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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劳动价值论面临着社会经济现实的各种挑战。 本文通过对创造知识价值的复杂劳动的阐

释，表明了劳动仍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并进一步指出：效用价值是劳动价值的虚拟表象。 因此，坚持劳动价值

一元论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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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人类劳动才是决定商品价值的唯一因素，这就是劳动价值论的一元性。 长期以来，学

术界在这个问题上争论甚多，产生了许多价值理论如效用价值论、要素价值论、资本价值论、技

术价值论、知识价值论等等，这些理论实际上都否认劳动价值论的一元性，而认为决定商品价

值的因素具有多元性。 其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没有把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作为两个不同

的范畴明确区分开来，甚至将两者混为一谈；另一方面，是由于僵化理解劳动价值论的内涵，因

而导致对现实解释能力的缺乏。

一、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科学地位

从 17 世纪中叶到 19 世纪初，资本主义在英国、法国开始发展．并逐渐成为统治的牛产方

式．于是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在英、法两国首先产生和发展起来。 威廉·配第作为英国古典

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第一次提出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命题。 比埃尔·布阿吉尔贝尔是法

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也是重农学派的先驱．反对重商主义，认为流通领域并不创造财

富，只有农业生产才是财富的源泉。 他在分析农产品价格和生产费用时，实际上已经提出商品

的交换价值归于劳动。 继布阿吉尔贝尔之后，弗朗索瓦· 魁来成为法国重农学派的创始人，

他把关于剩余价值来源的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为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奠定了基础。

由千这三位先驱都处于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初期，所以提出的价值观具有 一定的时代局限性

之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系统地发展了劳动价值论 他认为
“

劳动是衡

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
”

'i) “劳动不仅衡量价格中分解成劳动的那一部分的价值．

而且衡量价格中分解成地租和利润那些部分的价值
”

。。 “每一个商品的市场价格，都受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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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它的实际供售量，和愿支付它的自然价格（或者说愿支付它出售前所必须支付的地租、劳动

工资和利润的全部价值）的人的需要量，这二者的比例
”

气大卫·李嘉图继承并发展了斯密

的劳动价值论，成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他对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区分、对价值

量的确定、对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关系，都提出了新的看法。 在亚当·斯密的著作出版91

年以后，马克思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其核心

是劳动价值学说，即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商品价值的大小是由劳动时间决定的。 他指

出：“如果把生产活动的特定性质撇开，从而把劳动的有用性质撇开，生产活动就剩下一点：它

是人类劳动力的耗费
”

气马克思使劳动价值论形成了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发展到了一个新

的高点，并一直成为经典的价值理论被我国经济学界所遵循。

综上所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在批判吸收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

卫·李席图的劳动价值学说的基础上创立的科学理论，也是马克思全部经济学说的理论基础

和其经济分析的核心。 所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必须坚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马克思主

义经济学家始终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作为理论分析和实际经济问题分析的理论基础。 比利

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厄内斯特·曼德尔曾如此论述了坚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理

论和实际经济问题分析中的重要意义：
“

经济科学发现了价值这一组成因素，便掌握了解决一

系列实际问题的钥匙。 没有劳动价值论便没有剩余价值论，也没有办法把利润、利息、地租归

到唯一的根源上来，也就没有办法理解最近一百五十年来工农业生产神秘的波动。 没有劳动

价值论，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的理论便远不能自圆其说，经济危机便不能有首尾一贯的理论。

没有劳动价值论，便无法理解价格的长远趋势。 价格的长远趋势归根到底还是决定于生产商

品所必需的劳动量的变化
”

。。

二、劳动价值论面对的现实挑战与应对

科技革命的出现，尤其是知识经济的出现，促进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也相应带来经济、社

会等方面的巨大变革，同时给传统经济理论提出了许多新课题。 作为马克思经济理论基石的

劳动价值论面临着新的挑战。 有的人提出劳动价值论已经过时，要由
“

知识价值论
”

来取代；有

的提出要建立新的
“

劳动价值论
”

；更多的则是主张
“

发展
“

劳动价值论，充分注意到科学技术等

“知识
”

在财富，乃至价值创造中的重要地位，承认知识及包含知识的先进技术生产设备与活劳

动一起创造了价值，而且比活劳动创造更多的价值。 这些主张虽然观点各异，但有一点是共同

的：活劳动不再是，或者不是唯一的价值创造源泉。 劳动价值论在新形势下是要丰富和发展

的，但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等于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发展是以坚持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的本质为前提。 我们认为．劳动价值论是应该发展的，但要坚持两个前提：即
“

唯物

辨证
”

的方法论和劳动价值论的本质，而劳动价值论的本质是
“

只有人的活劳动才创造价值
”

。

显然，新
”

主张
“

无论其初衷如何，其结论或多或少偏离原则。 当然，要坚持
“

只有活劳动才创造

价值
”

这一劳动价值论的本质特征．并非为
“

坚持
”

而坚持．而是这一“本质
”

仍然揭示了知识经

济条件下价值的真正来源。 马克思从分析商品二因素入手·科学揭示出劳动的二重性质，科学

地解决了价值形成、决定和实现的难题。 劳动价值论是抽象的、本质的理论，它揭示的是整个

商品经济发展的本质和规律．不是商品经济某一发展阶段的具体规律 在商品经济不同发展

阶段劳动价值论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探讨这些不同的具体形式不是马克思的任务．他也不可

能对当时还没出现的阶段
＂

的一般理论的具体表现形式做出准确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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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经济对劳动价值论提出的挑战集中表现于以科学技术为代表的知识是否创造价值。

通常的一种解释认为：知识是劳动创造的，而且是复杂劳动创造的，所以知识有价值，而且商品

中凝结的
“

知识价值
”

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但是知识作为脑力劳动的结晶不能创造价值，只能将

自身价值转移于新产品之中。 那么，如何理解目前
“

知识经济
”

的巨大作用呢？首先，笔者认

为，对创造知识的复杂劳动的理解，不能局限于某一局部领域或某一短暂时点上。 由于劳动具

有不同的具体形式，从时空分离的角度上看，某一种形态的劳动逐渐远离物质的直接生产过程

的序列，但它仍在发挥着作用。 比如在应用
“

高科技成果
”

的过程中，对
“

高科技成果
”

的进一步

鉴别、检验及矫正仍在不断地进行中，如果我们在思维中把它们再综合成一个整体，可以把它

们抽象成一个抽象生产过程的不同环节（其实仍是生产总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可是看起来好

象与生产无关）。 人们仅看到了那些
“

高科技成果
”

在价值创造中的巨大作用，把这些多增加的

价值（超额利润）当成是那些
“

高科技成果
“

创造的．实在是个错觉。 其次，
“

高科技成果
”

的应用

过程，也是进一步耗费复杂劳动的过程，因此形成了更多的价值。

三、效用价值是劳动价值的虚拟表象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商品的价值界定为
“

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
”

;
”

表现为同它

们的使用价值完全无关的东西
”

;
“

使用价值或财物具有价值，只是因为有抽象人类劳动体现或

物化在里面
”

气从中可以看出： 一是商品的价值是劳动的结晶，
＂

价值的实体，这就是劳动
”

气

“单纯的自然物质，只要没有人类劳动物化在其中，也就是说，只要它是不依赖人类劳动而存在

的单纯物质，它就没有价值，因为价值只不过是物化劳动
“

气二是价值离不开使用价值。 使

用价值是价值的载体或物质承担者；没有使用价值的东西｀花费的劳动再多，也无价值。 这就

容易产生一个假象，似乎使用价值就是价值。 马克思曾无数次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把使用价

值当成价值的庸俗经济学的观点。 三是
＂

价值对象性纯粹是社会的……只能在商品同商品的

社会关系中表现出来
”

。 马克思揭示出在物与物之间关系掩盖下的人与人之间交换劳动的社

会联系。 交换双方以使用价值为载体，把商品的有用性让渡给对方，如果主体要占有其
“

有用

性
”

（即
“

客体
”

已经能满足自身需要），也就不用交换，也就不存在、不产生
”

价值
”

问题。 因此·

表现上看价值是主体需要与客体满足需要的自然关系，实际上
“

价值
”

是客体（指满足人类和社

会发展需要的劳动产物）所包含的主体的劳动。 西方经济学界一些经济学家似乎出于对马克

思经济理论应用的目的，对马克思的价值概念加以修改，结果是以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效用价

值论代替了劳动价值论。 他们把
“

物的有用性的主观评价
”

作为价值（效用价值）尺度，这实际

上正是
“

使用价值就是价值
”

这一假象的观念上的反映·实质上是劳动价值的一种虚拟表象；他

们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也正是劳动价值率规律（劳动生产率提高会降低单位商品的价值董）的

虚拟表象形式；而他们所谓各种稀缺的自然资源的
＂

价值
”

也要用劳动消耗量来反映 一种资

源如果不需要任何劳动就可以获得，则表明它并不稀缺，因而使用它不需要计算成本；凡是要

花费一定的劳动才能获得的资源，则有一定的稀缺性所所消耗的劳动正好构成这种资源的成

本。 越是稀缺的资源，越是等价于更多的劳动成本｀于是人们在观念上赋予其更多的
＂

价值
”

。

因此，离开了劳动价值论，稀缺的自然资源的
＂

价值
”

也就成为无源之水。

四、结论

综上所述·效用价值是劳动价值的虚拟表象，要素价值论（资本价值论）是一种把使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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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成价值的庸俗经济学的观点，技术价值论（知识价值论）本质上仍是劳动价值论的表现形式。

因此，坚持劳动价值一元论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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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尔：《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译本，下册，第 353-3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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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Rationality of the Monism of Labor Value 

WEN You-hu 
(Schoo/,of Eccmamics,Shanghai Uni仅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Shanghai 200083,0zina) 

Abstract: The theory of labor value is facing challenges from the reality of today's so

cial and economy.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at labor is still the only source of value through 

expounding on the complex labor of creating knowledge value, and further points out that U

tility Value is fictional performance of Labor Value. Therefore, it is the inevitable choice of 

history to persist in the Monism of l,abor Value. 

Key words: the theory of labor value; the theory of utility; the theory of knowledge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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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中国海派经济抡妘第12次研讨会在上海财经大学奉行

6 月 18 日，中国海派经济论坛笫 12 次研讨会在上海财经大学举行，主题为
“

科学认识和

发展劳动价值论
”

。 著名经济学家蒋学模、张薰华、程恩富等100多人出席，市有关部门领导施

岳群、朱敏彦和《光明日报》理论部孙明泉副主任等在会上演讲。

与会者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在批判地继承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科学地

构建的，是反映劳动者利益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基点，体现出学术上的科学性、运行上的实践

性与功利上的阶级性三者的高度统一．从而成为分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

石和有效方法，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会议就上海财经大学程恩富教授提出的
“

新的活劳动价

值一元论
”

等观点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金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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