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资本论读后感总结 资本论读后
感(通用5篇)

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一定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看法吧，
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感想写下来吧。读后感
书写有哪些格式要求呢？怎样才能写一篇优秀的读后感呢？
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资本论读后感总结篇一

从资本的总公式看，剩余价值不可能发生在货币本身上，因
为货币作为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只是实现商品的价格。它
如果还是采取货币形式，价值量也就不能增大。剩余价值也
不可能发生在商品的出卖上，因为这个行为只是价值的商品
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因此，剩余价值只可能发生在第一个
行为g―w中所购买的商品上。不是发生在所购商品的价值上，
而是发生在所购商品的使用价值上。因为互相交换的是等价
物，不可能因交换而发生价值变化，只能从所购商品的使用
上发生。“要从商品的使用上取得价值，我们的货币所有者
就必须幸运地在流通领域内即在市场上发现这样一种商品，
它的使用价值本身具有成为价值源泉的特殊属性，因此，它
的实际使用本身就是劳动的物化，从而是价值的创造。货币
所有者在市场上找到了这种特殊商品，这就是劳动能力或劳
动力。”

“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
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
总和。”这句话指出了三点：

(1)劳动力是在“活的人体中存在的”，它既不能离开人体，
又不等于人体。



(2)劳动力是“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它只能在运
用时，即在劳动时才表现出来。

资本论读后感总结篇二

《资本论》是马克思耗尽毕生心血的结晶。《资本论》把高
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统一在一起，是一部系统的、逻辑严密
的经济学著作。它批判地继承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
科学成分，深刻地论证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灭亡的历史
必然性，肯定了它的历史地位，揭示了它内部不可克服的矛
盾及其必然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客观规律。它不但是一部经
济学巨著，而且是一部哲学巨著、一部科学社会主义巨著，
是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是“工人阶级的圣经”。

关于《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和目的，马克思指出：“我要在
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
系和交换关系。”“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
济运动规律。”

关于《资本论》的内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开篇时
指出：

在第一卷，我们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作为直接生
产过程考察时呈现的各种现象，而撇开了这个过程以外的各
种情况引起的一切次要影响。但，这个直接的生产过程并没
有结束资本的生活过程。在现实世界里，它还要由流通过程
来补充，而流通过程则是第二卷的研究对象。

在第二卷中，特别是把流通过程作为再生产过程的媒介来考
察的。

第三篇指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就整体来看，是生产过程和
流通过程的统一。至于这个第三卷的内容，它不能是对这个
统一的一般的考察。相反地，这一卷要揭示和说明资本运动



过程作为整体考察时所产生的各种具体形式。资本在自身的
现实运动中就是以这些具体形式互相对立的，对这些具体形
式来说，资本在直接生产过程中采取的形态和在流通过程中
采取的形态，只是表现为特殊的要素。因此，我们在本卷中
将要阐明的资本的各种形式，同资本在社会表面上，在各种
资本的互相作用中，在竟争中，以及在生产当事人自身的通
常意识中所表现出来的形式，是一步一步地接近了。

资本论读后感总结篇三

资本论中诠释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关
系的本质是什么？以及产生这样关系的深刻历史原因。放在
当下的社会现实，资本的生长繁荣也同样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纪录片《华尔街》中有一句话提到资本的力量：人类需要休
息放松，然而金钱永不眠。资本自身所蕴含的无尽能量，让
一代代的淘金客们费尽心机想要驾驭这种令人沉迷的魔力。
显而易见，大多数人终究被金钱所反噬，唯有极少数的幸存
者找到了资本的密码。

如何实现货币到商品再到货币（g—w—g）为卖而买的飞越？
而不是日复一日的走商品货币再到商品（w—g—w）为买而卖
的低层次被动的行为模式。出卖劳动时间赚取劳动报酬，进
而再次消费得到满足的恶性循环，始终要投入自己的时间去
换取有限的几乎是一刀切的报酬，并且会遭受剩余价值的剥
削。两种循环切换唯一不同的在于w的性质，看其属于消费品
或是投资品，某种意义上w的属性决定了g的长远价值。

减少不必要的消费性商品的购买，提升货币g的未来现金流，
如此才可实现货币滚雪球般增长。投资就是一个g—g‘的货币
增长模式，也是效率最高门槛最低却成功率极低的商业行为。

跟从事任何行业一样，站在金字塔顶尖的人物需要的不仅仅
是全力以赴那么简单，还需要机遇与运气的不可控成分。然



而能否登顶这样的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在这个过程中能否
做到超脱物外，不计成本和时间潇洒的沉浸在其中。

如同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一般，在他生命中40年的光阴里
纵然穷困潦倒，艰难度日，但为了揭秘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
和劳动的关系，他站在人类社会全局的角度透过表面现象看
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运行机制及其现有生产力主导下的
赤裸裸的生产关系。带着这样伟大使命，马克思终于写出了
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著名著作《资本论》。

社会便是如此残酷，狂热沉迷之徒终将会被沉静强大的个体
碾压。试着想象一下亚马逊森林里潜伏数天的巨蟒吞食猎物
的耐心与不留余地，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人类社会遵循着这
样的规律。

资本论读后感总结篇四

年初一次偶然机会提前读到《资本论》，作者是藏在茑屋书
店背后的大boss增田宗昭。这本小书是我今年到目前为止看
过最喜欢的一本书，字数不多，却耐人寻味。

虽然像增田宗昭这类boss亲自写的东西，很难符合编辑的要
求，在我看来实物书也的确是靠排版硬撑起来的。不过，书
的价值不在于字数，而在于纸张所承载的内涵、思想、精神。

增田先生恰好也提到一个词：提案力——对顾客而言，有价
值的不是作为物体的书，而是包含在书中的提案。乔布斯要
卖给人们的也不是iphone这一硬件，而是通过iphone来进行
生活方式提案。

从本质上说，商品本身具有地域性和选择性，所以才会有市
场营销。要确定目标人群，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通过这种
方法制订销售计划。然而一旦越出单纯的物的概念，包含某
种哲学，换句话说，包含了生活方式提案，那么商品就会获



得超越国境、人种、年龄、性别的翅膀。

增田先生认为，书店的问题就在于它在卖书。

在日本，每年都有374家书店面临倒闭。而茑屋书店不仅活下
来，还拥有1400多家店铺，是日本最大的连锁书店。取得这
样的成绩，增田先生的提案并不神秘。

最早的“茑屋书店枚方店”成立于1983年，它开创了录像带、
唱片、书籍三位一体的全新模式。在此之前，这种书店运营
模式还被视为异端。因为这些商品的流通渠道各不相同，供
货的批发商也不同。

但流通的麻烦并未将增田先生阻挠，他依然将顾客价值放在
第一位，爱读钱德勒小说的人，可能也想听听主人公爱听的
冷爵士。而有了茑屋之后，这些都可以在同一家店找到。

书是提案的载体，所有生活相关的都围绕着一个核心提案。
这里的“提案”可以等同于“策划”，也可以等同于“设
计”，就是既要紧跟时代，又要看清本质。

互联网、人工智能、各类新科技不断地变革我们的生活，难
道变革就是为了让人们无时无刻不在盯着手机看吗?不，创新
者知道，变革才刚刚开始，世界上的每个人都值得拥有更好
的生活。精神需求是高级的、巨大的需求，茑屋书店不仅是
一家书店，它本身正是为了满足顾客价值的生活方式提案，
是一个颠覆的文化空间!

《资本论》带给我很多启发，一个人的核心竞争力是智力，
一个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亦然。这里的智力更应该指知识维度
的拓展、独立思考的延伸。随大流的人越多，知的资本(智力
资本)就越宝贵，而我们要舒服地随大流，还是勇敢地拥抱自
由?相信这是值得所有人思考的。



资本论读后感总结篇五

最近读了资本论缩译版的第一卷。资本论在中国的地位不言
而喻。老师布置作业就是《资本论》的读后感，而且听别人
说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该读过《资本论》，而且资本论最好
是看德文版的，因为从德文到英文再到中文，在这个过程中
有大量精髓流失，并且翻译学家或多或少都加入了自己的见
解。但是我能力与精力有限，所以就选择了一本中文缩译版。
《资本论》全称《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其作者是西
方哲学大体系缔造者中的最后一人——卡尔·马克思。并且
《资本论》也是他经济学说中最主要的著作，同时也是马克
思主义的重要的百科全书，更是对抗资本主义社会的有力思
想武器和理论根据。1867年9月14日，《资本论》第一卷在德
国汉堡正式出版。这一巨著的问世，不仅实现了政治经济学
的伟大革命，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诞生，而且对马克
思主义理论体系进行了最为全面的科学论证。

但是说实话读了一遍《资本论》的第一卷，感觉内容很多也
挺难懂的，不是一时半会就可以深刻理解的。所以对第一卷
总体内容的概括也只能停留在表面而且内容有点多我只是对
自己感觉深刻的内容进行了一下概括可能也不是特别全面。

以下是《资本论》第一卷的概论：

《资本论》第一卷主要研究资本的生产过程，也就是资本的
直接生产过程，是在统一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中抽象出来
的生产过程。马克思在文中提出：“资本积累以剩余价值为
前提，剩余价值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前提，而资本主义生产又
以商品生产者握有较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为前提，并且在资
本主义积累之前有一种原始的积累，它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的结果，而是它的起点。”也在书中提出：“在第一卷中，
我们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作为直接生产过程考察
时呈现的各种现象，而撇开了这个过程以外的各种情况引起
的一切次要影响。”资本的生产过程实质就是资本家剥削雇



佣工人的剩余价值，所以资本的生产过程的核心是剩余价值
生产。发达的生产力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
会化与资本土地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资本的生产过程是以
个人劳动为基础将分散的私有制转化为资本主义私有制，资
本主义私有制是少数掠夺者剥夺人民群众，而社会公有制则
是人民群众剥夺少数掠夺者。

对于第一卷中的主要内容与观点原理有以下四点出发：

资本的原始积累是指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以前的历史阶
段中，通过暴力使直接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由此使货
币财富迅速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历史过程。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的确立，即要使货币和商品转化为资本，必须具备两个基
本的经济条件：一是货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
他们要购买别人的劳动力来增殖自己所占有的价值总额；二
是自由劳动者，即劳动的出卖者。

商品市场的两极分化，造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即
以暴力方式剥夺劳动者而实现的资本原始积累，为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的确立提供了最初的和必要的前提。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
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
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这句话可以理解为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发达的，普遍的.商品生产，商品是资本
主义经济关系的细胞形式，所以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要从
商品开始。

1、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它是两种属性的统一体。使用
价值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又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
而价值则是其社会属性。

2、商品中也包含着劳动二重性：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作为
相同的，无差异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形成了商品的价值，



作为具体的有用的劳动，生产出了商品的使用价值。

3、特殊商品：货币。货币的本质是固定的充当一般等价物的
特殊商品，它是商品交换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商品经济
内在的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它体现的是一定的社会生产关
系。

可见，随着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商品就在同一程度上转化
为货币。并且在商品的流通过程中，商品交换是在两个互相
对立、互为补充的形态变化中完成的：从商品转化为货币，
又从货币转化为商品，即商品的交换过程是在下列的形式变
换中完成的：商品—货币—商品。

剩余价值理论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我们研究的是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作为直接生产过程考察时呈现的各种
现象，而撇开了这个过程以外的各种情况引起的一切次要影
响”。而资本的生产过程实质是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的剩余
价值，所以资本的生产过程的核心是剩余价值生产。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了获得相对剩余价值而提高劳动生产率
的发展过程依次经历了“协作”、“分工和工厂手工业”
和“机器和大工业”三个主要阶段。

劳动力的价值或者价格的转化形式就是工资，但只要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存在，工资就表现为劳动价值或价格，它就是要
掩盖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实质，让劳动者误认为工资就是他
们劳动所得的全部报酬。

第四：资本积累理论

资本积累就是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即剩余价值的资本化。
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二者都成了货币额，并且以完全相同的
方式重新转化为资本。资本家把从雇佣劳动那里剥削来的剩
余价值的一部分用于个人消费，一部分转化为资本，用于购



买扩大生产规模所需追加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所以剩余价
值是资本积累的源泉，资本积累则是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
前提条件。资本积累的实质是在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中，资
本家利用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不断扩大资本的规模和扩大
对雇佣劳动的剥削，继续占有更多的剩余价值。

影响资本积累的因素有：

1、对劳动力的剥削程度，

2、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水平，

3、所用资本与所费资本之间的差额，

4、预付资本的数额。

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是：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
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
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产业后
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的力量一同增长。

结合对《资本论》第一卷所学的主要内容与观点原理我有了
一定的感悟。老师在课上讲过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根据唯
物主义原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二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从
来不存在没有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也不存在没有生产关系的
生产力，所以研究生产关系必须联系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决
不能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常常
可以看到马克思关于技术、自然科学等问题的深湛见解，但
它是把生产力当作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决定者和推动力来研
究的，这让我感到不太理解。

而且我对文中一段话感触很深：“工作日有一个最高极限。
这个最高极限取决于两个方面。第一是生理界限：工人每天
必须有一部分时间用来休息、睡觉、吃饭、盥洗、穿衣等，



以满足身体的其他需要；第二是道德界限，既社会界限。工
人必须有一定的学习文化、照顾家庭以及参加社会活动的时
间，以满足精神的和社会的需要。但机器消灭了工作日的一
切道德界限和自然界限。机器本来是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利
手段，但在此时，却成了延长工人劳动时间的最可靠手
段。”感觉作为劳动者在被无极限的剥夺，导致贫富差距加
大，使贫富两极分化更为严重。与资本者相比深感作为劳动
者的无助和悲哀。

结合实际，让我想到，以后我们进入工作，是作为被剥夺者
呢？还是作为剥夺者呢？一般我们将来会作为劳动者，而现
在一般劳动者的工作极限是否超出了生理界限或是道德界限
呢？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国家，但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究竟为何？
资本主义社会是这样的，那社会主义社会又是怎样的？我会
带着这些疑问走进社会，用自己所学的知识找到属于自己的
答案。

没有读过《资本论》就不会不懂得社会主义。看来对于《资
本论》后两卷还是要看一看，读一读啊！虽然不知道自己能
不能读懂，但是我会尽力去理解的。因为读完《资本论》的
第一卷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有了不同的认识，真的感觉自
己原本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理解太肤浅太表面了。看来
我要学的还有好多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