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薰华

价值规律与宏观调控

社会经济运动自成系统。这个系统中每个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具有规律性。 因此， 诸经
济规律也是一个系统，成为一个体系。 就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而言，这是一个从内容到形式的各
规律之间的体系。 价值规律处千这个体系的外层地位并且自身也是一个体系，即在上述大系
统中的子系统。 只有弄清楚这些相互关系， 才能科学地进行宏观经济调控， 促进社会主义建
设健康地发展。

一、 经济运行大系统中的经济规律体系

经济的根本在生产， 而生产的物质内容是生产力。 因此， 社会生产力发展规律是经济规
律体系大系统中的核心规律。

社会生产力也是一个多层次的系统。 这个子系统由它的源泉、 它的自身和它的结果共同

组成。 这个子系统有它的一般规律和它的构成因素的规律。 具体说来就是：社会主义生产力

发展规律，自然力和经济相结合的环境（资源）经济规律，人力和经济相结合的人口经济规

律；科学技术力和经济相结合的科学技术（包括教育）经济规律；生产力技术构成的规律，
剩余劳动的规律以及积累规律；等等。 社会生产力发展规律还派生出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
规律和国民经济发展速度规律。

由千社会生产力在任何社会都存在，所以上述社会生产力规律体系不是某一社会所特有，

而是一切社会所共有的规律体系。
但是， 这个物质生产的内容（生产力）， 总是和它的社会形式（生产关系）联系在一起

的，它们形成社会基本矛盾运动。 于是， 社会生产力发展规律展开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
作用的规律。 具体说来就是：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规律；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 产 力 的 规

律，以及生产力、 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相互作用的规律。

当着生产关系具体化为商品经济关系时， 上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就具体化为

生产力和商品价值关系的相互关系。 它们的内在联系表现为价值规律。 价值规律又是一个体

系， 形成另 一个子系统。

价值规律的这个由内容（内圈）到形式（外圈）一个个层次的展开， 可以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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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 价值规律真
，

有极丰富的内容， 是社会生产力系统诸规律、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相互作用诸规律的价值表现形式。 认识这样重要的联系， 就会理解它与宏观经济调控的 关

系。毛泽东在他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虽未对价值规律深入探索，却已感到 “价值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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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 。

二、作为子系统的价值规律体系

价值规律包含的丰富内容， 它在再生产
总过程中各个过程表现为各自的特殊 规 律
性， 并成为一 个体系。 这也可以图示如右＄

1. 从抽象到具体（从内图到外圈）的
展开

这里， 内圈的核心是生产过程的价值形

成规律， 即一个商品的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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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时间决定， 这个劳动时间又和生产力发展成反比。 也就是说， 价值规律就其基本规定性来

讲， 实际是通过价值表现的生产力发展规律。 可见， 价值规律并不是一个什么可怕的规律．
而是我们所关心的生产力发展规律的价值表现形式。

价值规律的基本规定性（一个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
潜在于生产过程， 但这个规定性本身已经规定， 价值不是由商品生产者个别劳动时间决定．

而是由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决定。 因此，价值是商品生产者交互劳动的社会生产关系，并且要

通过物与物的交换来实现。 在交换过程中， 双方交换的商品虽然使用价值不相同， 但所包含

的社会必要劳动却必须相等， 也就是价值必须相等， 才不会发生一方侵占另一方的劳动。
流通过程不过是比较复杂（因有货币在其中起作用）的交换过程，等价交换的规律仍然

是流通过程的规律，不过也因货币而采取复杂的形式。 货币使价值表现为价格。 抽象地讲，

只有在价格与价值相符时， 才能实现等价交换。 但价格又因供求变化而波动， 价格在个别场

合一般都与价值相背离， 等价交换规律要求价格与价值相符并不表现在每个个别场合， 而是
表现在市场价格以价值为中心的运动中。在这个运动中，由千变动着的价格与价值的离差会在

它们的总和中相互抵消， 这又同变量和它们的平均数的关系的规律一样。 在平均数规律中，
变量以平均数为中心， 它们与平均数的离差也相互抵消 。这样， 市场价格以价值为中心的运

动， 又通过平均数规律， 表现为价格以平均价格为中心的运动。 可见， 在交换过程或流通过
程中，价值规律的基本要求是等价交换， 从而要求价格与价值相符， 实际则表现为平均价格
与价值相符， 因而价值规律又表现为平均价格的规律。

但是， 这还是就生产过程展开的流通过程来看的， 它还要展开到分配过程。 在流通过程
中还只是因市场价格发生波动使价值表现为平均价格问题。 进入分配过程以后， 价值自身也
发生变化，它转形为生产价格， 即C+V+M转形为成本＋平均利润＋超额利润， 其中 平 均

利润＋超额利润再转化为利息＋企业利润＋地租等分配形式，这是为了实现一般生产要素（表

现为资金）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以及基本生产要素（土地）的所有权。 于是， 又使市场价格环

绕平均价格（实是价值）的运动， 变形为市场价格环绕社会生产价格的运动。 也就是说， 商

品生产的总过程（生产、流通和分配）中， 价值规律实际变形为生产价格规律。
现在从最外圈， 去进一步考察市场价格这一方面， 考察它的波动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价值

实现规律。 前面从某个特殊生产部门的单个产品的角度， 考察了生产力变动以反比的形式，

表现为单个产品所耗劳动（第一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凝结的价值的变化规律， 进而转形

为生产价格的规律。现在再进一步从总产品的角度，考察价值规律和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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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的内在联系， 以及它们对生产力的影响。 前面是从生产方面，』也就是从社会供给的角度来

看价值规律。 现在要从市场方面， 也就是从社会需要的角度来看价值规律。 众所周知， 由国
民经济按比例发展规律决定的、 为满足社会需要而生产某种商品总量所需的劳动． 是社会总

劳动中按必要的比例分配给该部门的劳动（第二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 这个第二种涵义
的社会必要劳动决定有支付能力的需要， 即决定对该产品能支付的价格总额， 它不管第一种

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的总和怎样， 不管价值总额怎样， 只能按照这个价格总额来实现， 迫使

生产（从而供给）按比例地进行。 由此可知， 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不仅要通过国民经

济计划来贯彻，而且要通过价值实现规律为自已开辟道路， 或者更具体地讲， 是通过市场价

格的规律为自已开辟道路。

2. 外圈对内图的反作用

以上我们从内容到形式、 从内圈到外圈叙述了价值规律如何从抽象到具体地展开，其进

程是｀

社会生产力发展规律一价值形成规律一平均价格规律一生产价格规律一市场价格规律

现在要反其道而行之， 考察外圈对内圈的反作用， 即g

市场价格规律一生产价格规律一平均价格规律一价值形成规律一社会生产力发展规律

如果某部门生产没有按社会生产力发展所需比例进行， 以致供求失衡。 当供过于求时．

市场价格低于生产价格， 即生产价格不能全部实现， 但生产者仍然要支付银行利息和土地地

租，直接受损的是企业利润， 乃至不能保本。 于是， 该部门中劣等条件的生产者被淘汰， 这

意味着那些较高的个别生产价格或较高的个别价值（实是较高的个别劳动耗费）的生产被淘

汰， 从而该部门产品的社会生产价格下降或社会平均价值下降， 也就意味着该部门的生产力

平均地上升了。 反之， 当求过千供时， 生产价格不仅全部实现， 而且超额实现， 劣等条件生

产者就会扩大生产，以致较高的个别生产价格或个别劳动占更大的比重，社会平均劳动增大，

从而形成较大的价值，也就意味着该部门的生产力平均地下降了。

如果人为地压低市场价格或拔高市场价格， 就会使价值实现规律变形。 例如， 不是由于

供过千求． 而是由于人为地压低原料价格， 结果反而导致求过千供， 原料生产者因投入的劳

动得不到补偿， 技术难以更新， 缺乏发展生产力的动力， 生产力从而生产难以发展。 但是，

原料固有的生产价格却是客观存在的， 压价使它的未实现部分被加工工业无偿地占有， 加工

工业利上加利就过度发展。 这样， 一方面是基础产 业萎缩， 另一方面是加工工业盲目发展，

产业结构失衡， 都是违背价值实现规律的结果。

3. 价值规律衍生的货币流通规律

商品价值不是物而是入的经济关系， 因而它不能孤立地自我表现， 而要通过与另一种商

品的交换才表现出来。 专门用千表现商品价值的特殊商品就是作为货币商品的贵金属。 假定

商品流通量为Q, 单价为P，全社会的商品流转额为�PQ，所需要流通的金属货币扯为�G,

于是等价交换规律就衍生货币流通 量规律的基本规定性为�G= �PQ。 然后追加货币 流 通

速度（设为V)的规定， 又使公式转化为LG= LPQ/V。 为使分析简单化， 设V = 1, 还

原到LG= �PQ。 在这里， �Q体现社会待流通的总商品的价格总水平�PQ。 如果总商 品

的量不变，社会生产力的变化使价值总额发生变动， 从而使�PQ即价格总水平发生变 动 。

在这种情况下． 总水平的变动只反映价值总额的变动。

在纸币作为通货的情况下，用纸币M代替贵金属货币G，假定总商品的卧仍不变， 并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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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产力不变， 价值总额不变，因而2G也不变，则在2M= 2G= 2PQ时， 价格总水平不

变。 如果纸币增发一倍， 它仍然只代表};G, 即22M=�G。 千是};M=l/2};G， 即 在通

货膨胀下， 纸币贬值一半，但表现在习PQ上则是2�M=� (2P)Q=2�PQ, 即价格总水

平�PQ上涨一倍， 或各种商品的单价P也都上涨一倍。 通货膨胀会表现为社会总需求大于

总供给， 实际上是使价格总水平上升。

三、遵循价值规律进行宏观调控

在弄清经济规律体系中大系统与子系统各个层次的作用与反作用关系以后， 我们就可以
自觉地在总体上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控。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

经济。 我们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 主要是计划调控并辅以市场调节。 这就意味着价值规律和

按比例规律同时作用于我们的计划工作。

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是为了贯彻按比例规律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国民经济最主要的

比例是人口与生态环境（土地）的比例，人口与教育、科研事业的比例，产业结构的比例， 各
产业内部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比例， 以及积累与消费的比例等等。 因此， 应当 “严格控制人

口增长， 提高人口素质” ; “合理利用资源， 注意保护生态环境', ; “把 教育放在优先发展

的战略地位，把经济发展逐步转到依靠科技进步、 不断提高劳动效率的轨道上来” 。同时还
要 “加强基础产业， 调整产业结构， 努力增强 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后劲＇， ；并且按照 “一

要吃饭，二要建设＂的顺序处理好消费与积累的比例。 所有这些对 计划工作都是至关重要的。
为了提高 计划的科学性， 不仅要遵循按比例规律， 同时还要遵循价值规律， 否则价值规

律会通过价格机制冲击不合理的计划。这可以从价格总水平和价格体系中的比价两方面来看：

在我国人口众多、社会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情况下， 国民收入的绝大部分被现 有人 口 吃

掉， 剩余产品很少。 但是， 几十年来， 我们的计划工作忽视这一国情， 急于求成， 盲目追求

速度， 超越微量的剩余产品盲目积累， 导致通货膨胀， 总需求超过总供给， 物价 总水平猛
涨， 使国民经济陷入困境。 这是由价值规律所衍生的货币流通规律对失衡的计划工作的反馈

和冲击。 在这种情况下， 仅靠行政手段去禁止涨价是无济于事的。 因为物价总水平的变动，

不过是纸币发行量变动的结果。 为了 走出困境， 必须爸底抽薪， 必须调整计划中积累与消费

的比例， 下狠心压缩基本建设、紧缩 货币发行蜇， 过几年紧日子； 同时， 在宏观上优化产业

结构， 在微观上优化劳动组合， 依靠科技与管理，主要走内涵扩大再生产的道路。 其结果，不

合理的总需求将被抑制 ， 合理的总供给则得到发展， 物价总水平也就会稳在合理的标度上。
长期以来，我们忽视商品生产总过程中生产的价格规律，不仅80年代以前长期否定 “成本

＋平均利润＋超额利润” 中的“平均利润“， 至今仍然忽视 “超额利润” 的存在。 我们的计划

价格因此一直人为地压低土地产品（农产品、矿产品）价格和交通运输价格。 价 格 问 题 是

价值从而生产产品的劳动是否得到补偿或占有别人劳动的问题。 过低的计划价格， 使 我国基
础产业投入的劳动得不到补偿． 使它们萎缩；加工工业则因此多占了基础产业的利益。 现在
要加强基础产业和调整经济结构， 也不能只凭行政手段， 关键仍在于计划要符合价值规律的
要求， 否则连符合按比例规律的要求也达不到。 计划只有符合生产价格规律才能使 各个产业
按比例地各得其所， 既在宏观上科学地进行调整 ， 又使它们在微观上各尽其力， 共同促进社
会生产力的发展， 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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