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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研究劳动价值理论的力作

———评顾海良、张雷声著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历史与现实》

卫兴华

　　由顾海良和张雷声教授撰写、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

思劳动价值论的历史与现实》一书 ,是一部将历史与现实、理

论与实际、世界观与方法论相结合 ,从大范围和宽视野的角

度 ,系统而有深度地研究和论述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专著。

其总的理论倾向是 :对劳动价值论既要全面把握与坚持 ,又

要发展与创新。

专著系统地分析和阐述了马克思形成劳动价值论的思

想史、方法论和理论体系。作者特别提出告诫 :理论界对劳

动价值论的发展和创新 ,应建立在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形

成历史、科学方法和理论体系的深刻理解上。对于浅尝辄止

者、主观臆断者和庸俗诠释者来说 ,马克思播下的是“龙种”,

而收获只可能是“跳蚤”。

专著指出 ,马克思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时 ,曾一度是劳

动价值论的异议者。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唯物史观的创立 ,马

克思转向劳动价值论的赞成者 ,进而成为劳动价值论的发展

者和创新者。这种转变是唯物史观在政治经济学领域运用

的必然赓续。并且指出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建立在对经

济学方法论的创新基础上的。当前理论界对马克思劳动价

值论的一些误读 ,是同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的漠视相关

的。这种方法最显著的就是总体方法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从

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

作者指出 ,《资本论》中对劳动价值论的研究还只停留在

“资本一般”的范围内。但是 ,即使从三卷《资本论》中也可看

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 ,即从价值上

升到市场价值、再进而上升到生产价格的过程。在马克思的

经济学手稿中 ,对劳动价值论的论述更为丰富 ,包括了劳动

价值论进一步上升为多方面竞争、信用和股份资本等范围内

的具体规定 ,再上升为对外贸易、世界市场等范围内的具体

规定 ,其中包括不同国家价值规定的差异、世界市场上价值

形成的规定、国际价值规律的作用等等。专著设专章论述国

际价值的新形态 ,分析和评述了关于国际价值的研究 ,特别

提出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没有涉及到的国际价值转化为

国际生产价格的问题。作者认为 ,国际生产价格事实上成为

国际市场上商品价值实现的基础。作者指出 ,马克思的有关

论述对我们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现实中的劳

动价值论、研究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价值关系 ,具有理

论和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

专著既评述了从亚里士多德到配第 ,到斯密和李嘉图 ,

再到马克思的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学说发展史 ,还用相当多

的篇幅分析和论述了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探索和深化研

究过程、其逻辑进程和理论推演。作者强调指出 ,把劳动价

值论的研究封闭在《资本论》的界限内 ,特别是封闭在《资本

论》第一卷的界限内是很不科学的。

专著系统地论述了经济学说史上关于劳动价值论问题

的论战。包括恩格斯对洛贝尔图的批判 ,对洛里亚的反击 ;

卢森堡和考茨基对伯恩斯坦的批判 ;希法亭对庞巴维克的驳

斥等。理论争论的历史也会重复。了解学说史上关于劳动

价值论的批判与反批判 ,可鉴古喻今 ,有利于认识和把握当

前的有关争论。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发展的理论。专著始终强调并

设专题论述了这个问题。它说明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时

期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如何根据当时的实际 ,不断地发展

和完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自己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

二版和法文版 ,在《资本论》第二卷的和第三卷的一些手稿

中 ,怎样对劳动价值论进一步拓展。恩格斯怎样根据资本主

义经济发展的新情况和经济科学发展的新材料 ,对劳动价值

论做出了新发展。恩格斯还批评杰维尔写的《马克思的〈资

本论〉简述》中“把马克思认为只在一定条件下起作用的一些

原理解释成绝对的原理”,而如果忽视了这些条件 ,“那些原

理就成为不正确的了。”①专著还论述了 20 世纪初 ,列宁怎样

根据资本主义新的经济发展 ,对垄断价格和价值规律的新作

用作了创新性研究。

在 20 世纪的最初 20 年间 ,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政治经

济学是否“消亡”的问题 ,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所关注的问题。

而这一问题是与商品价值关系的存亡相联系的。专著评介

了这方面的讨论情况和理论是非。并对苏联沃兹湟辛斯基

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思考和“突出了劳动和

劳动价值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新作用”予以肯定评价。专

著还对斯大林、多布 (英) 、米克 (英) 等对劳动价值论的新探

索作了评介。

在当代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 ,在中国社会主义条件下 ,

劳动价值论的运用与发展问题 ,是该专著研究的重点问题。

时代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包括 :社会生产力的新发展和科

学技术的新变化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新变化 ;不同于马克

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时代特点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

体制的建立 ;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的新格局 ,等等。作者

指出 ,在新的历史和经济条件下 ,简单照搬马克思的经济思

想包括其劳动价值学说中的某些观点 ,将其绝对化 ,“只会损

害马克思”。专著分别分析研究和论述了科技革命对劳动价

值论的挑战 ;产业结构变化对劳动价值论发展的新要求 ;经

济全球化和劳动价值论的国际应用 ;第三产业的发展与劳动

价值论的新课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劳动价值论的

挑战 ;私营企业的管理与劳动价值论 ;劳动内涵的新变化 ;国

际价值的研究与劳动价值论的新发展等。

针对近几年来中国理论界在深化对劳动价值理论认识

上的不同意见 ,专著也表明了自己的取舍与正面见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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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西方国家现代雇佣劳动者阶级的成员趋于脑力劳

动化。由过去以体力劳动工人为主体 ,转变为以脑力劳动工

人和脑体双重劳动工人为主体。阶级结构发生变化 ,阶级矛

盾趋于缓和。但不赞同由此而断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

剩余价值论“过时”了。作者肯定劳动价值论是适用于一切

社会形态的商品经济理论。作者指出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

于劳动价值论应用范围的思想 ,为劳动价值论运用于现实的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提供了方法的和理论的基础。”

应把马克思创立劳动价值论的制度性分析思路与体制

性分析思路融为一体 ,去思考价值与财富的创造关系 ,应善

于运用劳动价值论的有关基本原理来研究和解决社会主义

经济理论与实践问题。

不能把劳动价值论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现阶段分配制度

的理论依据。不应从获取报酬的价值分配方面去推导决定

价值的因素 ,不赞同资本等非劳动要素都具有创造价值的功

能。更不赞同有的学者如晏智杰主张非经济因素如政治、文

化、自然条件等也是价值源泉的观点。

应扩大生产劳动的内涵。不应只限于直接作用于物质

生产部门的劳动。间接作用于劳动对象的部门的劳动也是

生产劳动。凡为产品生产服务的劳动都是生产劳动。这里

的产品包括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如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

服务、教育服务、金融和保险服务等 ,都是创造商品价值的生

产劳动。凡为生活服务的劳动是非生产劳动。关于这方面

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内部存在宽窄不同的见解。百

家争鸣 ,各抒己见 ,有利于研究的开展。确认只有活劳动创

造价值 ,丝毫不贬低物化劳动在物质生产和社会生产力发展

中的重要作用。对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长

来说 ,活劳动和物化劳动都有重要意义。

知识产品有其特殊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知识产品的价

值是显现价值与潜在价值的复合。其显现价值在交换中得

到体现 ,而潜在价值部分只能在现实生产中得到释放 ,进一

步在新产品中被创造出来。

总之 ,该专著是一部内容丰富、理论性和现实性都强、有

许多独到见解和创新观点的论著。是中国近几年来研究劳

动价值理论的一部力作。

注释 :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 36 卷 ,98 页 ,北京 ,人民出版

社 ,1974。

(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 　100872)
(责任编辑 :N、Z)

(上接第 123 页)公司应积极推动定点医院的电子化建设 ,由

从初级的病历调阅、治疗调查等手工管理模式 ,逐步转变为

通过网络化来实现费用控制和医疗服务协调管理 ,从而形成

管理式医疗。(5) 保险公司通过参股或控股等方式 ,参与医

疗机构管理 ,与医疗服务提供者之间真正实现“风险共担、利

益共享”的统一体。

总之 ,有效的医保合作模式可创造出政府、保险公司、医

院、保户“四赢”的局面 :政府解决了医改所带来的重大疾病无

保障的难题 ,保险公司卸去了医疗费用无从控制的隐患 ,医院

在医改冲击后找到了新的利润增长点 ,保户则获得了一份实

实在在的健康保障。可以预见 ,医保合作的前景是非常广阔

的 ,但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以及一个较长时间的磨合期。

41 加强政府监管 ,防范偿付能力风险。发展健康保险业

务 ,既是件利国利民的好事 ,同时又会面临较高的经营风险 ,

削弱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水平。因此 ,加强健康保险业务的

偿付能力监管显得非常重要。一是对健康保险新产品的定

价基础进行精算审核 ,从源头控制产品开发风险 ;二是在研

究分析大量基础数据的基础上 ,借鉴国外经验 ,建立中国健

康保险业务偿付能力监管指标体系 ,用于考察和评价健康保

险业务的偿付能力水平 ,完善偿付能力风险的预警机制 ;三

是积极开发健康保险业信息监管系统 ,保证监管数据采集的

及时性、准确性 ,为强化健康保险业偿付能力监管提供可靠

的数据支持。

注释 :
①美国、英国等有些国家对健康保险是如此定义的 ,因此 ,又可称

之为健康意外伤害保险。而在中国 ,健康保险仅包括医疗费用、疾病
保险内容 ,不包括意外伤害保险 ,意外伤害保险是一个独立的险种。

②段庆文 :《医改 :商业保险面临机会和风险》(系列报道之一) ,
载《中国保险报》,2001 - 04 - 04。

③⑧陈文辉 :《夯实基础 ,开拓进取 ,加快商业医疗保险的发展》,
见《首届“中国商业医疗保险论坛”文集》(北京) ,2002 年 11 月2 - 3 日。

④根据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有关资料整理而成 (2003 年 11

月) 。
⑤⑥⑦陈文辉 :《中国人身保险发展报告》,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

出版社 ,2004。
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 :《中国统计年鉴》(2003) ,北

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3。
�λυ段庆文 :《医改 :商业保险面临机会和风险》(系列报道之二) ,

载《中国保险报》,2001 - 04 - 05。
�λϖ徐斌 :《从医药业的寻租行为看制度创新的必要性》,载《中国

软科学》,1998 (10) 。
�λω段庆文 :《医改 :商业保险面临机会和风险》(系列报道之三) ,

载《中国保险报》,2001 - 04 -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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