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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本有机构成与利润率的关系与模型

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理论指出，资本有机构成越高，

利润率越低②。但论文认为，这一理论应加一个限制，即这

是考虑到社会生产率一定的前提下，当社会生产率固定时，

资本家采用资本购买固定资本生产工具替代活劳动③。

数字化条件下，资本家只需要购买固定资本的生产设

备，生产工具具有智能化，完全可以替代所有的活人类进行

生产，实现商品生产和商品销售的所有环节。在逻辑上假设，

资本家投入成本在固定资本上，此时资本家解雇了所有的活

劳动力，此时资本有机构成很高，假设此时生产工具的普遍

社会效率稳定，且达到了较为合适的稳定的价格，而且资本

家生产的商品完成了销售环节。那么此时，资本家获得的利

润比雇佣工人来的高。那么，当资本家完成原始积累后，完

全不需要活人类④，假定生产的商品售卖成功，那么便可以

实现利润的获取。这是在逻辑上行得通的。因此，当资本家

获得原始积累后（通过早期社会化生产过程中的剩余价值的

积累）。在数字化条件下，依靠原始积累，便可以不断获得

当时剩余价值的“利息”。如果全社会资本家都这样，那么

此时资本再生产循环将发生危机⑤。

1.1 资本有机构成与利润率的关系
资本有机构成的提升，带来的利润率的变化，需要先

考察此时该行业的普遍社会生产率是否达到均衡⑥。当处在

技术发展时期，普遍社会生产率处在不稳定时期，此时，资

本家采用固定资本增大的方式，提升生产效率，获取超额利

润。此时，从短期和长期看，均是资本有机构成升高，利润

率升高。因为从短期看，资本家获取超额利润，资本有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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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升高，利润率升高。从长期看，因为长期内社会生产率在

持续提升，此时社会生产率是非均衡状态，如果长期社会生

产率持续增高。那么长期看，资本家采用固定资本投入提升

生产率高于社会普遍生产率，持续获得超额利润，带来资本

有机构成升高，利润率升高。

例如，采用先进技术的公司，由于生产效率超过了社

会普遍生产率⑦，获利润提升，此时利润率上升⑧。同样，

也可用西方经济学中，均衡理论解释⑨。在社会生产率⑩达

到均衡并稳定的情况下，长期看利润率下降。利润率上升或

下降受社会生产率稳定性制约 11。当社会生产率处在不稳定

如提升状态时，资本有机构成升高，利润率升高。如社会生

产率长期状况一直处在上升状况（不稳固状态），长期看，

资本有机构成提升，利润率上升。

1.2 推论与应用：投资公式模型
F= △资本有机构成 × △利润率

△资本有机构成 = 本年资本有机构成 - 上一年的资本有机构

成数值

△利润率 = 本年利润率 - 上一年利润率

当 F ＞ 0 时，可以投资；当 F ＜ 0 时，利润低谨慎投

资或不投资。

2 资本有机构成，利润率与工资的关系及剥
削问题

2.1 衡量资本家剥削的程度的指标：边际剩余价值

量 Mm
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利润率上升，带来资本家剥削程

度的加深。论文提出，边际剩余价值：在一定的生产条件下

的自由市场中，假定汇率不变，所有资本家的企业是处于自

由竞争状态，此时，一单位商品售出后 12，在这个社会生产

普遍条件下，在此普遍生产力技术不变条件下，市场上售卖

的每一个商品所兑换的货币基准量，如一元货币基准单位所

对应的剩余价值量。边际剩余价值，或边际剩余价值量以

字母 Mm 表示。它由凝结在社会中的抽象社会劳动生产率 

决定13。

定义概念：工人一个月内创造的工人剩余价值量 Pm 14

为，Pm=E	X	Mm。

应用：在一定的时期下，假如 A 厂工人工资高于 B 厂，

根据上述定义，那么 A 工厂的工人被剥削的剩余价值量一

定比另一 B 工厂高15。后面实证环节也证明了此结论正确。

2.2 关于资本家采用技术后的资本有机构成，利润

率与工资的关系及剥削问题

2.2.1	传统工业社会
关于资本剥削方面，市场中有 A 企业与 B 企业，从事

同一行业的商品生产。此时，A 用高科技，购买先进的固定

资本生产工具，提升生产效率，生产时高于社会普遍劳动生

产率。此时单位时间内，A 生产更多产品，成功售卖后，A

虽获得更多利润，但 A 厂工人此时，没有提升工资。B 企业，

未采用高科技，采用社会普遍劳动力水平生产。B 厂工人此

时也没有提升工资。推演如下16 17：

Pma=Ea×Mm+Ea×MmN；所有 A 厂工人创造的剩余

价值为：Pma.n=(Ea×Mm+Ea×MmN).n；B 厂一工人剩余

价值为：Pmb=Eb×Mm；所有 B 厂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为：

Pmb.b=(Eb×Mm).b；同时由于此时，A 厂的生产率 LpNa ＞ 

社会普遍生产率 Lp，( 字母 N 表示超额 ) 此时，A 厂工人创

造更多的剩余价值，也表示着 A 厂工人被剥削程度更高。

工业时代，商品价值生成与转移中，不变成本 c 占据

很大成分，也可称为相对剥削。数字化条件下，商品价值生

产与转移中，可变成本 v 参与并占据很大部分，此时称为绝

对剥削。

2.2.2	在数字化条件下，弱人工智能时期的社会

数字化技术使社会生产力发展迭代，A 工厂与 B 工厂

为生产软件的企业。同样 A 厂采用数字技术，B 厂未采用，

条件同上。此时，A 厂购买数字化设备和数字手段，实现了

生产率高于社会生产率，即 LpNa ＞ Lp。同时，A 厂为了

防止工人流失或者跳槽，采用提升 A 厂工人工资的方式。

推演如下18 19：此时，A 厂一个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为：

Pma=Ea×Mm+Ea×MmN；所有 A 厂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

为：Pma.n=(Ea×Mm+Ea×MmN).n；B 厂一工人剩余价值为：

Pmb=Eb×Mm；所有 B 厂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为：Pmb.

b=(Eb×Mm).b；由于 A 厂工人涨工资，A 厂工人工资 Ea＞

B 厂工人工资 Eb。Ea＞ Eb。

表示随着数字化程度加深，A 厂工人相比 B 厂创造更

多的剩余价值，也表示着 A 厂工人被剥削程度更高20。

此例子表示21，数字化使资本家获取更多剩余价值，剥

削程度更高，工人获得收入增多的同时，但被资本家剥削程

度也更高。此时，资本家利润增多，资本家利润率增高，资

本有机构成下降，资本家采用先进数字技术，工人工资升高，

但被资本家剥削的程度也更高。推演，如在高级人工智能时

代，则资本有机构成提升，利润率提升。也是此理论框架上，

不再赘述。

3 实例证明

3.1 外国的实例证明

美国私人企业一般利润率自在 34 年的时期 22里趋向下

降 23。但从 1982 年到 2015 年长达 33 年的时期里趋向上升24 25

这均上文中，我们指出的趋势一致。这也从侧面印证了我们

上述理论模型的正确 26，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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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一般利润率变化

3.2 中国实证检验

通过中国计量实证，证明了从总时间段上（2007—

2021 年）呈现结果是，公司采用新数字技术，利润率上升，

工人工资上升27。

3.2.1	样本选取数据来源于模型构架
选取 2007—2021 年中国沪深全部 A 股上市公司作为初

始样本，使用年度数据进行研究 26。根据条件筛选样本 28。

最终得到 35559 个“企业年度”观测值构成非平衡面板数据，

保证了研究结论的可信度。

①被解释变量，员工工资 Salary。②核心解释变量，

Digit。选取上市公司年报中“企业数字化转型”等关键词

的词频统计，并采用科学方法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指标

体系 26。③控制变量：为提高研究精度，加入控制变量 29。 
④模型设定。

针对论文数据，使用此模型30：

3.2.2	实证模型检验研究——固定行业和年份的双向

固定效应模型回归
①描述性统计。

对各个变量的样本量、均值、标准差、最小值、中位

数以及最大值分别进行了详细的描述31，见表 1，表 2。

②相关性分析。

如表 1、表 2 所示，论文所用变量相关系数绝对值未超 

0.75 32，表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实证回归模型可靠33。

③回归分析与假设检验。

核心解释变量 Digit 对 Salary 产生正向影响34，且在 5%
水平上显著，即在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企业数字化程度越

高，将使员工薪酬占企业总净利润比重提高 26，见图 2。

3.3 异质性与稳健性实证检测验证

3.3.1	异质性检验与进一步分析
制造业组，正向。批发零售，正向显著。信息服务也，

正向35，如图 2 所示。

3.3.2	稳健性检验
结论：企业数字化程度提升，利润提升，利润率提升，

员工薪酬绝对值。

表 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 2 变量间的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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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解释变量 Digit对 lnSalary、Salary2 和 Salary3 36均呈

现正向影响37（见图 2）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即在其他条

件相同的情况下，企业的数字化程度越高，员工薪酬的绝对

值38、占营业总收入的比重以及占总资产的比重均会提高26。

4 经济增长的模型

经济增长模型为：经济增长变量指标为资本、技术和

劳动力（或劳动人数）。技术提升生产率。活劳动的人数，

直接影响可变资本的供给价格。活劳动人数决定着参与劳动

的人的供给水平，同时决定着资本再生产的顺利实现水平的

商品销售价格方面的供给需求水平。即，当活劳动少的时候，

资本再生产发生将产生困难，变相增加劳动力供给难度和可

变资本成本价格（人少，使得可变资本价格升高）。因此，

从长期看，在均衡基础上，活劳动人数应该保持较多为好。

如何应对，可参考论文理论框架 5 。（另外，在经济社会中，

人在满足基本的生存消费后，一定程度上价值观将影响消费

的供给与需求 39。当价值观变化后，消费有所变化，消费品

的供给与需求也将变化 40。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价值观

影响着资本，或资本作用着价值观。）

5 关于学者的片面观点

5.1 李嘉图

李嘉图指出利润的高低和工资的高低成反比 41。从上述

研究结论看，李嘉图的研究具片面性。在数字化条件下，资

本有机构成提高，利润上升，且利润率上升，同时在岗工人

工资上升。

5.2 置盐信雄
置盐信雄考察了马克思的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并

马克思利润率理论质疑，并提出以下三点。①资本家引入的

新的生产技术真的必然提高劳动生产率吗？②提高劳动生

产率的生产技术通常会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吗？③新生产

技术对利润率有着对立的双重影响：增加剩余价值率以及提

高资本有机构成。然而，为什么利润率有下降趋势呢？42“除

非实际工资率有足够高的上升，否则资本家引进的技术创新

不会降低一般利润率。” 43的观点。后来，西方学者把这个

结论称为“置盐定理”。

关于这几点，在论文的框架下，可以看出，置盐信雄

未回答的问题，读者可清晰地迎刃而解。

5.3 斯维奇的研究内容回顾与引发的争论
首先，斯威齐 44 认为 45，由于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

着产业后备军，它起着压低实际工资提高剩余价值率的作

用，实际工资的增长幅度不可能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幅度相 

同。 46其次，斯维奇认为，如果资本有机构成和剩余价值率

均为可变，利润率的变化方向不能确定。47最后，斯维奇认为，

从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着手进行分析，是不可能证实利润率

的下降趋势的48。

从论文的框架和内容看，斯维奇的问题也迎刃而解。

由于篇幅有限，可根据论文的理论和观点自行理解，

在论文的理论加持下非常简单和好回答和好理解，在此不再

赘述。

注释
①指出，在社会生产率达到均衡并稳定的情况下，长

期看利润率下降。利润率上升或下降受社会生产率稳定性的

制约。当社会生产率处在不稳定如提升状态下时，资本有机

构成升高，利润率升高。如果社会生产率长期状况一直处在

上升状况（不稳固状态），那么长期看，资本有机构成提升，

利润率上升。并通过实证与模型证明了上述观点理论。同时，

提出了边际剩余价值理论，该理论指出并可以解释，在生产

力上升状态，资本家持续获得超额利润，对工人的剥削程度

持续增大。虽然工人工资上升，但是工人收入与所创造价值

图 2 回归结果，异质性检测与稳健性证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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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应得价值不符，工人受剥削程度加剧。

②论文认为，马克思的资本有机构成理论指出，长期

看资本有机构成下提高，利润率下降。在工业时代可以，但

在数字化条件下并不一定完全成立。

③因为此时，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同时由于市场内资

本家普遍购买这种生产工具替代活劳动，造成市场内供给变

化，商品生产供大于求，利润率下降。这是普遍成立的。

④同时，也可假定，如果此时假设资本家购买设备后

只雇佣一名工人，那么此时，资本有机构成升高。

⑤ Zhaocheng	Wang.Value	Finance	Theory[J]. 经 济 科 学

研究 ( 英文 ),2022,5(4):1-7。

⑥论文提出资本有机构成与利润率关系模型：假定社

会生产率不变，或生产率均衡，那么当资本有机构成提升，

利润率呈现下降趋势。在某时段里，没有持续不断的技术进

步，且生产率达到均衡状态，此时资本有机构成提升，利润

率下降。从长期看，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利润率下降。资

本有机构成提升，利润率下降，受社会普遍生产率 P 的变

化的制约，如 P 经常上升，在一段时间内 P 常呈现上升趋

势，那么利润率将不一定随着资本有机构成上升而下降。所

以需要规定一定的时间段，另外考察该时间段内，该行业的

P 是否存在持续变化，该行业的社会普遍生产率 P 是否为较

为固定状态，或 P 是否处于均衡状态。当某个观测时段没

有技术革命或 P 相对稳定，那么该行业，在该时段内，随

着资本有机构成提升，利润率下降。

⑦当公司采用数字化技术后，获取了超过该行业一般

劳动生产率的生产效率时，该公司通过采用新技术，获得了

超额利润，也获得了超额剩余价值。

⑧从分析视角上看，可参考我们分析的短期和长期视

角，主要依照社会普遍生产率是否短期稳定或长期稳定。如

社会生产率长期平稳且均衡，且无上升，此时：资本有机构

成上升，利润率降低。或者资本有机构成降低，利润率升高。

⑨假设市场其他因素不变，当这个行业的市场中产生

均衡价格后，边际成本，等于边际平均成本，等于价格，此时，

产生均衡，此时，市场的生产效率为均衡生产效率。当这个

公司的资本家采用新的数字技术提升生产力后，该公司生产

效率高于社会普遍均衡生产效率，此时该公司资本家获得更

多利润。即短期看，资本家投入固定资本到数字技术上，资

本有机构成提升，提升生产效率，提升利润，提升利润率。

但是当普遍生产率均衡且没有变化时候，长期看，资本有机

构成提高，将伴随着利润率下降。

⑩普遍生产率，也是社会生产率，指的是抽象上、宏

观上看，普遍社会生产这种商品时候的生产效率或生产率。

11 所以，关键在于在考察时研究对象当时所处的市场

中，市场中普遍生产率是否是达到均衡状态，并保持均衡状

态不动。

12 马克思指出，价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社

会必要劳动时间下，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以及

在此技术生产条件下的生产力水平中，的普遍社会劳动时间

凝结的价值。此时在此技术条件与时期下，应该对应的抽象

出以下概念。

13 另外，边际剩余价值量，与，一个单位商品内一定

时间内凝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无差别的人类劳动，这两个概

念都是受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影响的。

14商品卖出后，资本家付工人工资 E，E 乘以 Mm= 此

工人创造的单工人剩余价值量 Pm。此时，定义概念，一个

工人单位时间内创造的剩余价值总量，以字母 Pm 表示，如

以一个月为例，此月此工人收入工资为 E。

15 A 工厂中工人工资 Ea 表示，B 工厂工人工资 Eb 表

示。因为，此时这个 A 工厂工人一个月创造的剩余价值 ma

为 Pma=EaxMm，而另一工厂 B 工人一个月创造的剩余价

值 mb 为 Pmb=Eb×Mm，由于工资 Ea ＞ Eb，所以 Pma ＞

Pmb, 即 ma ＞ mb。所以所有工人人数加起来的这个 A 工厂

剩余价值量＞ B 工厂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量。

16 此时，A 厂工人人数与 B 厂人数 n 相等情况，A 工

厂工人人数以 na 表示，B 工厂人数以 nb 表示。A 一个厂工

人以 Pa 表示，B 厂一个工人以 Pb 表示。A 厂购买先进生产

设备花费资本，A 厂不变成本 c 发生变化，同时，A 厂未涨

工资，表示 A 厂可变成本 v 未发生变化。A 厂资本有机构

成 =c/v，增大。B 厂资本有机构成不变。

17 此时，A 厂一个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为：A 工人工

资（Ea）乘以边际剩余价值量（字母 Mm 表示），加上 A

工人工资（Ea）乘以每单位超额边际剩余价值量（MmN），

等于 A 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Pma）。每单位超额边际剩余

价值量：指资本家采用先进技术，带来生产效率提高与生产

力提高，带来的超过社会一般劳动生产率产生的超额剩余价

值，这种超额剩余价值作用于边际剩余价值量上，称之为超

额边际剩余价值量。工人一个月的剩余价值（m），由工资

（E）乘以边际剩余价值量（Mm）加上工资（E）乘以每单

位超额边际剩余价值量（MmN）的和组成。

18 此时，B 厂工资没变。因为，此时的软件商品，价

值普遍由工人的活劳动创造，可变成本 v 成为商品生产与价

值转移的主要力量。工人形象的成为高级“生产机械”。此

时期企业固定成本投入相对较少。数字化条件前期如弱人工

智能时代的劳动力市场，供小于求，高级编程工人缺失。资

本家为了让稀缺的工人留在企业，而主动被迫提高薪资，避

免工人缺失带来的生产波动，之后后期，供大于求时期，将

变化工资，工人工资将降低。

19此时，资本家投入 c上资本减少，A 工厂工人涨工资，

可变成本 v 上升，A 厂的，资本有机构成变化，即，A 厂资

本有机构成 =c/v，此时，c 减小，v 增大，此时资本有机构

成减小。B 厂资本有机构成不变。

20 此时，A 厂工人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也表示着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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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工人被剥削程度更高。同时由于 A 厂工人涨工资，Ea＞

Eb，此时，数字时代弱人工智能时期，比工业化时期，A

厂比 B 厂，资本家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

21 这个研究同样可以放大到，数字化条件下初期的，

所有采用数字化技术的行业企业中，也是适用的。

22 数据来源：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Industry，

U.	S.	Economic	Account，http:	//www.	bea.	Gov。从 1982 年

到 2015 年长达 33 年的时期里趋向上升。这意味着一般利润

率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确实趋向下降，但从更长的历史时期

看未必是趋向下降的。

23 1948—1982 年。

24此时，1982 年到 2015 年这个时期，正是计算机发明

并应用的时期，数字化不断融入经济市场中的各种主体，随

之带来了生产效率的不断提升。随着数字化融入的场景增

多，功能增强，带来了社会各行业普遍生产效率的不断提升。

假定某一个行业领域，随着数字化技术的融入，该行业内不

断有公司采用数字化技术，由此带来了生产效率的提升。此

时，该行业的普遍生产效率处于非均衡状态，且不断提升。

在该阶段的某个时间点上，该行业中，高于此时该行业此

时一般生产效率（以 P 表示）的公司获得超额利润，低于 P

的公司慢慢被市场淘汰。但此时，由于数字化技术不断发展，

不断有新的技术产生，该行业的普遍生产效率 P 也处在不

断增高的状态，且 P 始终未达到均衡状态。由此，带来了

该行业的企业争先采用新的数字技术或新技术，不断提升生

产效率，获取超额利润。由于产生均衡的生产效率 P，所以，

此时这些不断采用新技术的公司，都获得了超额利润，都在

不停地更新技术。所以，从阶段上的数据看，这些行业的公

司的资本有机构成都是提高的，同时，这些公司的利润率也

是上升的。

25如将此时间段（1982—2015 年）平均生产率提取出，

作为均衡不变生产率考察，做为该时段的平均生产率考察。

那么在这个考察维度上，将必然可以看到，公司随着资本有

机构成提高，其利润率是下降的。

26 Zhaocheng	Wang.	Supply	and	Demand,	Tax,	Income,	

Profit	and	Proof	of	Goldbach’s	Conjecture-Logic	 is	 the	Basis	

of	Correct	Mathematical	Measurement[J]. 经济科学研究 ( 英

文 ),2022,5(4):22-33。
27 同样，当今从论文上述模型的结论看，从（2007—

2021 年）15 年 35559 个上市公司“企业—年度”观测值构

成的非平衡面板数据的，基于固定行业和年份的双向固定效

应模型的回归的实证显示了随着公司采用数字化技术，资本

有机构成提高，同时带来了利润率上升，工人工资上升。也

是同样的论证道理，证明了本论点的正确性。从总时间段上

（2007—2021 年），计量实证结果显示，公司采用新数字技术，

公司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利润率上升。

28 A. 剔除金融行业样本；B. 剔除 ST、SST、*ST 和

PT 类的样本；C. 剔除相关变量存在缺失值和异常值的 

样本。

29包括企业年龄（Age）取值与定义：（统计日期 - 企

业成立日期）/365。企业营收规模（Sale，对数化处理）。

股权集中度（Top1，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之和）。还 

包括，企业规模（Size）：总资产的自然对数值。企业资本

结构（Lev）：总负债 / 总资产。企业成长能力（Growth），

定义与取值方式为：（本年度营业总收入 / 上年营业总收

入）-1。经营净现金流比率（CFO）：经营净现金流 / 总资产。

企业属性（SOE）：若企业的实际控制人为国有性质则赋值

为 1，否则赋值为 0。年份（Year）：年份的虚拟变量。

30在上述模型中，下标 i 和下标 t 分别表示企业个体和

年份；β0 代表截距项，β1 表示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φi

表示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µindustry 和 µyear 分别表示行业

和年份层面上的固定效应；εi,t 表示残差项。

31 从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各个变量的各项统计

特征均在合理范围之内，详见表 2 所列，在此不再赘述。

32使用 Pearson 系数和 Spearman 系数进行相关性分析，

检验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和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表 2

展示了相关性检验结果，左下角为 Pearson 系数，右上角为

Spearman 系数。

33当变量相关系数绝对值大于 0.75 时，会导致多重共

线性问题严重，出现偏差；0.5 到 0.75 之间表示中度相关； 

0.25到 0.5之间表示低度相关；小于 0.25表示极弱或不相关。

34 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行业和年份的双向

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可以得到准确的结果。从固定行业和

年份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可看出。且通过上市公

司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行业和年份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

回归，可以得到准确的结果。

35制造业组的回归结果显示，Digit 对 Salary 有正向影

响，但影响不明显。批发和零售业组的回归结果显示，Digit

对 Salary 有正向影响且显著，影响较大。信息传输、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组的回归结果与制造业组类似，Digit 对

Salary 有正向影响但影响不明显。

36 lnSalary，员工薪酬绝对值；Salary2，员工薪酬占

企业营业总收入的比重；Salary3 员工薪酬占企业总资产的

比重。

37经固定行业和年份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回归分析。

38 企业数字化程度提升，员工薪酬绝对值、薪酬占营

业总收入和占总资产的比重均会提高，同时企业利润率也会

上升。异质性检验得出结论：数字化程度越高，员工薪酬绝

对值越高。固定行业和年份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也证明了这一

点，并指出数字化程度提高也会使员工薪酬占营业总收入比

重和占总资产的比重上升。另外，工人工资上升会导致企业

利润上升。

39王兆成 . 数字经济背景下商品生产和价值实现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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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分析 [J]. 成功营销 ,2021(12)71-82。

40 Zhaocheng	Wang.	Value	Finance	Theory[J]. 经济科学

研究 ( 英文 ),2022,5(4):1-7。

41 李嘉图也认识到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并将其视为工

人和资本家之间利益对立关系的反映。

42置盐信雄：《技术变革与利润率》，骆桢、李怡乐译，

《教学与研究》2010 年第 7 期，第 48-55 页。

43置盐信雄：《技术变革与利润率》，第 48-55 页。

44对马克思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提出质疑的经济学者

中，美国经济学者斯威齐和日本经济学者置盐信雄的论证具

有代表性。

45 斯威齐 (P．M．Sweezy) 在 1942 年出版的、被视为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权威著作的《资本主义发展论》第六章“利

润率下降趋势”第三节“对本规律的一个批评”中，指出马

克思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的分析存在下述问题。

46 李翀：《马克思利润率下降规律辨析与验证》，第 

6 页。

47 李翀：《马克思利润率下降规律辨析与验证》，第 

6 页。

48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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