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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价值在《资本论
》的不同篇章节中具有了多重内涵，这无疑对理解和把握它增加了难度。理解
这个问题的关键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的抽象上升
到具体的方法论。

剩余价值概念的多重内涵

剩余价值理论
是马克思的两个重大理论贡献之一，也是《资本论》中最为核心的概念。然而
在三卷本的《资本论》中，“剩余价值”呈现多副“面孔”，归纳起来，大致
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典型内涵。

第一，剩余价值是原预付货币之上的增殖额。在完成了对商品到货币的逻辑分
析过程之后，马克思以货币为起点分析资本并提出了著名的资本总公式，即G-
W-G′。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关键就是货币增殖，这个增殖额就是剩余价值。

第二，剩余价值是劳动力价值的增殖额。价值差额并不是劳动力价值和劳动力
在劳动过程中的价值增殖之间的价值差额，而是指劳动力所创造的新价值与劳
动力价值之间的价值差额。

第三，剩余价值是产品价值超过生产要素价值总的余额。马克思将剩余价值定
义为：“劳动力发挥作用的结果，不仅再生产出劳动力自身的价值，而且生产
出一个超额价值。这个剩余价值就是产品价值超过消耗掉的产品形成要素即生
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价值
而形成的余额。”超额价值就是剩余价值，是劳动力价值的增殖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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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时间
的凝结，是对象化的剩余劳动。马克思特别强调从价值的角度去理解剩余价值
：“把剩余价值看做只是剩余劳动时间的凝结，只是对象化的剩余劳动，这对
于认识剩余价值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剩余价值本质上依然是价值，而价值
实体是抽象劳动
，商品的价值量是以凝结在其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数量衡量的。

第五，剩余价值是超过商品成本价格的余额。马克思在分析商品价值的时候将
商品价值划分为了两个部分，即成本价格和超过成本价格的余额，这个超过商
品成本价格的余额就是剩余价值。马克思在这里对剩余价值的定义突出了商品
价值实现过程之中商品流通的重要性。

第六，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是活劳动。马克思在解释不同生产部门利润率差异
的时候提到了剩余价值的源泉，“在不同生产部门，总资本中大小相等的各资
本，包含着剩余价值的大小不等的源泉，而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是活劳动。”
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不同，可变资本大小不等，活劳动
与可变资本等价，因此，剩余价值在不同部门的大小不等，却只有一个源泉就
是活劳动。

第七，剩余价值体现为剩余产品或无酬劳动对象化成的可除部分。马克思提出
：“资本主义
的生产过程，实质上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而剩余价值体现为剩余产品或体现
为所生产的商品中由无
酬劳动对象化成的可除部分。”资本主义生产
的整个过程以剩余价值生产为中心，并且在物质层面表现为剩余产品生产，在
价值层面体现为无酬劳动的对象化。

剩余价值多重界定之间的内在逻辑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方法，是马克思
构建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体系的方法论基础。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逻辑体系之中，首先给出的最基本的抽象就是商品概念
，以商品为起点，马克思由商品的二因素、劳动的二重性出发，发现商品内部
所蕴含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商品形式是价值自我实现的形式，它经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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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
个别和偶然的价值形式、总和的和扩大的价值形式，由此发展到货币形式。

货币如何转化为资本呢？这就是资本总公式。从资本总公式可知，资本意味着
货币增殖。只有比预付货币额多才是真正的资本，失去了增殖的结果，资本的
过程就是毫无必要的。资本总公式能够成立就因为有增殖的△G，也就是剩余价
值。资本总公式是高度形式化、抽象化和普遍化的，它表明剩余价值不是在流
通中产生，然而却又离不开流通。这种抽象造成的是第一个内涵的剩余价值的
高度形式化、抽象化和普遍化。

理解了剩余价值第一个内涵的抽象地位，便可知，与其相比较，其他六个内涵
的剩余价值都是对它的具体化。

第一，找到货币增殖的关键。增殖的货币只能来自劳动量本身的增加。流通中
的货币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货币转化为与购买劳动力相关的资本。另一部分
货币转化为与生产
资料相关的资本。只有将预付货币转
化为不变资本
和可变资本，一部分用以购买生产资料，另一部分用以购买劳动力商品，资本
总公式才能真正从抽象化的形式转化为运动的资本过程。资本家购买的并不是
劳动，而是劳动力。劳动力作为特殊商品，它能够创造出比自身价值更大的价
值。这正是货币增殖的关键。劳动力价值的增殖额就是劳动力所创造的新价值
与劳动力价值的差额，也就是剩余价值。从生产要素或物质要素的角度看，它
自然就是新产品的价值超过生产要素价值的总的余额。

第二，明确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特质。剩余劳动并非资本主义的特殊现象，人
类要可持续发展
，就需要存在剩余劳动。剩余价值的特殊性在于它的资本主义性质。资本主义
社会制度之所以与其他剥削制度不同，就在于它获取剩余价值的方式不同，它
采取的是雇佣劳动制度
。资本主义社会的剩余价值剥削因为雇佣劳动制度的存在，以表面上的等价交
换掩盖了其剥削本质。

第三，剩余价值的具体实现。剩余价值的实现依赖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整个过程
。《资本论》第三卷对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分析，实现了对剩余价值分析的
具体化。首先，剩余价值率
转化为利润率进而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剩余价值是超过商品成本价格的余额
。利润只能由剩余价值转化而来，此时的剩余价值与利润是一致的。然而，一
旦剩余价值获得了利润这一转化形式，剥削的本质就会被遮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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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剩余价值在其形式化与具体化的
道路上越走越远，剩余价值就被遮蔽得更加严实，特别是在平均利润率形成之
后，产业资本
、商业资本、生息资本、土地所有者按照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规律获得他们
的利润，利润是资本家的预付资本
作为整体产生的余额，与剩余价值似乎没有关系。为了破除资本拜物教的遮蔽
，马克思才强调利润或者剩余价值的产生虽然离不开生产资料或不变资本，但
是，其源泉只能是活劳动。

剩余价值概念从抽象走向具体的过程是剩余价值几个内涵之间的基本逻辑关系
，这符合马克思《资本论》的叙述逻辑。以形象化的比喻，可以将《资本论》
三卷视为资本进行剩余价值剥削的“‘犯罪现场’、‘洗钱’和‘分赃’”。
不过，需要明确的是，这几个内涵之间虽然在内容与角度上存在差别，却是一
个有机整体，马克思重点分析某一内涵的时候并没有忽视其他内涵，不同内涵
之间相互确证，互为补充。更为重要的是，随着《资本论》三卷论证逻辑不断
由抽象上升到具体，这些有关剩余价值概念的论述也不断由抽象的规定回归到
思维的具体，并以整体性来完整展现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现实启示

随着时代的发展，当今时代与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变
化，特别是随着科学技术的提高带来的自动化生产，无人车间的出现，西方福
利国家建设的不断完善，剩余价值理论的分析范式经常处于“失语”状态。但
是，如果我们以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去理解剩余价值概念，便会发现，其
抽象意义上的内涵仍然是我们把握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的根本性指导，这深
刻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我们迫切需要在这一抽象的本质基础上找到属
于当今时代的具体化转化方式。与此同时，马克思通过剩余价值概念对劳动者
历史主体地位的论证、对资本拜
物教的批判与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同向同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那样，发展当代中国哲学社会
科学，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使马克思主义经典
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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