产资料，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除了出卖劳动力以外别无谋生之道。因此，工人看似自主的选择只是被设定好的

结果。生产过程中，工人始终在资本家严厉的监督之下进行长时间的高强度的劳动，并且最终的劳动产

品也不属于工人，拿到的工资并非是劳动的全部报酬，而是很小的一部分，只是维持工人基本生存的必

不可少的部分。与之相反的是，资产阶级身为统治阶级强行占有工人阶级的劳动成果，不断积累财富，

越来越富有，而工人则越来越贫困。  
其次，在消费过程中，货币能购买一切商品，满足人们的需求。资本家和工人作为消费者地位平等，

拥有自由买卖的权利，能用等量的货币购买相同的商品。但实际上诸多条件限制了工人根本不可能满足

自己的需要。首先工人获得的工资，就连维持基本的生存都困难，勿论其他的更高层次的需求了。除此

之外，工人每日的闲暇时间不断被缩减，甚至到了睡眠时间都弥足珍贵的地步，根本没有时间和足够的

体力和精力进行多余的消费。可见，需要的满足对于工人阶级来说是奢侈，但对于拥有大量财富的资本

家而言，不仅可以购买任何商品，而且拥有充足的闲暇时间来享乐。显而易见，平等和自由只是资产阶

级的特权。 

5. 结语 

资本家的经济行为是经济活动中的主体行为，而拜物教是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经济条件下产生的社会

整体现象。在对这两个现象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最终指向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古

典政治经济学实质上是拜物教和资本家经济行为的理论依据和话语体系，其理论力图论证资本主义生产

关系的合理性，确立了资本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自然性和永恒性，并通过社会关系物化的理解掩盖了

拜物教的本质。正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遮蔽下，整个社会陷入了拜物教的束缚，掩盖了人与人之间的

剥削关系，削弱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意志。因此，马克思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深入探究经济

范畴背后的人与人的关系，撕开“自由”、“平等”的遮羞布，为工人阶级实现革命探寻道路。 
通过上述的分析可以得知，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现象的批判逻辑仍然适用于今天，对我们建设美好

生活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指导我们不必过多纠结于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个体行为，更重要的是关注被物

所掩盖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并且不能忽视对传统资本主义理论体系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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