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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关于企业规模的理论 (续)

邱海平

　　三、马克思论机器大工业时代的生产规
模问题

经过 18 世纪的产业革命 ,机器大工业生

产方式代替了工场手工业在资本主义生产中
占据主导地位。“生产方式的变革 ,在工场手
工业中以劳动力为起点 ,在大工业中以生产
资料为起点”。机器大工业与工场手工业的
区别就在于 :在机器大工业中 ,工具机不再是
人手的工具 ,“而是一个机构的工具或机械工
具”。由于“同一工具机同时使用的工具的数
量 ,一开始就摆脱了人手的限制”,同时 ,蒸汽
机提供了巨大的动力 ,从而劳动生产率得到
了巨大提高 ,生产规模也得到空前的扩大。

马克思对“同种机器的协作”与“机器体
系”的区别作了分析。在同种机器的协作中 ,

“总有简单协作重新出现 ,这种协作首先表现
为同种并同时共同发生作用的工作机在空间
上的集结”。在机器体系中 ,“工场手工业所
特有的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又出现了 ,但这
种协作现在表现为各个局部工作机的结合”。
在机器生产中 ,存在于工场手工业中的“主观
的分工原则消失了”,“在这里 ,整个过程是客
观地按其本身的性质分解为各个组成阶段 ,

每个局部过程如何完成和各个局部过程如何
结合的问题 ,由力学、化学等等在技术上的应

用来解决”�λψ。因此 ,如果说在工场手工业中

是生产过程适应于工人 ,那么在机器生产中

则是工人适应于、屈从于机器本身的客观运
动规律 ,工人在实际上隶属于资本。

马克思对 18 世纪产业革命的全过程进
行了详细的考察 ,揭示了在这一过程中各个

产业部门是怎样在工具机的发明推动下相继
发生革命性变革的。马克思的研究表明 ,社

会生产各部门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 ,并力图

保持一定的数量关系 ,一旦某个部门的劳动
生产率由于技术革命而得到巨大的提高 ,那
么 ,各生产部门之间原有的平衡就会被打破 ,

其他部门也会或快或慢地发生技术变革 ,以
形成社会生产各部门新的平衡 ,而这个普遍
的变革过程使全部主要产业部门的技术基础
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从而表现为“产业革

命”�λζ。

产业革命的结果 ,使工业、农业、交通运
输业等主要产业 ,在动力上由机械力代替了
人力、畜力等自然力 ,在生产工具上由手工工
具转变为机械工具 ,制造工具的原料由以木
材为主转变为以钢铁为主 ,从而不仅使已有
的各产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获得了巨大的提
高 ,而且产生了一些新的生产部门 ,例如煤
炭、冶金、化工、机械制造、铁路运输等 ,而所
有这些部门一开始就是“大规模生产方式”,

这完全是由生产本身的技术要求所决定的。
总之 ,产业革命使“大生产”成为占统治地位
的生产方式。现在 ,已经不再是单纯由资本
家的“钱袋”来决定生产的“协作规模”了 ,而
是相反 ,是生产的技术规模对资本家的“钱
袋”提出了要求。

产业革命所确立的机器生产体系 ,不仅
对其中的无产阶级产生深刻的影响 ,而且对

其他一切旧的生产方式产生了革命性的作
用。

首先 ,机器消灭了以手工业为基础的协
作和以手工业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例

如 ,收割机代替了收割者的协作 ,制针工厂代
替了制针工场。即便是手工业生产与机器相

结合 ,那也只是“向工厂生产的过渡”,尽管这
种过渡的过程在不同情况下是不同的。

其次 ,机器生产使传统的家庭工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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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变革 ,这个变革首先表现为妇女、儿童、非
熟练工人的劳动成为“分工的计划”的“基
点”。与此相适应 ,“这种所谓的现代家庭工
业 ,与那种以独立的城市手工业、独立的农民
经济 ,特别是以工人家庭的住宅为前提的旧
式家庭工业 ,除了名称 ,毫无共同之处。现在
它已经变成了工厂、手工工场或商店的分支
机构”�λ{。我们可以看到 ,这种家庭经济与大
企业之间的“分包”关系和从属关系 ,在当代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然是大量存在的。

总之 ,以机器生产为基础的“大工业”生
产方式到处排挤和消灭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
“小生产”,或者使后者从属自己 ,这就是产业
革命以后产业组织发展变化的基本趋势。正
是基于这一客观事实 ,马克思进一步提出了
资本积累和资本集中的理论。

四、马克思论资本积累和资本集中问题
马克思不仅从生产力发展角度 ,系统地

考察了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发展过程中
所呈现的产业组织变动的主要倾向及其对工
人阶级的影响 ,而且进一步从资本主义经济
制度、从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经济运行机制出
发 ,对资本主义生产规模、企业规模和资本规
模的发展规律和历史趋势 ,进行了理论总结 ,

这一工作正是在他的资本积累理论中进行
的。

马克思对资本积累的全部理论分析 ,都
是以剩余价值规律为基础的。因此 ,追求剩
余价值的最大化 ,被理解为资本家进行资本
积累和资本集中、从而扩大生产规模和组织
规模的持续不变的动机和动力。同时 ,马克
思从自由竞争的前提出发 ,进一步指明了竞
争对于生产规模和企业规模发展影响。

首先 ,我们看一下资本积累同生产规模
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由于资本家总是追求
剩余价值的最大化 ,而在其他条件相同或不
变的前提下 ,剩余价值量与资本量成正比 ,也
就是说 ,要想取得更大的剩余价值 ,就必须不
断地增大资本量 ,于是 ,把剩余价值的一部分
再转化为资本就成为每一个资本家的必然选
择。因此 ,在马克思看来 ,资本积累和生产规
模的扩大就是资本发展的必然的内在趋势。

但是 ,单纯的货币资本的积累 ,并不直接

就是剩余价值的增加 ,其中必须要通过扩大
再生产过程。全部过程包含两个阶段 ,一个
阶段是将产品出卖 ,实现商品的价值和剩余
价值 ,一个阶段是将已经积累的一部分剩余
价值 (货币形态)再转化为生产资料或劳动力
(如果不能从内涵或外延方面增加对就业工
人的剥削 ,就必须雇用追加的劳动力) ,即必
须购买到用于扩大生产规模的追加生产资料
或劳动力。这两个阶段不仅不是一回事 ,而
且它们也并不是总能自动实现的。生产过程
的实现完全依赖社会再生产所需要的内在秩
序和比例是否能够得到保持 ,马克思在《资本
论》第 2 卷第三篇中对此作了严格的科学论
证。不仅如此 ,单个资本家是否把已经积累
的货币资本再投入到实际的生产过程中去 ,

还取决于他们的投资是否能够给他们带来至
少不低于平均水平的资本利润率。然而 ,马
克思关于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的理论
表明 ,资本会像人口一样出现过剩问题。资
本的过剩也就意味着资本在货币形态上的滞
留 ,意味着资本运动的中断和停止。

可见 ,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实现并
不是自动的、无条件的。相反 ,它会经常遭受
挫折和阻碍。从而 ,通过资本积累、扩大生产
规模和企业规模虽然是一般的必然趋势 ,但
是它并不是一条直线发展的道路。在研究资
本积累对于工人阶级状况影响的时候 ,马克
思事实上在假设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都能
实现的前提下展开自己的研究的。这是一种
合理的抽象。但是 ,如上所述 ,我们决不能把
理论上的合理假设直接当做客观事实本身。

对于每一个单个资本家来说 ,产品的市
场规模是他实现资本积累和扩大生产规模的
不可逾越的界限 ,而市场规模本身 ,从根本上
来说 ,不是取决于流通和广告 ,而是取决于由
社会再生产的内在规律所决定的比例关系。
因此 ,从直接的意义上说 ,资本生产的产品的
市场规模决定了生产规模、资本规模和企业
规模。如果说社会对产品的最终需求规模是
大小不同的 ,那么 ,生产这些产品的最终生产
规模也是大小不同的。对于一部分资本家来
说 ,在特定的生产领域内 ,他并不能无限制地
扩大自己的生产规模和资本规模 ,这一点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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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对资本积累是一种限制 ,而且对于资本集
中同样也是一种制约。

我们再看一下资本集中同生产规模、资
本规模和企业规模之间的关系。资本集中就
是资本的合并 ,就是“资本吸引资本”。资本
集中的直接结果 ,同样是单个资本的增大。
与资本积累相比而言 ,资本集中的特点在于 ,

“集中的进程决不限于社会资本实际增长
量”,通过资本集中来实现单个资本的增大比
资本积累要快得多。马克思指出 :“假如必须
等待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 ,

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在马
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中 ,资本集中占有重要
的地位。

资本集中的动力是什么呢 ? 从根本上来
说仍然是资本家对剩余价值最大化的追求。
那么为什么对剩余价值最大化的追求就必然
导致资本集中呢 ? 马克思对此所作的理论解
释是“同资本积累的原因一样 ,剩余价值量与
资本量成正比 ,所以 ,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必
然通过资本最大化来实现”。因此 ,资本最大
化既是竞争的手段 ,也是竞争的结果。在竞
争中之所以总是“较大的资本战胜较小的资
本”,是因为“竞争斗争是通过使商品便宜来
进行的。在其他条件不变时 ,商品的便宜取
决于劳动生产率 ,而劳动生产率又取决于生
产规模”�λ|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 :“工业企业
规模的扩大 ,对于更广泛地组织许多人的总
体劳动 ,对于更广泛地发展这种劳动的物质
动力 ,也就是说 ,对于使分散的、按习惯进行
的生产过程不断地变成社会结合的、用科学
处理的生产过程来说 ,到处都成为起点。”�λ}

马克思分析了资本集中的趋势“比以往
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的原因 :一是“随着资
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发展 ,竞争和信用 ———
集中的两个最强有力的杠杆 ,也以同样的程
度发展起来”;二是“资本的增进又使可以集
中的材料即单个资本增加 ,而资本主义生产
的扩大 ,又替那些要有资本的预先集中才能
建立起来的强大工业企业 ,一方面创造了社
会需要 ,另一方面创造了技术手段”。

我们可以看到 ,马克思对于资本集中的
分析 ,一方面是以产业革命以后所呈现的工
业生产规模与近代科学技术的应用特点紧密
相关的客观事实为依据的 ,另一方面又是从
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作用出发来进行的。我
们认为 ,马克思的这种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
法和思路是科学的 ,同时 ,这种分析方法也决
定了马克思对资本集中所得出的结论必然是
历史的。

正是根据产业革命以后生产和资本集中
化的主要趋势 ,马克思提出了资本集中的“极
限”:“在一个生产部门中 ,如果投入的全部资
本已溶合为一个单个资本时 ,集中便达到了
极限。在一个社会里 ,只有当社会总资本或
者合并在惟一的资本家手中。或者合并在惟
一的资本总公司手中的时候 ,集中才算达到
极限。”马克思根据资本集中生产社会化的发
展趋势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论。

事实证明 ,我们只能把这种集中的极限
理解为每一个资本家的主观愿望 ,而不能把
它理解为必然的客观结果 ,因为在这种集中
的极限出现以前 ,又有一系列因素在促进资
本的分散和小型化 ,从而起着抵消资本集中
作用。甚至在资本主义限度内 ,资本集中是
不可能达到它的“极限”的。也正是因为生产
集中和企业大型化受到生产分散化和企业小
型化的抵消 ,从而使“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
结论在现实中还只是表现为一种“历史的发
展趋势”。

(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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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

�λψ 马克思 :《资本论》,第 1 卷 ,第 417 页 ,人民出版社 ,

1975 年出版。

�λζ 可见 ,“产业革命”不同于“工业革命”,也不同于“科

技革命”和“技术革命”。

�λ{ 马克思 :《资本论》,第 1 卷 ,第 506 页 ,人民出版社 ,

1975 年出版。

�λ| 马克思 :《资本论》,第 1 卷 ,第 686～687 页 ,人民出

版社 ,1975 年出版。

�λ} 同上书 ,第 6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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