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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差地租论

——对马克思地租理论的新说明

余瑞祥

一、级差地租

11 级差地租模型

马克思的级差地租理论乃至全部地租理论都是以完全竞

争的市场结构为分析前提的, 即资本自由进入农业 (关于土地

所有权障碍后面将会谈到)、众多的资本家生产同质的农产品

并按完全相同的价格出售。

在完全竞争的假定下, 形成级差地租的条件是: 投资于同

一地块或不同地块的等量资本会有不同的产量。为了实现等量

利润, 相应地就有不同的销售价格, 马克思称之为个别生产价

格。等量资本的产量越大, 其个别生产价格越低, 反之亦然。产

量最低的资本也要获得平均利润, 即土地产品的 销售价格至

少应等于产量最低的个别生产价格, 这种销售价格马克思称之

为社会生产价格。这样, 除了产量最低的资本外, 其他资本都

可以得到一个个别生产价格低于社会生产价格的差额, 此即级

差地租。

用 C i ( i= 1, 2, ⋯, n) 代表第 i 个产量的个别生产价格,

有

　　C i= k i+ Π

式中, k i 代表产量 y i 的生产成本, Π代表平均利润。按照

马克思的说法, 土地的耕种顺序是由优至劣的。这一顺序也可

以表述为随着产量的不断增加, 个别生产价格C i 是上升的。我

们不妨称最后的产量, 或最劣等地提供的产量亦即最低产量为

边际产量, 用 yn 表示, 其个别生产价格也是最高的个别生产价

格, 用Cn 表示, 相应的资本称为边际资本。用 P 代表土地产品

的销售价格或社会生产价格, 则有:

　　P= Cn= kn+ Π

因为C i≤Cn , 用R 代表级差地租总量, 所以有:

　　R = 2 (Cn- C i)

以上关系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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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a) 中水平的需求曲线D 意味着完全竞争的市场结

构。y 轴既代表随着土地面积扩大而增加的产量, 也代表既有

土地面积增加资本而增加的产量。土地供给是无弹性的, 土地

产品的供给却有弹性。如果上升的 C i 曲线反映的是土地由优

至劣的耕种顺序, 则阴影R 是与土地自然条件差别相联系的级

差地租É ; 如果C i 上升反映的是一定土地面积上等量投资的

边际产量递减, 则R 代表与等量资本的产量差别相联系的级差

地租Ê。C i 曲线无异于西方经济学中的边际成本曲线。马克思

的级差地租理论实际上是边际成本决定价格的理论。级差地租

É 和级差地租Ê 也可以看成是平均收益与边际成本的差额, 今

天一般称之为经济租金或生产者剩余。不过, 本文仍用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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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术语表述这些概念。

21 级差地租Ë

如果说级差地租É 是反映土地优劣程度差别的地租, 级差

地租Ê 是反映等量投资的产量差别的地租, 则图 1 (b) 反映的

是有无某种自然资源差别的地租。在《资本论》第三卷, 这是

马克思首先讨论的级差地租形态, 后人却较少注意。为了叙述

方便, 不妨称之为级差地租Ë。让我们从马克思的举例谈

起。①

“我们假定, 一个国家的工厂绝大多数是用蒸汽机推动的,

少数是用自然瀑布推动的。”显然, “利用瀑布进行生产的商品

的价值比较小, 因为生产这种商品时需要的劳动总量比较少。”

或者说, 较之于使用蒸汽机的工厂, 使用瀑布的等量资本有更

大的产量, 或者单位产量耗费较少的资本。

为了分析问题的方便, 我们假定使用瀑布的工厂之间、和

使用蒸汽机的工厂之间没有个别生产价格的差别。这一假定反

映在图 1 (b) 中就是两条不平的个别生产价格曲线或供给曲线。

使用蒸汽机的工厂要获得平均利润, 所以, 它们的个别生产价

格即是社会生产价格。使用瀑布的工厂的个别生产价格低于社

会生产价格的差额即为级差地租Ë , 如图 1 (b) 中的矩形阴影

所示。

级差地租Ë , 马克思是作为“级差地租的一般概念”予以

论述的, 这些将马上谈到。这里需要强调的是, 级差地租Ë 又

是一种特殊的地租形态, 它反映使用和不使用自然资源的差

别, 更能清楚地显示出自然资源的资产特征。

级差地租须以自然资源能够提供满足社会需要的产出为

前提。假定甲乙两片土地是不能提供任何地面产出的蛮荒之

地, 则它们不会有任何地租。倘若甲地埋有矿产而乙地没有, 则

甲地因为矿产而成为资产, 即矿地产。较之于乙地, 甲地的全

部地租都是矿产资源提供的地租。在这里, 矿产和地产是完全

合一的。

反之, 若甲乙两地有等量的地面产出, 且其个别生产价格

相同并低于社会生产价格, 则两地有依存于地面产出的相同级

差地租。甲地仍为矿产地, 乙地为非矿产地。若开发甲地矿产

不影响其地面产出, 则甲地的级差地租等于矿产地租与地面地

租之和, 肯定大于乙地地租。若开发甲地矿产会牺牲其地面产

出, 则甲地地租等于矿产地租减去地面地租。在这里, 矿产和

地产是分离的。极端地, 一繁华都市或一处风景名胜地下的矿

产可能是不值得开采的, 因为地下收益不足以抵补地面收益。

在这里, 是地产吞没了矿产。

更一般地说, 某种自然资源成其为资产, 不仅在于它能够

提供满足社会需要的产出或货币流量, 更在于它能够提供不使

用这种资源就不能提供的货币流量, 或者较之于不使用这种资

源等量资本能够提供较大的货币流量, 亦即相同货币流量只须

耗费较少的资本。要言之, 自然资源因为能提供级差地租而成

其为资产, 其资产价格只是资本化的级差地租。“如果利用蒸气

能提供利用水力时所没有的巨大利益, 而这种利益已足以补偿

费用而有余, 那末, 水力就不会有人使用, 就不会产生任何超

额利润, 因而也不会产生任何地租。”②换言之, 如果使用不使用

瀑布对个别生产价格没有影响, 即图 1 (b) 中两条供给曲线完

全重合, 则没有人愿意花钱买瀑布。瀑布没有价格, 因为它不

能提供级差地租从而不是资产。

31 虚假的社会价值

全部级差地租都可以表述为与自然资源相联系的个别生

产价格低于社会生产价格的差额。自然资源之所以能带来级差

地租, 进而成为有价格的资产, 不是因为有价值, 恰恰是因为

没有价值。“瀑布和土地一样, 和一切自然力一样, 没有价值,

因为它本身中没有任何物化劳动, 因而也没有价格, 价格通常

不外是用货币来表现的价值。在没有价值的地方, 也就没有什

么东西可以用货币来表现。这种价格不外是资本化的地租。”③

级差地租产生于自然资源在生产过程中的无偿服务, 即自

然资源能无代价地提高等量劳动和资本的产出率, 使使用自然

资源较之于不使用自然资源、使用优等自然资源较之于使用劣

等自然资源有较低的个别生产价格。譬如, 一块原始森林和一

块人造林可以提供相同的木材产出和相应的货币流量, 但前者

较之于后者至少有更多的超额利润。可见, 自然资源有价格恰

恰在于它无价值。种种认为自然资源有价值的观点, 不仅与价

值概念相矛盾, 而且与级差地租概念或自然资源价格概念相矛

盾。

从其来源看, 级差地租是出售自然资源产品得到的价值大

于自身耗费劳动的余额。用马克思的例证说, 就是 24 先令的产

品卖 60 先令, 即“按产品内所包含的实际劳动时间的二倍半来

购买这种土地产品”。马克思因此称级差地租为“虚假的社会价

值 ”, 是“被看作消费者的社会对土地产品支付过多的东

西”。④

马克思的“虚假的社会价值”概念曾引起许多争论。有人

认为, 由社会支付级差地租, 或由工业支付农业级差地租违背

了平均利润规律。⑤这种批评是没有道理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 工业支付农业级差地租本身就是利润率

的平均化过程, 就像工业部门内部资本有机构成较高的行业通

过商品交换得到的价值大于自身创造的价值一样。工业平均利

润率是指支付级差地租后所剩剩余价值同预付资本的比率, 而

不是本部门创造的剩余价值同预付资本的比率。进一步的研究

将会发现, 由此形成的平均利润率可能会低于农业边际资本同

自己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比率。在这种情况下, 级差地租的一部

分就是由农业边际资本支付的。譬如, 100 个农业边际资本创

造 20 个剩余价值, 而由工业支付农业级差地租后所形成的平

均利率只有 10%。这样每 100 个农业边际资本就会提供 10 个

单位的级差地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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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可以看出, 马克思经济学中的“边际原理”和“平均原

理”是可以统一起来的。在我们这里, 工业平均利润率边际地

决定农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农业部门内部再依此标准平均

化。其中, 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差额即形成

级差地租。这种级差地租既包括工业部门支付的价值, 也包括

农业部门内部个别劳动时间超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余额。

41 土地经营权垄断

更一般地说, 马克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概念本身就包含

着级差地租, 如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形成的超额剩余价值。

所不同的是, 工业部门内部的超额利润是在竞争中不断产生不

断消失的, 相当于西方经济学讲的准租金 (quasi- ren t)。而能

够提供超额利润的特殊自然资源数量有限且不能再生或复制,

这种超额利润因此能固化为一种稳定的收益形式。故马克思称

形成级差地租的原因是土地经营权垄断。

由此可见, 级差地租或经济租金本质上是一种垄断收益,

是生产者凭借其垄断了某种有限且不可再生的资源所得到的

超过平均利润的利润。土地及其他自然资源可以提供级差地

租, 受法律保护的技术、品牌、商誉, 以及不易学习的才能等

也可以提供稳定的经济租金。譬如, 同质的电冰箱贴上“海

尔”商标较之于用其他商标可能会卖更好的价钱。商标商誉之

类的无形资产在相当程度上具有经济租金的性质。

土地经营权垄断强调的是特殊自然资源数量有限且不可

再生或复制。后面将要讲到的土地所有权垄断强调的则是对资

本使用特殊自然资源的限制, 即不能无代价地使用自然资源。

马克思认为, 产生级差地租的原因是土地经营权垄断而不是土

地所有权垄断, 即使没有土地所有权垄断, 级差地租也会存

在。⑥今天看来, 马克思的这个观点值得商榷。

形成级差地租的条件是, 使用特殊资源的较小资本能够提

供较大的边际资本生产的产量。这就暗含着一个假定: 进入特

殊资源的资本必须是有限的。譬如, 如果允许资本无限制地进

入一块能产优质葡萄的葡萄园, 该园就有可能长不出葡萄来,

即出现所谓“公地悲剧”; 一座储量丰品位高的矿山允许众多企

业竞相开采, 有些企业甚至连平均利润也得不到; 一个商标若

大家都可以使用, 它也就很难成其为资产, 等等。现实生活中

的这些例子表明, 对特殊资源的经营权垄断是依存于所有权垄

断的。从这里可以看出, 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在原因上的区别

是不存在的。我们即将证明, 绝对地租就是级差地租, 或者说

没有独立于级差地租的绝对地租。

二、绝对地租

关于绝对地租, 马克思有互相联系的三个命题: 命题一: 绝

对地租产生于土地所有权垄断; 命题二: 绝对地租是市场价格

高于生产价格的余额; 命题三: 绝对地租是农产品价值高于生

产价格的余额。命题一是正确的, 而后两个命题与马克思地租

理论的内在逻辑相矛盾, 是不必要的。

11 土地所有权垄断

马克思称产生于资本不能自由进入土地的地租是绝对地

租。“在这里, 土地所有权就是障碍。因此, 不纳税, 也就是说,

不交地租, 就不能对从来没有耕种或出租的土地投入任何新的

资本。”⑦土地所有权因为阻止资本自由进入土地而形成绝对地

租, 更准确地说, 征收绝对地租是土地所有权阻止资本自由进

入土地的手段。

需要强调的是, 除了土地所有权外, 任何阻止资本自由进

入土地的障碍都可以形成绝对地租。亚当·斯密曾指出: 18 世

纪法国旧葡萄园主的“优越利润”得益于禁止新葡萄园的法

律。⑧特殊职业的丰厚收入往往产生于对其从业人数的限制也

是一个例子。⑨当然, 仅就与土地相联系的绝对地租而言, 土地

所有权是资本进入土地的更为基本、更为经常的障碍。在这个

意义上, 说土地所有权垄断形成绝对地租也未尝不可。但这并

不构成同级差地租的区别。因为不交级差地租, 资本就不能进

入优中等地。级差地租同绝对地租一样, 都是资本进入土地的

障碍。

21 是生产价格变动还是市场价格超过生产价格的余额

“因为有了土地所有权的限制, 市场价格必须上涨到一定

的程度, 使土地除了生产价格外, 还能支付一个余额, 也就是

说, 还能支付地租。”βκ这就是马克思关于绝对地租的第二个命

题, 即绝对地租是农产品的市场价格高于其生产价格的余额。

但按照马克思的内在逻辑, 这个命题是不能成立的。

对于承租人而言, 缴纳绝对地租无异于生产成本上升, 在

图 2 中表现为个别生产价格曲线或供给曲线C i 平行地向上移

至 C′i, C′i= C i+ r′。这里 r′代表单位产量的绝对地租。如果考

虑到绝对地租会减少产量的事实βλ, 则对土地产品的需求就应

该是有弹性的, 如图 2 (a) 中向下倾斜的D 线。图 2 (a) 直观

地告诉我们, C′i 和C i 围成的阴影面积即是马克思所指的绝对

地租。显然, 图中的阴影面积不等于马克思说的市场价格高于

生产价格的余额, 即不等于矩形面积 P′E′A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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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绝对地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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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关键在于, P′高于 P, 不是市场价格高于生产价格

的余额, 而是生产价格本身的上升。既然土地产品的社会生产

价格由边际产量 yn 的个别生产价格决定, 绝对地租使边际产

量由 yn 变为 y′n , 则生产价格即由 P 变为 P′。既然价格的变化

是由决定生产价格的边际产量及其个别生产价格变化引起的,

价格的变化就只能是生产价格自身的变化, 而不可能是在生产

价格之外再生出一个市场价格。极端地, 假定对土地产品的需

求有无限弹性, 则如图 2 (b) 所示, 虽然没有马克思说的市场

价格高于生产价格的余额, 却仍然有马克思说的绝对地租。

用供求模型的话说, 马克思说的绝对地租是指与供给变动

相联系的地租。至于供给增加是否导致生产价格上涨, 须视需

求弹性而定。当且仅当需求无弹性时, 绝对地租才等于生产价

格的变动额, 或等于马克思说的市场价格高于生产价格的余

额。需求弹性越大, 产生于绝对地租的供给变动对生产价格的

影响越小。极端地, 若需求弹性无限大, 供给变动对生产价格

没有影响。

31 不存在未被平均化的价值余额

马克思关于绝对地租的第三个命题是: 绝对地租, 或市场

价格高于生产价格的余额, 是农产品价值高于其生产价格的余

额或这种余额的一部分, 形成这种余额的条件是农业的资本有

机构成低于工业。

后人对这一命题的批评多集中在工农业之间资本有机构

成差别的历史性或暂时性上。但这种批评犯了批评对象同样的

错误。即都认为存在着一个与资本有机构差别相联系的且不能

被平均化的价值余额。

首先, 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理论以资本自由流动为前提。既

然资本可以自由流动, 土地当然也可以自由流动, 即自由地改

变用途, 或用于工业, 或用于农业。现实生活中, 农业用地要

交租, 工业用地也要交租。如果说农业用地因其资本有机构成

低从而有绝对地租, 而工业用地因其资本有机构成高只有级差

地租而没有绝对地租, 则追求地租最大化的土地所有者就会变

工业用地为农业用地, 从而使农业部门多创造的价值被平均

化。换言之, 在不仅资本而且土地也可以自由流动的假定下, 农

业部门的价值余额虽不能被资本流动平均化, 却可以被土地流

动平均化。可见, 即使农业资本有机构成低于工业, 价值超过

生产价格的余额也是不存在的。

如果说总有一部分土地限于自然条件不宜于农业, 那末,

较高的农业地租就是级差地租而不是马克思定义的绝对地租

了。

其次, 作为价值超过生产价格余额的绝对地租, 同马克思

的级差地租概念是互相矛盾的。如在图 2 (a) 中, 除了新的边

际产量 y′n 外, 其他任何一个产量譬如 y i 既有绝对地租, 也有

级差地租。说绝对地租是农业自己创造的价值, 级差地租是

“虚假的社会价值”, 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在图 2 (b) 中, 这

一矛盾暴露得更为清楚。因为在这里, 绝对地租就是既有级差

地租的一部分, 不能说它既是创造的价值, 又是“虚假的社会

价值”。如果“虚假的社会价值”这个概念成立, 那末, 价值高

于生产价格的命题至少是不必要的。

从其实际内容看, 绝对地租始终是级差地租的一部分, 是

社会“支付过多的东西”或“虚假的社会价值。”撇开生产价格

不变这种极端情况不谈, 起因于资本进入障碍或土地所在权垄

断的生产价格上涨所影响的只是级差地租的总量, 并未产生一

种新形式的地租。仍以图 2 (a) 为例, 供给增加导致的生产价

格上涨会增加级差地租÷ P′E′A P, 产量下降又会减少级差地

租 ∃A EB。一般地说, 所有权垄断对级差地租总量的净影响须

视供求弹性而定。当其他条件一定时, 需求弹性越大, 绝对地

租增加地租总量的可能性就越小。图 2 (b) 表明, 在需求有无

限弹性的条件下, 征收绝对地租会使地租总量变小。正是土地

所有权与地租总量的这种关系, 迫使追求地租最大化的土地所

有者不得不有限地使用土地所有权垄断。也许正因为如此,“在

正常条件下, 绝对地租也只能是微小的”βµ。

41 权利金和资源价格

综上所述, 马克思说的绝对地租并不是独立于级差地租的

地租形态, 而是级差地租的一部分, 或者说是级差地租总量的

变动, 同样是“虚假的社会价值”。作为均衡状态下的稳定收益

形式, 地租只能是级差地租或经济租金, 即个别生产价格低于

社会生产价格的差额, 而不可能是其他。

形成经济租金的主要原因是土地所有权垄断。第一, 土地

所有权垄断在质上产生经济租金, 即正在因为土地所有权垄

断, 才有个别生产价格低于社会生产价格的差额。第二, 土地

所有权垄断的强度会影响经济租金总量。既然经济租金依存于

土地所有权垄断, 所以, 土地所有者要将经济租金据为己有。正

是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说经济租金是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

现形式。

所有者凭借土地所有权得到的经济租金即为权利金 (roy2

alty)。如果考虑到级差地租Ê 和资源耗竭性等因素, 权利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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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条件, 亦即最优权利金是全部经济租金, 还是经济租金中

的某一个部分, 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限于篇幅, 容当他

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权利金≤经济租金。在均衡状态下, 权

利金不可能大于经济租金, 否则, 承租人就得不到平均利润了。

在均衡状态下, 权利金就是承租人租用土地并取得平均利

润流量 (也可能包括部分经济租金流量) 的成本, 即自然资源

的使用者成本 (u ser co st)。相应地, 权利金的资本化就是自然

资源所有权的买断价格, 简称资源价格。在均衡状态下, 它等

于权利金的现值之和, 即:

PR =
R 1

1+ r
+

R 2

(1+ r) 2 + ⋯+
R t

(1+ r) t

= 2
t

i= 1

R i

(1+ r) i

式中, PR 代表资源价格, R 1、R 2, ⋯R t 是资源耗竭期 t 内

的权利金流量, 如果资源是非耗竭性的, 则 t= ∞。r 为贴现率。

根据以上定义, 有必要对马克思的土地价格公式即土地价

格=
地租
利率作两点说明。首先, 这个公式暗含着一个假定, 即全

部地租都是权利金。但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 在承租期内, 至

少级差地租Ê 是所有者不能完全拿走的。其次, 这是一个永久

性年金公式, 即假定不变的地租流量是无限的。这个假定于非

耗竭性资源是成立的, 却不适用耗竭性资源。由此可见, 直接

将马克思的土地价格公式表述为资源价格公式是不妥当的。βν

三、垄断地租

马克思是在同绝对地租的比较中阐述垄断地租的。他说:

“我们必须加以区别, 究竟是因为产品或土地本身有一个与地

租无关的垄断价格存在, 所以地租才由垄断价格产生, 还是因

为有地租存在, 所以产品才按垄断价格出售。当我们说垄断价

格时, 一般是指这样一种价格, 这种价格只由购买者的购买欲

和支付能力决定, 而与一般生产价格或产品价值所决定的价格

无关。一个葡萄园在它所产的葡萄酒特别好时 (这种葡萄酒一

般说来只能进行比较小量的生产) , 就会提供一个垄断价格。由

于这个垄断价格 (它超过产品价值的余额, 只决定于高贵的饮

酒者的财富和嗜好) , 葡萄种植者将实现一个相当大的超额利

润。这种在这里由垄断价格产生的超额利润, 由于土地所有者

对这块具有独特性质的土地的所有权而转化为地租。并以这种

形式落入土地所有者手中。因此, 在这里, 是垄断价格产生的

地租, 反过来, 如果由于土地所有权对在未耕地上进行不付地

租的投资造成限制, 以致谷物不仅要高于它的生产价格出售,

而且还要高于它的价值出售, 那么, 地租就会产生垄断价格”βο。

从以上引证不难看出, 在马克思那里, 由供给变动所增加

的地租为绝对地租, 在这里, 地租使价格上涨; 由需求变动所

增加的地租为垄断地租, 在这里, 价格上涨增加地租。显然, 马

克思关于地租与价格之间因果关系的说明, 较之于西方经济学

的解释更为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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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垄断地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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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 3, D′代表较强的购买欲和支付能力, 因而相应地有

较高的价格 P′, 即马克思所说的垄断价格。但如同前面对绝对

地租的分析所指出的那样, 需求变动改变了边际产量 (在这里

是边际产量增加, 即由 yn 增至 y′n) , 因此 P 上升至 P′是生产价

格本身的变动, 而不是出现了市场价格大于生产价格的余额。

图中阴影面积是扩大了的个别生产价格低于社会生产价格的

差额, 即增加了的级差地租, 而不是独立于级差地租的另一种

地租。

总的来看, 马克思考察的实际上是市场均衡状态下的地租

总量及其变化。其基本结论是完全正确的。不足之处在于, 他

将市场均衡态变化对地租总量的影响当成两种独立的地租形

式, 给后人继承他的理论留下了麻烦。当我们解决了这些麻烦

之后, 马克思的地租理论一定能够成为资源经济学的坚实理论

基础和有效分析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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