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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识经济的兴起

以数字化和网络化为特征的信息技术的

飞速发展，正使全球（尤其是工业化国家）经

济的增长方式发生根本性变化： 一 方面表现

为对传统产业的高度渗透。 例如在衣业生产

过程中，从良种的选育到化肥、衣药、衣业机

械等的使用，处处渗透着生物、化学、化工等

科学技术和知识。在这里，知识的作用是通过

影响传统的生产要素来体现的，其产品也是

传统意义上的。另一方面，表现为以知识为基

础的新兴产业的崛起，这尤其体现在计算机、

电子和航天等高技术产业和知识密集的服务

业之中。

在今天，经济增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

加依赖于知识的生产、扩散和应用。 在我国．

“知识经济
”

已经频频出现在各种媒体上，成

为各界人士谈论的热门话题。

二、知识价值论者的主要论点

在人们期盼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之时、以

“知识价值论
”

取代
“

劳动价值论
”

的思潮也渐

渐兴起．日趋高涨奈斯比特在《大趋势》寸;

中说．”在信息社会里．价值的增长不是通过

劳动，而是通过知识实现的".劳动价值论
＇

诞

生于工业经济时期的初期．必将被新的
贯

知识

价值论
＇

所取代
＂

。在国内，知识价值论者主要

有以下三种论点：

1. 传统经济，包括传统 衣业和工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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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依靠人的直接劳动创造价值与使用价值。

其公式是：直接劳动十物质和能源-产品。知

识经济，包括知识本身的生产和运用知识进

行物质产品的生产，主要靠知识创造价值与

使用价值。其公式是：知识十物质和能濒-产

品。 在传统经济中，是以劳动为基础，占主导

和支配地位，是劳动创造的经济，对应劳动价

值论；在知识经济中，是以知识为基础、占主

导和支配地位，是知识创造的经济 ，对应知

识价值论。

该论点认为，真正的唯物主义者是敢于

面对现实的。早在 100 多年前，马克思就预见

到：随着大工业的继续发展，”劳动已经显示

出不那么值得再继续包括在生产过程以内

了卫i为人只是以看守者和调节者的地位和

生产过程发生关系
”

,“随着大工业底继续发

展，创造现实的财富已经不再依靠劳动时间

和应用的劳动数量了、而是依靠在劳动时间

以内所运用的动原底力量，而这种动原自身

及其动力效果又跟它在自身生产上所消耗的

直接劳动时间根本不成比例，相反地却决定

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程度或科学在

生产上的应用 0 "

实际就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的财

富的创造取决于
“

动原
”

的力征、动原及其效

果又取决于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程度（即我

们所说的知识汃即在知识经济中，是科学技

术知识创造财富（即价值）

2. 知识作为智力劳动的 成果，它本身是



有价值的，因为它包含着人类劳动。一方面说

所有的科学知识都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

因为它是人类从事生产活动、社会活动与科

学探索的经验总结 ，凝结着全人类的智慧。知

识的加工、生产、传播和开发应用，必然要消

耗一部分人的体力劳动，但主要是脑力劳动

的消耗。 但另一方面又认为，加工、传播和应

用知识所创造的价值，主要归功于知识，是知

识创造的。

知识不仅有自身价值，而且有使用价值。

知识的使用价值，就是使用知识能够创造新

价值，创造大于生产或购买此种知识的价值。

对知识创造的价值不能只看一个方面，要从

多方面综合地看，不能只看显现的价值，还要

看潜在的价值；不能只看有形的，还要看无形

的价值。

由此得出知识价值论的主要内容是：知

识本身，作为劳动产品包含着价值，并能将自

身的价值转化为现实的价值；知识的使用，能

够在生产中创造新价值，创造大于生产或购

买它所花费的价值。
3,单位商品价值量(W)包含C、V、M三

个部分，竞争和由此推动的技术革命使劳动

生产率不断提高，单位商品中包含的C、V甚

至M 都会降低，C、V、M 的降低是W不断降

低的原因。 如图：

y(

价
值
阰
)

勹

）W

＼
＼ 

。 x（劳动生产率）

（其中W表示单位商品价值址，§表示

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

W不断降低是否意味着趋于零的极端

情况呢？如果C=O,V=O,W不存在 勺 只要V

=O，没有活劳动就没有价值的创造八V=(J，

在马克思看来，这种极端情况在现实中是不

存在的，没有活劳动参与的过程简直是不可

思议的。

假设是推理的前提，任何假设均要考虑

其可能出现的极端情况。 现代新技术革命的

结果恰恰产生了无人工厂、智能车间，劳动价

值论不得不陷于难以自圆其说的悖论。坚持

V 所代表的活劳动创造价值，在无人工厂里，

V =O，谁来创造价值？没有价值创造，谁来办

这样的工厂呢？而如果坚持无人工厂也创造

价值，就等于放弃了劳动价值论！

该观点提出新的价值构成公式：W=C

+ V+T+M。公式中的T即技术资本，它代

表构成企业再生产过程中的技术资源，是一

种特殊的资本，是技术在商品生产中的转化

形式，是一种要素资本，既不同于C 又不同

于 V。

正是T的存在，W曲线不再趋向于零，

而如图所示，T的增加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劳

动生产率的提高，有可能反而使价值扯增加，

因为T与W成正比，W曲线向上翘曲，如

图：

义
价
值
量
)

。

勹
x（劳动生产率）

接下来认为V=O时，W-=1=-0，谁来创造

价值呢？ C仅是价值转移，决不会创造价值，

承担创造价值任务的将是 T,T与V共同创

造价值。T是用来购买技术资源的资本，它所

购买的技术属于企业外部的劳动者智慧的结

晶。发明或创新技术是一种复杂劳动，它以外

在劳动的形式进入企业资源组合，为企业创
造价值，好比 一 群智慧的大脑在企业外部遥

控企业内的生产。所以T创造价值符合劳动

价值论 J

三、对知识经济内涵的分析与探索

为了搞清楚知识价值论的论点，我们有

必要分析一下知识经济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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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OECD《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一 书 资本等其他要素。

的阐释，知识经济是指直接依据知识和信息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单位商品的价值量的

的生产、分配和使用的经济。其实知识经济是 构成情况，以说明各生产要素，尤其 是知识作

一个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决定要素密切相关 为一 个特殊的生产要素在价值形成过程中的

的一 个范畴。 贡献。

所谓生产力，即是在一 定技术水平下人 W=C + V+T+M。其中W代表商品价

类进行生产活动的能力，亦即各种生产要素 值量，C 表示不变资本，V表示可变资本，T

有机结合的总和。 假设有n个生产要素X1、 表示独立出来的知识要素的贡献。

X2 、X3 ......Xn '以Y代表总的生产能力（生产 其实
“

知识
”

与
“

资本
“

总是在不同程度上

力水平）的话，那么可以用下面的公式反映各 发生着融合．也就是说在可变资本 V和不变

种生产要素是如何有机地结合而形成生产能 资本C中均融合有知识的因素。 这里的知识

力的： 要素T表示具备产权、独立性和无形三个条

Y=f(a凶心Xz,a3X3
……a,,Xn)，其中f表 件的从V和C中独立出来的新要素。

示生产函数即要素组合方式，a1a2
……an 代 T是一种特殊的要素。首先它不同于C。

表各种生产要素的使用效果。 C代表的是生产资料，是物化劳动，再生产把

上式明确表明，生产力水平取决于三个 它转化为物质形态，通常称之为硬件。 而T

方面的因素：各种生产要素的拥有量、各种生 代表的技术知识并没有物化，没有转化为物

产要素的使用效果以及各种生产要素间的有 质形态，仍然以知识形态进入再生产，只能把

机结合。 它称之为软件。 T与C 的另 一 个重要区别在

在决定生产力水平的各种生产要素中， 于交换 的方式不同。 生产资料在交换中表现

必定存在着一个特殊的生产要素（假定为 为一次性的所有权让渡，而知识要素商品交

X1)，在一段时期内对生产力水平起着特殊重 换 可以多次重复让渡，事实上，其 所有权并没

要的决定作用。 不仅自己作为独立的要素对 有完全让渡，它永久性地属于发明者。T与C

生产力水平作出贡献．而且还会影响其他生 的第三个区别在于损耗方式不同，生产资料

产要素的质量和使用效果以及各种生产要素 在使用中既有物质损耗又有精神损耗，而知

间的有机结合。 我们称之为第一生产要素。 识要素在使用中，只有精神损耗，没有物质损

知识经济是在资本经济的基础上发展的 耗。

一种全新的经济模式，社会经济特征都将随 其 次它又不同于V。 V所代表的活劳动

着
“

知识
”

取代
“

资本
“

第一生产要素地位的完 依附劳动者的身体，在劳动者让渡劳动力的

成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其 主要特征可归纳 时候，必须伴随劳动者身体同时让渡，不可分

如下： 离，知识商品视同为一种特殊劳动．它的转让

3`“知识
“

要素成为支撑经济和经济增长 与劳动者的身体无关，是复杂劳动的产物．是

的主体力掀： 一种非物化的死劳动，T与V所代表的是两

@
“

知识
＂

支配资本及其他生产要素： 种绝然不同的劳动 ，

3知识拥有者处于社会、经济的支配地 在上面价值构成公式中，除已被物化到

位，追求知识为社会成员的首要目标； C和V中去的知识要素被转移的价值外，独

句 “知识密集型
”

的高新技术产业将成为 立的知识要素T作为一个特殊的要素被转

主要产业； 移的价值在总价值蜇中占据较大的份额，并

@
“

知识
“

要素相对短缺，“知识
“

可替代 且它还促进了各生产要素间的有机结合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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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了其他生产要素的使用效果。

综上所述，知识经济就是以知识作为第

一生产要素．在经济增长、生产力发展中起特

殊决定作用的一种经济形态。从这个角度看，

它是一个与
“

劳动经济
”

、“资本经济
”

相对应

的范畴。

四、对知识价值论者论点的评析

1． 对第一 种论点的评析

这种论点是以知识是生产力中第 一生产

要素为知识价值论的依据的。 首先我们分析

一下其在知识经济时代主要靠知识创造价值

与使用价值的公式：

知识＋物质和能源-产品

在这个公式中，没有人的活劳动的参与｀

知识＋物质和能源便自动生产出产品．显然

是荒谬的。 众所周知，生产力有三个构成要

素：劳动力、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劳动力 是

生产中的主体．是生产力中最重要的起能动

作用的要素．除去劳动外的其他要素均无能

动性和创造性，都是死的，只有通过人的活劳

动才能使其由死复生臀所以它在生产力诸要

素中起基础性作用

当然随着科技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劳动

手段已不仅仅再是劳动资料，即在劳动过程

中用以改变或影响劳动对象的一 切物质资料

和物质条件．而且还应包含那些非物质条件

和非物质要素，例如非物化的知识要素．将成

为生产力i者要素中的第一要素，

该观点以及引用马克思的话应有如下两

层含义：第一．随脊牛产力的发展．作为牛产

力诸要素中的第一生产要素的劳动逐渐退居

其次．而资本、知识等其他生产要素逐渐取得

第一牛产理素的代i'f1而起主导作用：第 ＿ ． 通

着科技进步．牛产力的发展越来越依节投入

要素的科技含扯和要素质村的提砍．即依靠

复杂劳动的产物和复杂劳动．而不依节简单

劳动数扭和劳动时间的投入

这里认为知识转化为第一生产要素 ． 就

应由对应的知识价值论来取代劳动价值论，

其实是没有搞清楚生产力诸要素中劳动要素

的基础地位和能动作用。 第 一生产要素在生

产力的发展中起主导作用，在价值形成中贡

献最大，但其并无能动作用，其价值只能通过

劳动而被转移，并不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只

有通过劳动才能变为现实的生产力，是劳动

创造了价值和剩余价值。 如果认为传统经济

时代是劳动作为第一生产要素对应劳动价值

论，知识经济时代是知识作为第一生产要素

对应知识价值论，那么资本经济时代是资本

作为第一生产要素就应对应资本价值论了，

这恐怕是偏激的要素价值论（只考虑第 一 生

产要素）。

最后就是我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时、既不能因马克思的某个论断的历史局限

性就否定其基本原理、观点和方法，也不能从

马克思那里找出支言片语来为自己的某个观

点辩护，应从整体上去把握其精精。

2. 对第二种论点的评析

这种论点是从知识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得

出知识价值论的。 首先其对知识价值的论述

充满了矛盾。 一 方面承认所有科学知识都是

智力劳动成果，从事知识加工、生产、传播和

开发应用时，要消耗一部分体力劳动，但主要

是脑力劳动的消耗、其价值是由人类劳动创

造的：另一方面又认为加工、传播和应用知识

所创造的价值．主要归功千知识、是知识创造

的， 在这里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论
“

安然
”

并

存．即知识的价值是劳动创造的．应用知识创

造的价值是知识创造的．忘记了运用 知识创

造价值的执行者的存在正如该论点所说｀知

识本身包含肴价值 ． 人所做的一切（劳动）．不

过娃创造爷什去实现其价仇．创迼条什变知

识婓素的潜在价值为现实的价值．变知识内

仆的价值为外在价值．使其为人类服务．满足

人的各种需要 人的能动创造作用是显而易

见的．即劳动转移旧价值、创造新价值

该论点又认为知识的使用价值（即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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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能够创造新价值、创造大于生产或购买

此种知识所花费的价值）使知识具有了创造

价值的能力。其实这里有两个问题是明显的：

第 一 ，只有人运用知识（劳动）才能创造价值

和剩余价值，知识本身不能创造价值和剩余

价值；第二，大于生产此种知识的价值的剩余

价值是使用知识的复杂劳动创造的，大于购

买此种知识价格的部分，一 部分是劳动创造

的剩余价值，另一部分是不等价交换的结果

（即价格低于生产此种知识的价值）。 由此可

见，无论如何也是得不出知识创造价值（知识

价值论）的。 从该论点的主要内容看，强调知

识的使用（劳动）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也是一

目了然的，为何非要冠以
“

知识价值论“ 给人

以误导呢？

3. 对第三种论点的评析

这种论点把技术作为一种特殊资源，与

生产资料（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区别开来，构

成商品价值中不可或缺的 一 个组成部分，使

技术的作用直接反映在价值形成过程中，极

富创新意义。 但认为劳动V和技术T（非物

化劳动）共同创造了价值，虽然优于认为物化

劳动能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技术通过物化

劳动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观点，但仍然是
一种二元价值论，而不是坚待了劳动价值论。

这里有这样几个问题：

O真正的无人工厂、无人车间是不存在

的。 任何智能工厂车间里的自动化的机器设

备没有人的操作、调控、检查和维修是不可思

议的。所没有的是简单的劳动（如体力劳力），

而需要数扯虽很小但掌握了高科技知识的高

质量的复杂劳动．是它们转移了旧价值、创造

了新价值和剩余价值。

2从短期看，可能由于技术(T)的贡献，

使W曲线向上翘曲：但从长期看、它仍然是

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下降的．C、V的下

降容易理解，知识要素 T 的价值的长期趋势

也是随着生产知识这种特殊要素的劳动生产

率的提高而下降的。 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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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趋零的长期趋势并没有使劳动价值

论陷入悖论，而恰恰说明了马克思对生产力

和社会发展趋势预见的正确性：随着技术的

进步、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商品价值量不断

降低而趋于零，社会财富极大的丰富，劳动不

再是谋生的手段而成为需要，社会主义的高

级阶段一一 共产主义到来了，商品失去价值

本性而变为产品。

＠只有活劳动V创造了价值。在公式W

=C+V+T+M 中，虽然活劳动创造的新价

值(V+M)的份额不断减小，但它能把 C 和

T 的价值转移到商品之中，一 旦 V=O，就必

然有 W=O,T 是不会创造价值的，只有通过

人对知识的运用（即劳动）才能创造出价值和

剩余价值来。

也T与V共同创造价值不符合劳动价

值论。 这里技术 T 是脑力劳动非物化的产

物，而不是脑力劳动本身，技术创造价值并不



是劳动创造价值，企业外部大脑遥控的说法

未免牵强。 承认T创造价值：，就是承认知识

价值论，是不符合劳动价值论的二元价值论。

总之，上述论点的一个共同错误就是混

淆了知识经济中知识作为第一生产要素的作

用和知识价值论（知识创造价值）这两个不同

的范畴，没有搞清楚非物化的死劳动 知

识作为第一生产要素在价值形成过程中的突

出贡献和劳动作为生产力基础要素的创造作

用。 不同的第一生产要素的主导作用决定了

不同的经济形态，如劳动经济、资本经济和知

识经济，劳动要素的基础作用决定了不同经

济形态的共同本质，即劳动运用各种生产要

素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 知识价值论者提出

知识在现代经济中的突出贡献，让人们尊重

知识尊重人才，纠正脑体倒挂的现象，这个出

发点是好的，但非要牵强出一个知识价值论

来替代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在理论上是欠严肃

的。

当然否定知识价值论，坚持劳动价值论，

并不是要否定知识在未来知识经济中的第一

生产要素的重要作用。 我们面对知识经济的

挑战，要知难而进，抓住机遇，积极实施科教

兴国战略，创造有效使用知识的能力，加快科

技创新、知识创新，通过努力进入全球的知识

经济分工体系，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实现超

越！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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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思想史》（三卷本）再版

胡寄窗教授所著《中国经济思想史》（三卷本）将由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重印。《中国经济思

想史》（三卷本）不同于一般的教科书，它是一部学术著作。 胡寄窗教授在研究中对中国经济思

想在三于年中的发展演变和历朝历代出现的经济思想、经济概念作了极为全面的论述和发掘，

得出了一系列有益的启示．向世人展示了中国经济思想继承和发展的关系。 可以说，它是我国

学者企图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来分析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的第一部有系统的专著。

（李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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