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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收入及其源泉。庸俗政治经济学
    [（1）]生息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基础上的发展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系的拜物教化。生息资本是这种拜物
教的最充分的表现。庸俗经济学家和庸俗社会主义者论资本
利息]
    [（2）生息资本和商业资本同产业资本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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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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