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本论读后感(汇总6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得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
义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能
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资本论读后感篇一

许多年前，我们在高中时代听老师讲过剩余价值学说，但从
没读过《资本论》的原著。我想即便那时读，也不会理解的，
因为我们没见过或者说没有亲身体验过资本主义社会。自从
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一直都是西方资本主义不欢迎的人物。
在中国，近三十年也倍受冷落，《资本论》很少有人去读了。

我以前一直以为《资本论》是纯经济学著作，光那么厚，就
让人望而却步。不久前，从新闻得知，在此次金融危机的影
响下，在许多人特别是西方国家的人们当中，掀起了一股重读
《资本论》的小热潮。我很好奇，为什么那么多长期接收西
方教育的人们会重新审视这部革命著作？我顺手拿起那本静
躺在我书柜上许久的《资本论》，随便打开一页翻看，第一
眼，就深深吸引了我。《资本论》并不是深奥难懂的经济理
论，是平常易懂的 ，更是无比贴近现实社会的，书中引用的
事件，无不在真实生活中得到应验。于是，我立马沏茶，在
新居的书房里匆匆读了起来。

《资本论》在我心中掀起巨大波澜，他真的是一部底层工农
群众的《圣经》。他带给我的第一感受是：毛泽东是对的！
我明白了他为什么坚决不让走资本主义道路，把资本主义消
灭在萌芽状态。《资本论》不仅总结了分析了资本主义的性
质和一般规律，而且揭露了许多血淋淋的事实。读着那一件
件具体的事件，我在想，这是一百多年前的英国吗？这分明
就是近30年的中国。马克思写《资本论》的目的，就是希望



以后的国家避免那样血腥的事情发生。我现在把我感受最深
的几段话抄在这里，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启示：

“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引起社会的对抗。这种对抗已
经发展到什么程度，更高或更低，就它本身来说，并不是我
们这里的问题。这里的问题是这各种规律本身，是这各种以
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贯彻下去的趋势。工业比较发展的
国家，不过为那些更不发展的国家，显示出它们自己未来的
形象。”

“本书的最终目的，是揭露近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一个
社会即便已经发现它的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
也不能用一个法令来废除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够把生
育的痛苦缩短并且减轻。”

类似的章句还有许多，一下子不能如数摘抄，我会在回帖中
贴出那些振聋发聩的语句和结合现实社会的感想。

如今，资本家们在惶惶不可终日，疯狗般反对国进民退之时。
猛然想起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有一个叫马克思的德国犹太人预
言了他们的埋骨之所！

于是，政要显贵们也纷纷捧起《资本论》，迎接革命导师在
当今世代的华丽出场！

资本论读后感篇二

1、从现实出发而非概念出发。
大多数理论，往往先要假定一个基本的概念，而这个概念往
往是玄而又玄的东西，什么自由、理性、均衡，然后用这个
假想出来的概念来推导出其他玄而又玄的概念，最后结成一
张大网，把世界上的东西往这张大网里装。而马克思的资本
论不是从概念出发，而是从现实出发，用无可辩驳的现实归
纳出无可辩驳额现象，对应无可辩驳的词汇，什么是使用价



值，废话，有用性就是使用价值，你要不要呼吸，要不要吃
东西，这个就叫对你有用，什么是价值，是不同的有用性之
间的交换比例关系，这就叫价值，这些定义看起来虽然也是
概念，但在感觉上，和自由、理性、均衡这些概念就不是一
回事。
有人说，均衡、理性也有其定义啊，也有其限定呀？凭什么
说马克思的基础扎实呢？在这里，我们可以想一下马克思是
怎么写资本论的。马克思是先从商品起源来开始他的写作的，
为了说清楚一些基本概念，他提供的是一种历史的演化性的
概念，比方说人们需要使用物来满足自身所需，所以有了使
用价值，因为有交换就有了交换比例关系，所以就形成了价
值，因为长期交换，就演化成了一般等价物，在这里的每一
步都不用过多的界定界限，不用说“我指的是如何如何”，
而西方经济学一个理性就得是靠假设，各种模型还得说是在
理想环境下，如何如何，如果你看资本论，你会发现马克思
的概念对应的内容是现实，是可以真正看得见、摸得清的东
西，因此，很少需要做什么假定，这是因为，马克思的经济
理论的基础就比其他的理论坚实。
2、用庞大、详实而准确的实证资料，支撑完全不带偏见的冷
酷结论。
马克思的《资本论》并不是像其他政治和经济主张那样，先
入为主的带着一面旗帜，一种观念，不像庸俗经济学谈理性
就意在讲避免国家干预，谈比较优势就意在讲推进自由贸易。
《资本论》的写作风格是客观、冷静甚至冷酷的。马克思恨
不恨资本主义？恨，可他从来不为恨而恨，从来不因恨而攻
击和谩骂，从来不天马行空的扯出没有根据的大旗，造出似
是而非的概念，祭出煽动人心的语言。而是用无数的实证资
料，如工厂观察员的记录，法国某个政府的统计表格，立法
院的官方记录，法院的记录、各种学者各种已经发表的新闻
和评论等，来把资本主义的运行细节，用最高清的立体相机
一环环展示给你看。那种巨大的，压倒性的支撑资料，那种
血淋淋的残酷与沉重，可以把任何的同时代叫嚣工厂自由道
德正当性的言论碾成齑粉！而他自己豪不动声色，只是继续
冷酷的书写。



上学的时候读过许多西方法学家的书，什么格老秀斯，霍布
斯，奥斯丁，孟德斯鸠，萨维尼在头脑里翻江倒海，西方和
马克思主义法学著作，几乎所有人都是不认同马克思，张口
权利、闭口自由，动不动就是像贺卫方那样认为中国虎门销
烟是侵犯契约自由。年轻人谁不是容易被标新立异的言论所
吸引啊，但是直到后来我读了《资本论》，看到工厂资本主
义时代契约自由名义下工人的惨状，自此所谓的西方意义上
的权利、所谓的西方意义上的自由，就再也不能让我相信了。
好笑的是，那些一听到马克思就恨不得用哈耶克和波普尔反
对的的人，他们全都没有读过《资本论》。
3、看清宿命，对抗宿命！
什么叫悲天悯人，就是有时候看到了宿命，而所谓宿命，就
是必然性，就是即便看到了，懂得了，但避不开，逃不掉，
无论如何挣扎，该发生的都要发生。马克思在他那个时代，
看到了一切罪恶与残酷的总根源，可这罪恶与残酷终究无法
绕过。他看到了，在现有的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然
是需要通过市场连接起来，人与人的竞争关系必然导致资本
主义的逻辑自发开展。任何的幻想都敌不过资本主义历史、
资本主义罪恶滚滚向前的铁流。在他死后，无论是西方列强
世界大战，杀得沉尸百万流血漂橹，还是后发达国家以民族
主义为矛，以他的学说为盾，通过反资本主义的策略，争取
发展资本主义资格，都是这种宿命的自然展开。哈耶克之流
在苏联的尸体上幸灾乐祸，认为是自己高瞻远瞩，殊不知，
苏联的解体不过是《资本论》的一个注脚而已。
说真的，阅读《资本论》，当马克思把社会经济运行的法则
冷冰冰的摊开在你面前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人类的苦难深重，
且无可解脱，你看到了，马克思会没有看到吗？马克思是有
着强烈人道主义思想的学者，资本主义的残酷，让他同情作
为弱者的工人。但作为一个信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的学者，他极其清醒的意识到，资本主义的痛楚是不可避
免的。在《资本论》第一版的序言中，他就不无深意的写到：
“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
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
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地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



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按理说，到这里，就应该变成一个慈善家就够了，既然现实
无可改变，那就别自找苦头了，做点善事，意思意思就得了。
可他偏不！
对于人类社会深层次的洞察，让他选择做一个敢于直面现实
的革命者！马克思从来都是一个革命者，充满了激情，一生
都在斗争中度过。让痛苦减轻一点，不是吃点止痛药，打点
吗啡就能实现的，必须让全世界受苦受难的人团结起来，不
如此，则资本主义绝不会自我调整，引发的痛苦也绝不会减
弱。他说不能以批判的武器，代替武器的批判。
是啊，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但他的灭亡，只能来自资本主义
发展到精尽人亡。明了这个道理，不意味着束手待毙，不意
味着要对当下的资本主义罪恶视而不见。全世界无产阶级，
联合起来，他的理论，给资本主义制度下脑满肠肥的既得利
益者，带来了多少次大伤脑筋的罢工与游行，才最终让这群
既得利益者修改规则，自我约束；给多少个帝国主义铁蹄下
命悬一线的国家与文明，带来了多么富有真理与道义力量的
思想武器，才让这些落后民族获得喘息，迎来希望！
在宿命中看清宿命，对抗宿命，在宿命的舞台上斗争到底，
这是何等的勇猛！
4.《资本论》素描。
既然评论区有人说我没有推理，那我就详细讲一下。《资本
论》具体讲了些什么。
首先资本论的基础和前提，实际上就两个，人要吃，人要死。
注意，这里的人有一个共性，就是不想死。或者说绝大多数
人不愿意死，这一点是这两个前提的前提。
“人要吃”不仅指的是要吃东西，而且是有限资源环境下为
了生存要消耗掉其他具备有用性的东西，也就是所谓“食色
性也”。吃东西就是两种，一是吃自然界的物，包括死物活
物，二是吃人。为什么人一定要吃，因为人不吃就得死，一
个病人得不到治疗会死，一个难民得不到面包会死，一个男
人娶不到老婆，这一代不死，下一代也会死，如果哪天人可
以不吃不喝也能存活一生，那社会制度绝不是这样的。
人要死不仅是一个现象，而是说人永远都要面临死的威胁，



贫病交加会死，老无所依会死，社会动荡会死，各种风险都
能让人死，人做的，永远都想逃避死亡，或者积极作为，创
造财富，囤积金银，对抗风险，或者寄托下一代，繁衍生息
传递基因重视教育，或者求一时解脱，酒池肉林。如果人可
以不死，那社会制度也不是这样的。
既然人要吃，人要死，人就要分工合作，生产分配，如果可
吃的物（不仅是食物还有其他需求）不够，就要吃人，可以
使直接吃人（灾荒年间强者吃掉弱者），也可以是间接吃人，
例如，资本家潜规则打工者，则是用后者提供肉体“食物”，
当然你可以说被潜规则的人没准也很爽，不过很多资本家都
是又老又丑的人——想想最近被干掉的爱菠斯坦。马云让你
九九六，则是让你提供劳动“食物”，他可以拥有更多的财
富，享受更加有成就感的人生。
而那些被吃的，得有个度，少吃一点，吃的差一点，社会就
能运行，如果那些被吃的没得吃，就会死，人不想死，就会
和那些吃人的斗争。这不仅是资本主义社会，一切剥削社会
都逃不了这个过程。
这个时候，为了让那些被吃的心甘情愿被吃，西方经济学出
场了，高声说道，契约自由即是正义，你们的没有吃亏，因
为存在着市场价格这一公平裁判，你们没什么好纠结和不平
的，马云让你九九六修福报，之所以让你九九六修福报，是
因为你的价格就值这么多，只有让你九九六，你的付出才配
的上你的福报。因此，你不愿意可以滚。
工人们不乐意，因为太累了，太苦了，而且，在感官上，资
本家朱门酒肉臭，工人兄弟路有冻死骨。
马克思以往的经济学面对这种现象，都不能去触及资本主义
的核心和秘密，也就是，资本家到底有没有吃人？马克思以
后为资本主义辩护的经济学也站在资本家立场上，选择用一
种方式为资本主义辩护，也就是“用物与物之间的比例关系
来掩盖人与人之间的吃人关系”。所谓均衡，其实就是这种
物与物之间比例关系的合理性。因为物与物之间的合理性，
所以资本主义就是合理的。他们口中的这种合理性，当然既
是道义上的合理。也是经济上的合理。
而马克思所作的，就是告诉你，这种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不是



根本，就像如果你不搞圈地运动把农民掠夺为工人，就没办
法形成大量失业人口，也就无法为资本主义提供产业工人一
样，是掠夺在先，形成了具有巨大劳动力人口的就业市场在
后，然后资本家利用这种不正义的现实，把工人变成工厂资
本主义时代悲惨的奴隶！而资本家却心安理得的对外宣称，
这是契约自由，一切的一切都是市场决定的，有本事，去市
场上换呀？这岂不是胡搅蛮缠？
为了说清楚问题，马克思把这个所谓的市场，所谓的经济，
所谓的资本，所谓的物与物之间的合理性，从原始的交换开
始怎么一步步演化出货币演化出信用演化出分工协作与机器
轰鸣行会解体劳动者被束缚到机器上，资本家怎么延长劳动
时间、缩短工人再生产成本，资本运行如何会有利润率降低
的问题为什么会演化为经济危机还有好多好多我就不全写了
等等一些列运行过程，像扒洋葱一样一层层的把资本主义扒
给你看。让你看明白这个眼花缭乱的资本主义到底是个什么
玩意。
在这个过程中，在不精确意义上说，马克思做了两个工作，
一是揭露道义上“物与物合理性”的荒谬，二是揭露经济
上“物与物合理性”的荒谬以及沿着这种物与物合理性将走
向何方。前者体现在一国内部，就是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
理论，体现在世界范围内就是殖民地理论。后者，主要是经
济危机理论，以及大家都知道的那个未来发展方向。
注意上面这么说是在不准确意义上说的，马克思理论是一以
贯之的，比如当马克思写下那个著名的剩余价值公式之后，
就纯粹通过小学数学推导出了资本提高利润的两种方法，尽
管资本剥削的秘密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表现，但本质都逃不出
那个公式和那两种方法。这个公式是不变的，因为数学是不
变的，而经济危机理论，殖民地理论，本来很多都是适应他
那个时代的具体理论，理应顺着时代有所发展和有所更新。
后来很多人批评马克思，都是拿分析具体时代的结论性内容
来当成他的整体来批判，这是不科学的。这一点必须在这里
有所强调。
马克思之后，出现了很多的新变化，但本质上人类社会还是
逃不出人得吃，人得死的局面，因此，无论资本主义怎么变，



反过来调过去就是那个剩余价值公式。资本奴役人的办法千
招万招，归根结底也就是两招，压低工人再生产价格，偷走
工作劳动成果。
5、资本论和其他经济学的对比：生死之学与治病之学。
本来到这里就应该结束的，但有人觉得资本论和其他经济学
的对比那段太偏激，好像只有马克思的对一样，在这里我在
写一段，写给你们这些人，澄清观念。
什么是其他经济学，说穿了，就是现有阶段医学。生老病死
是大业力，在现有的阶段里，医学只能治疗疾病，不能治疗
死，你可以通过治病让一个人这一次不死，下一次不死，但
毫无疑问，这个人最终难逃一死。西方经济学的各种均衡更
重理论，归根结底，就是尽可能的让经济体这一次的病，被
治愈，求这一次不死。而马克思是什么？马克思的学问，是
告诉你，人为什么必然会死，这个死亡的过程的机理是什么？
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的经济学是讲的是佛学中的宿命，
什么是宿命，就是无论你用什么药，怎么做，都无法逃脱，
就像在地球上逃不了地心引力。
现在，西方经济学大热，学马克思的人少，但这不意味着在
智识上，马克思是不如他们高，相反，马克思的理论是最高
的，这个高就就体现在他讲的是轮回铁律，不变法则，是生
死之学。生死之学从来都高于治病之学，有什么疑问？但生
死之学往往不能拿来治病，否则医院岂不是都成佛学院了？
让生死的归生死，治病的归治病。你们争着讨论谁对谁错，
有意义吗？
但是，在终极意义上。马克思的生死之学当然比西方经济学
的治病之学更正确，更深刻。人类社会存在并不只是治病这
一个主题，参透生死，超越生死从来都是一个更重要的主题，
把寺庙都变成医院，人类社会就好了吗？
至于我说的有没有实际例子，你看经济危机、金融危机、货
币霸权，哪一个不是资本主义的罪恶呢？哪一个不宣示着资
本主义难逃生死呢？
6、《资本论》是否过时。
有人说马克思过时了，有人说马克思没有预料到后来资本主
义的自我修正。我只能说，你看了资本论吗？今天人类社会



的一切现象，几乎都能在资本论中找到本质性的解读。
你看今天，人类社会的泡沫化和垃圾化趋势，是不是符合马
克思第一卷中关于提高利润的两种方法？一是延长工作时间
（偷走劳动成果），二是缩短工人再生产价格。什么？你说
泡沫化不是延长时间，垃圾话不是缩短工人价格？动动脑子！
泡沫化改变了商品与商品之间的价值比例，让下层劳动者为
了买得起泡沫化的产品必须付出更多才能换来，这难道不是
通过金融手段提前把劳动时间拿走吗？垃圾化就是什么人造
肉人造女，什么电影av，吃不起肉用人造肉，找不起老婆用充
气娃娃看av，这不是用垃圾化的方法来降低工人生存成本吗？
你看今天的生产力增长，有多少不是垃圾化所带来的呢？一
旦泡沫化和垃圾化没有空间了，那么就是次贷危机，就是金
融海啸，就是经济危机，就是1929.你认为你逃得了资本论的
论述吗？
在现代的金融化时代，垃圾化与泡沫化最能体现资本论的深
刻。由于生产力的进步，除了底层国家，很多工人谈不上生
活在地狱一样的世界中，但只是形式变了而已，剥削从一国
国内转变为了世界范围内的国与国之间的剥削。在相对不错
的日本，年轻人找不到老婆，没有结婚的能力，为啥？因为
资本主义意义上的男人，得是承担得起生活的人，泡沫化必
然意味着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难以让一般人买得起，的经济
让生活变得成本高昂，就算泡沫的破裂，也让经济如一潭死
水，大部分男人还是只能生存，因此，在生物学上是男人，
在社会学上已经不是男人了。所谓宅男盛行，就是说资本主
义把日本举国变成太监。在经济上阉割了繁衍权力，他们有
了欲望则么办？充气娃娃，av，这是垃圾化，垃圾化的意思是
泡沫化让人买不起，但人得或者，必须通过科学找到替代性
解决办法，找到成本更低的解决之道，一边泡沫化，一边垃
圾话，资本主义就不会把人逼疯，不会把人逼死，年青一代
不生孩子怎么办，可以产业全球化国家零件化啊，产业转移，
或者找其他国家提供劳动力不就得了。只要垃圾化和泡沫化
还有空间，资本主义就滚滚向前。
在这个大背景下，任何宣称什么自由，什么权利的理论，都



仅仅是已经有余粮的地主家才配谈的事。为什么中国革命时
期那些小清新注定没有出路，因为穷人家的孩子就得励志向
上啊，你不爬到社会中层，哪有钱讲体面呀？同样，今日发
展实际上说道底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在这个并不正义的世界
经济格局下，我不当奴隶，努力让别人当。

资本论读后感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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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间听别人说一个共产党员没有读过资本论还叫共产党
员吗,而且资本论最好是看德文版的,因为德文――英文――
中文,这当中有着大量精髓的流失,并且翻译学家或多或少都
加入了自己的见解.但是鉴于本人能力与精力有限,也不必像
老夫子那样求甚解,所以选择了一本中文缩译版.

其中几点令我印象颇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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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道德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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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时工资是用直接的劳动持续时间来计算；计件工资用间接
通过一定时间内生产的产品的数量来计算.其中计件工资是资
本家克扣工资和进行欺诈的最丰富的源泉,是资本家最适合资
本家剥削工人的工资形式.



资本的积累,一方面使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中,
另一方面则是相对过剩人口大量存在,从而扩大品贫富差距.
而越来越多相对过剩人口对在业人员造成极大的压力,迫使在
业人员不得不过度劳动和忍受资本家的'摆布.

发达的生产力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
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

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私有制转化为资本主义私有制,
同事实上已经在社会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化为社
会公有制比较起来,社会公有制自然是一个长久的多,艰苦的
多,困难的多的过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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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党宣言》最后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不可否认,资本论是站在无产者的角度上的.亚当斯密,凯恩斯,
马尔萨斯等经济学家则站在资本家角度上的.而且当代的资本
主义国家也通过各种手段:国家宏观调控,社会福利系统来弱
化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资本论读后感篇四

很多年前，我们在高中时代听老师讲过剩余价值学说，但从
没读过《资本论》的原著。我想即便那时读，也不会理解的，
由于我们没见过或者说没有亲身体验过资本主义社会。自从
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始终都是西方资本主义不欢迎的人物。
在中国，近三十年也倍受冷落，《资本论》很少有人去读了。

我以前始终以为《资本论》是纯经济学著作，光那么厚，就
让人望而却步。不久前，从新闻得知，在此次金融危机的影
响下，在很多人特殊是西方国家的人们当中，掀起了一股重读
《资本论》的小热潮。我很奇怪，为什么那么多长期接收西
方训练的人们会重新端详这部革命著作？我顺手拿起那本静



躺在我书柜上许久的《资本论》，任凭打开一页翻看，第一
眼，就深深吸引了我。《资本论》并不是浅显难懂的经济理
论，是平常易懂的'，更是无比贴近现实社会的，书中引用的
大事，无不在真实生活中得到应验。于是，我立马沏茶，在
新居的书房里匆忙读了起来。

《资本论》在我心中掀起巨大波澜，他真的是一部底层工农
群众的《圣经》。他带给我的第一感受是：毛泽东是对的！
我明白了他为什么坚决不让走资本主义道路，把资本主义毁
灭在萌芽状态。《资本论》不仅总结了分析了资本主义的性
质和一般规律，而且揭露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国家，但贫富差
距越来越大毕竟为何？资本主义社会是这样的，那社会主义
社会又是怎样的？没有读过《国富论》不懂资本主义，没有
读过《资本论》不懂社会主义。看来对于《资本论》后两卷
还是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资本论读后感篇五

看了《资本论》，感触也是比较多的，他主要的特点是汇集
了各家之所长，再加上他理解的东西，通过学习，给我的理
解带来了帮助。

一、劳动价值论

(1)价值：

它是商品的社会属性，它是不同商品进行交换的比例的基础，
它反映了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商品的价值由生产商
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劳动量决定的。作者从商品入手，阐
述了价值，他认为商品一方面满足了自己的需求，另一方面
可以做为交换商品的筹码，等价交换其他所需要的东西。他
还分析了价值的形式和货币，认为从他的交换形式是从个别
的偶然现象到一般的价值形式，而它的形式就是货币，货币
可以使商品流通更加便捷，更加直接，它表明社会生产的不



同阶段。

(2)剩余价值

随着技术、劳动力和工具的发展人们制造商品已经满足自己
的生活，还有剩余的商品可以换成货币，货币积蓄到一定数
量的时候就形成了资本。资本是从劳动力、合作分工、工具
的革新等等来的，他说增加剩余价值可以有两种方法，就是
延长工作时间和缩短必要的劳动时间，但是从现在的角度来
看，延长工作时间的方法已经不适合了，现在国家的劳动时
间已经规范化，但是我们资本家可以提高劳动者的效率，来
榨取他们的剩余价值，还可以用工具革新，新的生产方式、
管理组织形式、提高劳动者的素质等等来提高工人们的劳动
效率。

他的著作指导着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道路，也为我们公民指
导着我们自我价值实现的目的。

资本论读后感篇六

“圈地运动”是我仅能想到的原因，这是高中教育留给我的。
阅读到在第一卷二十四章才发现自己的思考和学识有多狭隘。
马克思说道：“但是，资本积累以剩余价值为前提，而剩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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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一整个运动
好像是在一个恶性循环中兜圈子，要脱出这个循环，就只有
假定在资本主义积累之前有一种“原始”积累(亚当.斯密称为
“预先积累”)，这种积累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而
是它的出发点。”从这里来理解，所谓“原始”积累是在资
本及与其适合的生产方式产生之前的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相分
离的历史过程。当“原始”积累达到一定力量和能力的时候，
它就辩证地转化资本，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供源源不断的
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