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8 卷第 4 期
2002年4月

财经研究
J oum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劳动价值论三题

何玉长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上海200433)

Vol. 28 No. 4 

Apr. 2002 

摘 要：本文探讨了劳动价值论的三个问题。 首先，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劳动经历了物质劳动、服务劳

动和知识劳动三种形态；其次，与劳动价值形态演进相适应的是劳动价值论也在逐步深化，并对各种劳动形态创

造价值进行了解释；第三，本文对社会劳动价值论的基本观点和依据进行了客观评价，并指出了其失误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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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类劳动形态的变迁

1. 物质劳动形态

作为有一定目的的劳动，是在人脑指导下进行的，这是人类社会的特殊产物。 同时，人类本

身又是这种劳动的特殊产物，因为劳动是从猿到人转变的决定性条件。 劳动是自觉的有目的的

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创造物质财富的活动。 正如马克思所言：＂我们不谈最初的动物式的本能的

劳动形式。 ……我们要考察的是专属于人的劳动。 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

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 但是，最整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

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i)

人类社会的劳动一开始只是物质生产劳动，即以自然资源为劳动对象，借助于生产工具，直

接从自然资源中获取所需，或对其再加工，以满足人类社会需要的活动。 人类为了生存，首先必

须从自然界取得衣、食、住、行所需要的基本生活资料。 如人类狩猎的劳动、种植业的劳动，起初

就是在极恶劣的自然条件下进行的。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劳动工具的改进和劳动对象的扩大，物

质生产劳动扩大到冶炼、以手工为主的加工制造业的劳动。 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加工制造业的

范围日益扩大，生产专业化程度提高，劳动的产业化程度日益提高。 但这都是以物质资料生产物

质财富，都是以物质生产劳动为基础的。 物质生产劳动的特点，一是以物质的劳动工具为手段，

二是以物质资源为劳动对象，三是直接从自然界获取物质资源或加工物质资源，四是劳动过程的

最后形态是用以满足人类需要的物质产品。 作为商品经济社会的物质劳动，是指物质生产部门

劳动者的劳动。

也正因为此，从斯密、李嘉图到马克思，他们讨论的劳动价值论均是从物质生产劳动出发的。

2. 服务劳动形态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形态逐渐发展变化。 相对千物质生产劳动，社会分化出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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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生产劳动。 物质生产劳动是劳动者为创造物质财富而进行的活动，它包括一切生产领域中

劳动者的劳动和作为生产过程在流通中继续的那部分劳动（对商品的包装、保管等劳动）。 与此

相对应的是非物质生产劳动，即不直接创造物质财富的一切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的劳动，

（如商业店员、各种服务员、管理人员等，他们的劳动有些也是生产劳动，但相对于直接物质生产

劳动来讲，主要是非生产劳动）。 马克思将这两种形式的劳动称之为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

显然，非物质生产劳动基本是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劳动。 这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分工和生

产专业化程度的提高而出现的。 划分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标志，在马克思看来是以生产剩

余价值为标准的。 产业部门的劳动者生产剩余价值，其他部门的劳动者虽然也为资本家实现剩

余价值或分割剩余价值，但剩余价值的源泉在于产业部门工人的剩余劳动。 此外，他还认为，这

些非物质生产劳动主要是为资本家提供生活服务的，是资本主义寄生性和腐朽性的表现。 因而

除了生产部门的劳动以外，其他部门的劳动属千非生产劳动。

非生产劳动说到底都是服务劳动，即为生产或为生活提供服务的劳动。 服务劳动也是社会

生产发展之所需，如商品流通、信息咨询、中介服务、餐饮旅游、金融保险等领域的劳动，是社会生

产力发展的产物，也是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必要领域。 非生产劳动是社会分工专业化发展的结果。

这些部门虽然不直接生产物质财富，但却为社会提供必要的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 其劳动成果

是无形的、非物质形态的服务。 服务劳动以企业和居民为服务对象，提高了社会效率，增进了社

会生活质量，也增进了国民财富。

古典劳动价值论者斯密、李嘉图所分析的只是物质生产劳动，那是因为社会生产劳动的主要

表现形式是物质生产劳动。 直到19世纪中叶，马克思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社会生产仍然

是以物质生产占主导，服务劳动并没有成为重要的经济部门，而且享受服务的也只是少数富人，

不可能是广大的劳动者。 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服务劳动越来越重要，以服务劳动为主的

第三产业所创造的国民收入已占发达国家国民收入的2/3。 服务的对象主要是社会生产者和劳

动者，也不再是满足资本家私人寄生和腐朽生活的需要。 因此作为非物质生产的服务劳动是劳

动形态的第二个重要阶段。 这是在劳动价值论创立之后形成的。

3. 知识劳动形态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一样也创造价值，而且以脑力劳动为主的复

杂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是体力劳动为主的简单劳动的倍加。 由于劳动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进步

而不断发展的，劳动过程包含有更多的科技因素，因而劳动是以知识劳动的形式表现出来。

无论是在以手工工具生产为主的时代，还是在大机器工业生产的时代，虽然人们在提高生产

效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上主要依靠脑力劳动的增加，但在实际物质生产过程中却更多的是以体

力劳动为主。 这是与当时条件下人对自然，尤其是对机器的依附关系相适应的。 在社会发展到

生产中知识的作用日益重要的今天，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知识劳动越来越成为社会生产劳动的重

要形式。

知识劳动不是独立千物质生产劳动、服务劳动以外的劳动形态，而是内在于各种具体劳动之

中的以知识要素投入为主，表现为复杂劳动，其产品包含有较多知识含量的劳动。 马克思认为
“

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技术。”雹邓小平进一步强调
“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

。。随着科学技术的

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等知识要索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脑力劳动的作用已

经大大超过体力劳动的作用。 劳动产品的知识含量极大增加，知识劳动创造价值已经得到共识。

知识劳动的特点，一是劳动的主体是以脑力为主，掌握先进技术，具有高智能的知识劳动者

成为劳动的主体，其劳动能力是经过专业学习和培训所获得，其劳动过程必然表现为复杂劳动。

二是劳动的工具是先进的设备和应用软件，以及知识产权，现代化管理方法。 三是劳动的对象极

大扩展，既包括自然界原有物质资源，也包括技术开发出的新能源、新材料、合成材料等物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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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以及需要为之服务的社会群体和生产组织。 四是知识劳动主要依靠协作和集约的方式进行。

知识劳动一般是在分工和社会协作的条件下进行，突破了个体活动的局限，在提高资源使用效率

和劳动者索质的基础上通过社会化的过程完成劳动生产过程。

知识劳动、脑力劳动、智力劳动、科技劳动，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一个意思，是同一个思想的不

同表述。 知识劳动形态是人类劳动的新形式，其劳动过程渗透在 一切物质生产劳动和非物质生

产劳动过程之中。

二、劳动价值论的拓展

1. 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

古典经济学提出了朴素的劳动价值理论。 最有代表性的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

大卫·李嘉图。

斯密认为，”对于占有财富并愿用以交换一些新产品的人来说，它的价值，恰恰等千它使他们

能够购买或支配的劳动量。
”

©在回答什么是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时，斯密说：＂劳动是衡量一切

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
”

就是说商品价值的大小是由劳动决定的。 同时，斯密还阐述了交换

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关系。 他说：＂价值一词有二个不同的意义。 它有时表示特定物品效用，有时

又表示由于占有某 物而取得的对他种货物的购买力。 前者叫做使用价值，后者叫做交换价

值。
”

＠尽管他后来又将工资、利润与地租作为构成各种商品价格的全部，或者一切收入的来源，

但实际上，是他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 斯密的价值还不是确定意义的概念，他用价格、交换

价值来表达不同商品所包含的劳动量，但无法说明什么样的劳动决定商品的价值。 其劳动价值

论具有矛盾性，一方面承认劳动决定价值，另一方面又主张
“

购得劳动
”

决定价值。

李嘉图的商品价值决定论已经接近价值的本质，他认为商品价值是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

动量决定的。 他还说：
“

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量规定商品的交换价值，那么，劳动量每有增加，就
一定会使在其上施加劳动的商品的价值增加，劳动量每有减少，也一定会使之减少。

”

＠他认为商

品价值有两个源泉：＂一个是它们的稀少性，另一个是获取时所 必需的劳动量。
”

。他对价值理论

的贡献，还在于对创造价值的劳动的分析上。 一是把劳动区分为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 在相同

的劳动时间内，简单劳动生产的价值比较小，复杂劳动生产的价值比较大。 二是在生产中耗费的

劳动，不仅包含直接劳动（活劳动），而且包含间接劳动（物化劳动）。 ”也许形成商品价值的不仅

是直接投在商品上的劳动，而且还有投在协助这种劳动的器具、工具和工场建筑上的劳动。
”

©间

接劳动只能把原有的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中去，只有直接劳动才能创造新价值。 这 是李嘉图的新贡

献。 三是决定商品价值的劳动不是个别劳动，而是
“

必要劳动
”

。 他还认为，决定某种商品全部生产

量总价值的劳动量，不是实际耗费的劳动量，而是全部商品都在最不利条件下进行生产所需的劳动

量。 这种最不利条件下耗费的劳动量即
“

必要劳动
”

。 李嘉图的价值理论比斯密更进一步，但其缺

陷在于：不了解生产商品劳动的二重性，不能解决新价值创造和旧价值转移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是如

何进行的，同时其
｀

间接劳动
“

丢掉了原料价值的转移。 二是商品价值由最不利生产条件决定只能

是农产品价值，而一般商品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这 一点他是不可能看到的。

2.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揭示了劳动的二重性。 马克思在吸收古典经济学劳动创造价值思想的基

础上，科学地说明了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关系及其来源。 即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

动形成商品的价值。 商品的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而不是由个别劳动时间所决定。

劳动形式表现为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复杂劳动是倍加的简单劳动。

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划分是劳动价值论的运用。 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划分及其在剩余

价值生产过程中的不同作用是马克思的重大创造。 用在购买原材料、生产工具、机器设备等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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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在生产中不发生价值增殖，只改变其物质形态，并随着生产过程逐步将其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中

去。 用在购买劳动力的资本在生产过程中会带来价值增殖，即劳动者不仅创造补偿自身的价值，

而且还创造出超过自身价值的价值（剩余价值）。 在全部商品价值构成中cc+v+M),c 是旧价

值的转移，也是物化劳动的结果，V+M 是新价值的创造，是雇佣工人活劳动的结果。

劳动价值论的本质是说明活劳动创造新价值，这是区别科学价值论与其他价值论的根本点。

在价值理论的论战上，根本分歧是活劳动创造新价值，还是资本与劳动共同创造价值，即物化劳

动与活劳动共同创造价值。 一切站在私人资本立场上的人们主张土地、资本与劳动是价值的源

泉，即资本与劳动共同创造价值。 这实际就是承认资本对劳动的雇佣，承认资本剥夺剩余价值的

天然合理。 因此，马克思坚持劳动价值论是特指活劳动创造价值一元论。

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划分。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一切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都是生产劳

动，而只有产业部门的劳动者在资本的雇佣关系下与生产资料结合起来，为资本家创造价值与剩

余价值。 而社会其他部门虽然也是社会生活不可少的部门，但不会直接创造物质资料，其劳动者

虽然也从事劳动，却是非生产劳动。 他们的劳动是为本部门资本家实现剩余价值和分割剩余价

值。 因此，商业服务业等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均从事非生产劳动。

价值与生产价格的转换。 从总体和长远来看，商品的价格由价值决定，但引入供求关系以

后，市场价格会偏离价值，但价格仍然围绕价值上下波动。 而进一步引入利润率平均化规律之

后，价值转变为生产价格，生产价格与价值的偏离更为明显。 从价值到价格再到生产价格的转换

被人们称作
“

转型问题
”

Q一 面对这种转型，批评者认为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失败，而马克思主义

者强调价值与价格、价值与生产价格在社会总量上的一致性。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局限千物质资料生产部门的劳动。 产业资本循环和周转是在物质生

产部门进行，剩余价值是物质生产部门劳动者创造的，其他部门的劳动均是非生产劳动，不创造

剩余价值，只实现剩余价值和分割剩余价值。

3. 劳动价值论的深化

在马克思身后，对劳动创造价值的批评从来没有停止过。 尤其是每当一次科技革命带来生

产力大发展，生产力中非物质要素的作用增大时，总会有人提出对活劳动创造新价值的批评。 亚

当·斯密虽然是朴素劳动价值论的创始人，却也是二元劳动价值论的鼻祖。 斯密的
“

资本——利

润、劳动一—工资、土地一地租
“

公式，实际是指资本和劳动共同创造价值。 以后，一切反劳动

价值论者都集合在这一教条下。 在当今知识经济初露端倪的新时代，人们对劳动价值论又提出

了新的思考。

科学地分析劳动的形态和本质，可以见得，劳动价值论的本质依在。 在科学技术日益发达的

今天，劳动形态发生了极大改变，其中以知识劳动为标志，社会生产力极大解放，社会产品快速增

长，从这种角度上说是科技革命和知识经济推动了劳动形态的改变。 然而，知识经济只是改变了

劳动形态，没有改变本质。 知识劳动仍然是人类劳动，是人的体力和脑力的消耗，只是脑力消耗

的比重明显大于体力的耗费。 知识劳动表现在生产力的三要素上没有改变其劳动的性质。 一是

劳动仍然是体力和智力的耗费，劳动主体只是具有更高智能的劳动者。 二是劳动工具更为先进，

电子化、自动化的生产工具在社会生产的各个领域广泛运用，但归根结底还是人手的延伸。 三是

劳动对象进一步拓展。 新能源、新材料逐渐发现，使劳动对象极大扩展。 但这毕竟仍是劳动者作

用其上的物质形态，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均是活劳动的吸收器。

但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新形势下，劳动价值论的内容已不拘泥于以往的结论。

第一，服务劳动是生产劳动。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服务劳动所占的比重日益增加。 在马克

思时代，服务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还微乎其微，因而不被人们重视。 而今，更多的劳动力从物质

生产部门转移出来，以服务为主的第三产业无论在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方面，还是在吸纳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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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都在社会劳动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第三产业提供的社会服务，作为一种特殊的使用

价值，满足了人们生理和精神方面的需要，也为国家上缴税金，其劳动也一 样耗费人的体力和脑

力，同样可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衡量。

第二，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已经融合。 马克思对非生产劳动的分析，是建立在非生产劳动

是为流通领域资本家实现剩余价值、分割剩余价值和享乐服务的，是资本主义腐朽和寄生性的表

现。 只有产业部门的劳动者创造剩余价值，才是生产劳动。 这样理解生产劳动，显然不符合现代

经济的状况。 将大量的流通、服务和提供其他非物质要素的劳动都排除在生产劳动之外，是既不

合情，也不合理的。 应该扩大生产劳动的外延，将一切直接和间接的生产商品和劳务的劳动都视

作生产劳动，这些部门的劳动都可统计其价值。

第三，第三产业劳动价值应该归入劳动价值中。 尤其是第三产业的服务劳动不再是满足剥

削阶级寄生和腐朽生活的需要，而是为社会各阶层人们提供生理和精神生活之需要，是为社会创

造无形财富。 第三产业所创造的劳动成果越来越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部分，劳动价值论应该包

括第三产业的劳动价值。

第四，知识劳动价值是劳动价值的新形式。 知识劳动是更为复杂的劳动，知识劳动渗透在物

质生产劳动和非物质生产劳动之中，体现在生产劳动的三要素中，即：高智能的劳动力，先进的生

产工具和设备，新开发的生产资源。 现代社会的劳动更多地包含了知识要素，劳动产品包含了更

多的知识含量。 劳动价值论应该反映知识劳动形态的新发展。

三、社会劳动价值论质疑

近年来国内经济学界许多人对劳动价值论提出了
“
新发展

“
，最突出的要数钱伯海教授的社

会劳动价值论。 其根本思想是，全部物化劳动和活劳动都创造价值。 企业的全部产品价值来源

于社会的活劳动。 企业产品总价值恒等千社会的活劳动。 因此从社会来看的活劳动创造新价值

就等于从企业来看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共同创造价值。 这就是社会劳动价值论。 由此得出他著

名的社会劳动价值论的公式： ＠

$(C卢Vki+M心 ＝

1言言(Vll+MIJ)
i=l 

为了证明他的公式的合理性，钱伯海教授列出了下列表格。 从表中可以得出最终产品上衣

的总价值 28 元，正是五个生产环节新价值的总和 28 元。 社会总价值 78 元，又正是社会全部物

化劳动 50 元和活劳动 28 元的总和。

表1 社会劳动价值表

序号 生产单位 产品 单位 数量 物化劳动 净产值 总产值
C v+m c+v+m 

1 棉衣 棉花 公斤 0.4 。 4 4 

2 纺纱厂 棉纱 公斤 0.3 4 6 10 

3 织布厂 白布 公尺 3 10 6 16 

4 印染厂 色布 公尺 3 16 4 20 

5 服装厂 上衣 件 1 20 8 28 

合计 ／ ／ ／ ／ 50 28 78 

（见钱伯海：《社会劳动价值论》，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第32页。）

社会劳动价值论是以表1为依据的，如果表1具有合理性，其公式即可成立。 在社会劳动价

值论提出来后，引起了学界的激烈争论，批评者将其归结为
“

斯密教条
“
，认为钱伯海教授将上一

个阶段的物质产品作为下一个阶段的生产资料只能是物，而不是劳动。 而钱伯海教授强烈声称

这一部分物化劳动是劳动，而不是物，是社会在同一阶段生产出来的一部分价值。 批评者似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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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伯海教授的价值表无从下手，难怪乎钱伯海教授不服批评，并一再反批评。

我以为社会劳动价值是有严重缺陷的，一是其最终产品价值全部由物化劳动和活劳动构成，

并没有说明物化劳动不是物，印染厂提供的色布对服装厂来说只能是原材料，是物化劳动，其形

态是物质资料。 二是服装厂全部产品价值28元与社会活劳动总价值28元相等，这并不能说明

服装是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共同创造的。 活劳动在每个生产阶段创造新价值，但对下阶段来说只

能是物化劳动，是为下阶段提供的生产资料。 三是28=28，也只能说明其价值构成，而不能说明

价值创造，活劳动创造价值8元，加上物化劳动转移价值20元，才构成总价值28元，没有超出马

克思的W=C+V+M。 价值构成焉能等于价值创造？

我们还可按照社会劳动价值表的思路，做以下分析。 如果以第一阶段CP1 )的棉衣生产总值

扣掉物化劳动，剩下的就是活劳动创造的新价值，依次类推CP2 ,P3 , P4 , Ps)，将各环节新价值加

总得出以下算式：

P门cc+v+M)-C}+P2 { cc+v+M)-c}+P3 { cc+v+M)—C}+P4 { cc+v+M)-C} 

+Ps { CC+V+M)-C} =Ps CC+V+M)

整理得：

P1 (V+M)+P2 CV+M)+P3 CV+M)+P4 (V+M)+Ps (V+M) =Ps (C+V+M) 

将以上数据带入算式：

P1 (4) + P2 (6) + P3 (6) + P4 (4) + Ps (8) =Ps (20+8) 

�pi (28) = Ps (28) 

以上算式说明，在本阶段是新价值（或活劳动）的创造，在作为下阶段的生产资料时，就成了

物化劳动。 如果生产相关产品的链条非常之长，只要将各环节新价值加总即可。 如上面的社会

劳动价值表实际就是如此。 其中R至R共创造了20元新价值，这正是P5所需要的生产资料，

是以往阶段生产劳动的产品，因而对P5来说是物化劳动。

而价值构成问题马克思早巳解决，即c+v+M,c 在任何时候都是上阶段生产出来的物质

产品，在本阶段作为生产资料只发生价值转移，而不发生价值增值。 最终产品中生产资料价值当

然也就由初级产品和中间产品的活劳动创造的。 钱教授在这里并没有新的突破。 我们应该看

到，创造价值是劳动的过程，劳动是人才具有的能力，其他物体和动物无法创造。 创造是一个动

词，动作的发出者除了人还会有谁呢？物化劳动转移价值（而且是由劳动者实施转移的）而不是

创造价值这是不言而喻的。

总之，随着劳动形态的演进，劳动价值论在不断深化，然而，劳动创造价值，并且新价值由活

劳动创造，这一科学结论在今天仍是真理。 物化劳动转移价值并没有失去真正其应有的作用，它

作为活劳动的吸收器是社会劳动不可缺少的物质条件，但它本身也是上个阶段，或上上个阶段人

们的活劳动创造的。

注释：
O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202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下册，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211 页。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74 页。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 1972 年版，第 26 页，第 25 页。
@@＠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 1972 年版，第 9 页，第 7 页，第 17 页。

＠钱伯海：《社会劳动价值论》，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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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Bases of Present Value Accounting 

Measurement Attribute and Its Inspi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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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further research in accounting measurement which remains the core prob

lem for financial accounting,and to explore the law for development in present value accounting 

measurement attibute and even the whole accounting measurements and accounting itself, this 

paper creatively researches the theoretical bases of present value accounting measurement at

tribute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The researche finds out that present value accounting mea

surement attribute has profound theoretical bases and researches on it have great significance. 

Although the coexistence of various accounting measurement attributes is an eternal inevitabili

ty, the more developed the economy is, the more important the present value accounting mea

surement attribute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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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 Questions on the Theory of Labor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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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ree questions the theory of on labor value. First, with de

velopment of production, there have been three forms for human labor: material labor, service 

labor,and intellectual labor. Second,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labor forms, the theory of 

labor value has deepened in its implication and has interpreted various labors which create val

ue. Third, the paper gives an objective appraisal to the society labor theory of value and points 

out its 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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