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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的辩证关系

———与卫兴华、晏智杰教授交流

许有伦

　　摘要 : 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是两种不同的价值理论 ,长期以来 ,争论不休。这个

问题不解决 ,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研究水平就很难提高。只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

想路线 ,运用逻辑思维、辩证思维的科学方法 ,揭示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的辩证统一

关系 ,才能形成新的商品价值理论 ,达到理论创新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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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价值理论是经济学的基础理论。自从经济

学产生以来 ,经济学家们就有不同的认识 ,主要观点

有 :劳动价值论、效用价值论、抽象劳动价值论、边际

效用价值论 ,以及均衡价格论等等。各种不同的价

值理论长期争论不休 ,原因在于 ,经济学家们立场、

观点、方法不同 ,对价值这个抽象的概念有不同的认

识 ,对价值、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和价格的关系没有

完全搞清楚 ,价值理论因此成为经济学之谜。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从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

值理论发展而来的 ,它与剩余价值理论联系在一起 ,

对于批判资本主义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在我国学

术界一直占统治地位 ,其他价值理论都是批判的对

象。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建立和西方经济学的引进 ,我国学术界对于马克思

的劳动价值论产生了不同的认识 ,引起了学术争论。

其中 ,以卫兴华教授与晏智杰教授的学术争论尤其

引人注目。晏智杰教授认为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有它的前提条件和历史局限性 ,它只适用于简单商

品交换 ,甚至是实物交换 ,不适用于现代市场经济 ,

不如生产要素价值论和财富论能够反映现代市场经

济的发展规律 ,因此要重新认识劳动价值论 ,重新界

定商品价值的概念。他认为 ,商品的价值是商品体

与人的需要的关系 ,即使用价值 ;商品价值的源泉是

多元化多层次的 ;价格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 ;价值只

不过是价格的长期趋势和表现等。卫兴华教授批评

晏智杰教授错解与曲解马克思 ,否定劳动价值论 ,不

是科学的态度与思维方式。他指出晏教授提出来的

理论不过是“要素价值论”,“供求价值论”,“效用价

值论”等为资本主义辩护的陈旧理论 ,谈不上发展、

创新 ,因此受到学术界的批评。晏智杰教授反批评 ,

说卫兴华教授本本主义的批评不是科学的研究态度

和思维方式 ,有悖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无助于

经济学价值论的发展创新。笔者仔细拜读了两位教

授发表的许多文章 ,认为他们的观点都有自己的一

定道理 ,但是 ,由于他们的思维方式不同 ,思想情绪

对立 ,很难取得共识。本文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的思想路线 ,发扬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 ,

运用逻辑思维、辩证思维的科学方法 ,揭示劳动价值

论与效用价值论的辩证统一关系 ,吸收两种价值论

的有益成果 ,形成新的商品价值理论 ,供学术界参

考。

一、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的来源

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的理论来源 ,要追溯

到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 (1723-1790 ) 。斯

密是劳动价值论的奠基人 ,他在自己的代表作《国富

论》中提出劳动创造商品价值的观点 ,同时区分了商

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他指出 :“应该注意 ,价

值一词有二个不同的意义。它有时表示特定物品的

效用 ,有时又表示占有某物而取得的对他种货物的

购买力。前者可以叫作使用价值 ,后者可以叫作交

换价值。”①“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正

尺度。”②他又说 ,价值由劳动决定的原理只适用于

“初期野蛮社会”,到了资本主义社会 ,由于资本积累

和土地私有制的产生 ,商品的价值不再由劳动决定 ,

而是由工资、利润、地租三种收入决定。他说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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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利润和地租 ,是一切收入和一切可以交换的价值

的三个原始源泉。”③斯密的价值概念不够明确 ,有

些自相矛盾 ,引起后来学者的争论。

法国经济学家萨伊 (1767-1832 ) 在《政治经济

学概论》中研究了商品价值问题。他批评斯密的劳

动价值论是错误的。他认为只有人的劳动才创造价

值不符合事实 ,更加严密的分析表明 ,一切价值都来

自人的劳动加上自然力与资本的作用。他提出生产

三要素 (劳动、资本、土地)共同创造商品的价值。萨

伊讲的价值不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抽象劳动 ,而是物

品或财富的效用。他指出 :“物品效用就是物品价值

的基础 ,物品的价值就是财富所由构成的。”④萨伊

的价值论被人称为“生产要素价值论”或“效用价值

论”。后来 ,边际学派又发展了效用价值论 ,创立了

边际效用价值论。

马克思 (1818-1883 ) 批判地继承了古典经济学

的劳动价值论。他肯定了劳动创造价值的基本观

点 ,批评斯密的价值概念自相矛盾。他在自己的代

表作《资本论》中提出“商品二因素”和“劳动二重性”

学说 ,说明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 ,抽象劳动

形成商品的价值 ;商品的价值就是凝结在商品中的

人类抽象劳动 ;商品的价值量决定于社会必要劳动

时间 ,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 ,等等。马克思还批评

萨伊的“生产要素价值论”和“三位一体”的分配公

式 ,是为资本主义剥削辩护。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准确地说是抽象劳动价值论)和萨伊的效用价值论

都来源于斯密的价值论 ,演变关系如下 :

商品价值
使用价值 - 效用价值论 (边际效用价值论)

交换价值 - 劳动价值论 (抽象劳动价值论)

二、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的区别

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是两种不同的价值理

论 ,二者的区别主要有以下三点 :

(一)劳动价值论认为 ,生产劳动创造商品的价

值 ;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 ,抽象劳动形成商

品的价值。效用价值论认为 ,生产要素共同创造商

品的价值。劳动只是要素之一 ,不能单独创造价值。

争论的焦点是对“创造”的理解问题。《现代汉语词

典》(修订本)的解释是 :“创造”就是“想出新方法、建

立新理论、做出新的成绩或东西。”“创造性”就是“努

力创新的思想和表现 :充分调动广大群众在劳动中

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这种涵义上讲 ,劳动创造价

值的观点是正确的。因为 ,在生产三要素中 ,人是劳

动的主体 ,只有人的劳动具有积极性和创造性 ,其他

生产要素 (土地、资本等)都是被动的要素 ,本身并不

具有创造性 ;在生产要素中 ,只有人的劳动是不可缺

少的 ,其他生产要素并非绝对不可缺少 ,例如 ,非农

业生产就不一定需要土地 (除非你把生产地点也叫

土地) ,小生产就不一定需要资本 (除非你把生产工

具也叫资本) 。“劳动创造价值”不仅是马克思主义

的价值观 ,同时也是广大劳动人民的价值观 (一份辛

劳 ,一份收获) 。生产要素共同创造价值是西方经济

学的价值观 ,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

(二)劳动价值论认为 ,商品的价值就是凝结在

商品中的人类抽象劳动 ,因此得出结论 :劳动是价值

的唯一源泉。效用价值论认为 ,商品的价值就是财

富的效用 (使用价值) ,因此得出结论 :生产三要素是

商品价值的源泉。争论的焦点是对“价值”和“源泉”

的理解问题。由于对价值概念理解不同 ,对价值源

泉的看法就必然不同。众所周知 ,商品是用来交换

的劳动产品。作为劳动产品 ,商品是劳动者和生产

资料相结合生产出来的。生产力二因素 (人力和物

力)决定商品二因素 :一是物的因素 ,来源于自然界 ;

二是人的因素 ,来源于人的劳动。自然资源与人的

劳动是商品使用价值的源泉 ,而使用价值是交换价

值的源泉。早在 10 年前 ,笔者发表了《重新认识商

品的价值》一文 ,从经济哲学的高度给商品的价值下

了新定义 (见下文) ,同时指出“创造”与“源泉”是两

个不同的概念 ,不能混为一谈。“劳动创造价值”不

等于“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自然资源与劳动一

样 ,也是商品价值的源泉。因为自然资源对人类有

使用价值 ,稀缺的自然资源 (石油、煤炭、天然气、金、

银、铜、铁矿等) 有交换价值 ,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

商品交换不仅是劳动交换 ,同时也是资源交换。资

源、劳动、商品、价值关系如下 :

自然资源 + 人的劳动 = 产品 →使用价值 →商品

→交换价值

(三)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 ,劳动创造商品

的价值 ,资本、土地并不创造价值。因此得出结论 :

资本带来利润 ,土地带来地租 ,都是对雇佣劳动者的

剥削。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批判资本主义剥

削。萨伊的效用价值论认为 ,生产三要素共同创造

商品的价值 ,因此得出结论 :劳动获得工资 ,资本获

得利润 ,土地获得地租 ,并不存在剥削。生产要素价

值论和“三位一体”的分配公式为资本主义剥削辩

护。这就是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 ,涉及到政治问题。

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对“剥削”的理解问题。我国学术

界发表了不少文章 ,至今还在讨论之中。有人认为 ,

价值论是分配论的基础。劳动价值论是按劳分配的

理论基础 ;生产要素价值论是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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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基础。有人认为 ,价值论与分配论无关 ,劳动价值

论不是按劳分配的理论基础 ;按生产要素分配也不

能证明生产要素共同创造价值。事实证明 ,没有价

值创造 ,就没有价值分配。劳动创造价值是按劳分

配、多劳多得的理论基础 ,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基

本分配原则。深化劳动价值理论研究 ,是为了完善

按劳分配制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公有

制为主体 ,多种经济成分并存 ,资本、土地是稀缺的

资源 ,参与价值形成 ,不能无偿使用 ,因此也要参与

分配。如果分配公平 (合情、合理、合法) ,有利于经

济发展、社会稳定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就不必谈

论剥削问题 ;如果分配不公 ,贫富差距扩大 ,出现两

极分化 ,就肯定有剥削问题。剥削就是利用经济、政

治特权 ,侵犯劳动人民的利益 ,为个人或小集团谋私

利。剥削问题比较复杂 ,应该具体分析 ,在此不多

谈。

三、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的联系

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不仅有区别 ,而且有

联系 ,主要有以下三点 :

(一)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研究对象都是商

品的价值和价格 ,只是由于研究的重点和方法不同 ,

产生了不同的认识。效用价值论研究的重点是商品

的使用价值 ,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 ,从财富的效用到

边际效用 ,从基数效用到序数效用等 ;劳动价值论研

究的重点是商品的交换价值 ,采用定性分析的方法 ,

从交换价值中抽象出价值 ,从价值讲到价格等。科

学的研究方法应该是 :全面分析 ,系统研究 ,不仅要

进行定性分析 ,而且要进行定量分析 ;不仅要研究使

用价值 ,而且要研究交换价值 ;还要研究使用价值和

交换价值的联系 ,研究交换价值和价格的区别 ,才能

得出科学的结论。

(二)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对商品使用价值

的源泉认识是相同的。劳动价值论认为 ,劳动不是

商品使用价值的源泉 ,自然界和劳动一样也是商品

使用价值的源泉。例如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

中说过 :“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 ,自然界和劳动

一样 ,也是使用价值 (而物质财富本来就是由使用价

值构成的 !)的源泉 ,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的

表现。”“只有一个人事先就以所有者的身份来对待

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 ,

把自然界当作隶属于他的东西来处置 ,他的劳动才

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 ,因而也成为财富的源泉。”⑤

又如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也说过 :“政治经济

学家说 :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和自然

界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 ,

劳动把材料变为财富。”⑥效用价值论认为 ,生产三

要素 (劳动、资本、土地) 是财富 (使用价值) 的源泉。

对于这一点 ,我国学术界没有什么争议。

(三)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对商品价格的认

识也有某些相同之处。劳动价值论认为 ,商品的价

格是由价值决定的 ,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

定的。商品价格受供求关系影响 ,围绕价值上下浮

动 ,是商品经济的价值规律。效用价值论认为 ,商品

的原始价格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 ,市场价格是由供

求关系决定的 ,供给曲线与需求曲线相交 ,决定商品

的均衡价格。均衡价格理论代替了商品价值理论 ,

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要内容。马克思在《雇佣劳动

和资本》中也说过 ,商品的价格是由什么决定的 ?

“它是由买主和卖主之间的竞争即供求关系决定

的。”⑦他还指出 ,“商品价格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

“价格由生产费用决定 ,就等于说价格由生产商品所

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⑧其实 ,在货币产生以前 ,商

品的价格是不明确的。在货币产生以后 ,商品的价

格与货币的发行量和流通量密切相关 ,离开货币就

谈不上价格。在现代市场经济激烈竞争的条件下 ,

决定商品价格的因素很多很复杂 ,留待下文再谈。

四、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的统一

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是两种不同的价值理

论 ,长期以来 ,争论不休。争论本身就说明 ,两种不

同的价值论都有自己的一定道理。形而上学的思维

方式是 :“非 A 即 B”;辩证法的思维方式是“亦 A 亦

B”。我的研究方法是 :求同存异 ,发展创新 ,即吸收

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的有益成果 ,形成新的商

品价值论。

商品的价值是什么 ? 这不是单纯的经济学问

题 ,而是经济哲学问题 ,只有上升到哲学的高度 ,才

能获得正确的认识。从哲学上讲 ,价值是客体对主

体的意义以及主体对客体的评价 ,它反映了客体和

主体的关系。马克思也说过 :“‘价值’这个普遍的概

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

生的。”⑨商品的价值就是商品对人所具有的意义以

及人对商品所作的评价 ,它反映了商品 (客体) 和人

(主体)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 ,我们讲商品的价值 ,

就是指商品对人有何价值 ? 人对商品作何评价 (买

不买 ,值不值) ? 离开人这个价值的主体 ,商品无人

问津 ,价值就无从谈起。这是认识商品价值的关键

所在 ,也是发展商品经济的意义所在。我们为什么

要发展商品经济 ? 归根到底是为了满足人民的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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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

在商品经济社会中 ,人从整体 (不要理解为个

人)讲具有二重性 :既是生产者 ,又是消费者。商品

是用来出卖的劳动产品 ,生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

足消费需要 ,因此就决定商品的价值也具有二重性 :

对消费者具有使用价值 ,对生产者具有交换价值。

使用价值是商品价值的物质内容 ,交换价值是商品

价值的表现形式。内容决定形式 :有使用价值的商

品才有交换价值 ,没有使用价值 (如伪劣商品) 就没

有交换价值 ;使用价值降低 (如旧车) ,交换价值降

低 ;使用价值消失 (如过期失效药品) ,交换价值消

失。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关系是辩证统一关系 ,

统一于商品的价值 (这不仅符合形式逻辑 ,而且符合

辩证法) 。研究商品价值问题 ,必须首先研究使用价

值 ,只有弄清使用价值 ,才能弄清交换价值。

商品的使用价值是商品的社会价值 ,即满足社

会消费者需要。任何社会的商品生产 ,最终目的都

是为了满足消费需要。生产是手段 ,消费是目的 ;生

产决定消费 ,消费决定再生产。生产和消费的关系

是经济生活的主要矛盾 ,是经济学的基本问题 ,它决

定商品与货币、供给与需求、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关

系 ,从而决定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商品的使用价

值包括三要素 :品种、数量、质量。不同品种、数量、

质量的商品 ,具有不同的使用价值 ,同一商品也可能

有不同的用途 ,这些都是不言而喻的。商品使用价

值的大小是可以分析比较的 ,根据使用价值三要素

对消费者的效用就可以比较出来。

品种 (序数效用) :商品类别品种很多 ,使用价值

大小不同 ,可以进行定性分析 ,按序数排列 ,排在前

三位的应该是 :食品、衣服、住房 ⋯⋯食、衣、住是人

民基本的生活需要 ,解决的是温饱问题。我国经济

发展战略第一步就是解决温饱问题 ,第二步是达到

小康水平 ,第三步是实现共同富裕。现在已经走过

第二步 ,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 ,但是还没有全

面达到小康水平。全国农村还有几千万贫困人口温

饱问题没解决 ,城市有几百万下岗职工生活水平下

降 ,需要最低生活保障。

数量 (基数效用) :商品数量有多少 ,决定使用价

值的大小 ,可以进行定量分析 ,用基数计量。例如 ,

我国现有 13 亿人口 ,每年需要消费多少粮食 ? 根据

统计 ,得出基数。满足需要 ,效用最大。粮食生产就

是要根据这个基数来安排。国家实行最严格的耕地

保护制度 ,保护粮食生产基地 ;同时建立粮食储备制

度 ,以丰补歉 ,保证粮食安全。此外 ,国家还给种粮

农民财政补贴 ,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质量 (时间效用) :商品质量要合格 ,而且要有保

质期 ,过期则失效。特别是食品、药品 ,关系人民生

命健康 ,质量尤其重要。现在市场上假冒伪劣商品

泛滥成灾 ,过期食品、药品也拿去卖 ,广大消费者深

受其害 (有些人被伪劣食品药品毒害致死) 。国家必

须制定商品质量标准、生产许可证制度和市场准入

制度 ,加强质量检查监督工作 ,严厉打击假冒伪劣行

为 ,维护市场经济秩序 ,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商品的交换价值是商品的经济价值 ,即能够给

商品生产者带来经济利益。盈利或赚钱是商品生产

的直接目的 ,它决定商品生产和流通的全过程 ,促进

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在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

中 ,商品的交换价值形式也发展变化 :从简单的价值

形式到扩大的价值形式 ,从一般价值形式到货币形

式 ,从金属货币流通到纸币产生 ,如今又发展到电子

货币“一卡通”。在货币产生以前 ,没有价值尺度和

价格标准 ,商品的交换价值形式是不明确的 ,在很大

程度上带有互通有无的性质 ,交换双方获得的都是

使用价值 (货物) 。在货币产生以后 ,有了价值尺度

和价格标准 ,单位商品的交换价值就明确地表现为

价格。商品价值、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与价格的逻辑

关系是 :

商品价值
使用价值 :品种、数量、质量

交换价值 = 价格 ×数量 (质量)

商品的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 ,这

个“物质”就是商品的数量和质量。没有数量就没有

质量 ;没有质量 (如食品腐烂变质) ,数量再多也不顶

用 ,等于零。

商品的交换价值与价格、数量成正比。商品的

价格与质量成正比 (优质优价) ,与数量成反比例方

向变化 (薄利多销)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以增加商

品的产量 ,与交换价值成正比 ;同时降低生产成本 ,

与价格成反比 (我国学术界关于劳动生产率与商品

价值量成“正比”、“反比”的争论 ,到此迎刃而解) 。

消费者购买商品考虑的因素是 :买什么 (品种) ? 买

多少 (数量) ? 好不好 (质量) ? 贵不贵 (价格) ? 这是

经济生活的基本常识。

商品的价格就是货币与商品相交换的比例关

系 ,即单位商品交换价值的货币表现 (亦称单价) ,用

公式表示 :

商品价格 =
货币量 (需求)
商品量 (供给)

这个公式不仅包括各种商品的各种价格 ,而且

反映了价格变化规律 ,即供求规律 :在自由竞争的市

场上 ,个别商品的市场价格是由生产 (下转第 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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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制是有效和重要的替代规制方式。

税费规制与价格规制相比优点是 ,大幅度减少了

政府与企业的信息不对称性。税费规制通过市场机

制起作用 ,政府可根据资源的稀缺度规定资源的税

费 ,能间接和有效地调整该资源的市场价格 ,包括生

产价格和消费价格 ,并能把税费所得用于治理资源开

发中所产生的生态问题 ;通过税费调整 ,后代人也相

对容易获得代际间的效率与公平。在长期 ,由于非再

生资源已被耗尽 ,或是由于非再生资源所造成的生态

环境成本和其他成本已经超过可再生资源的开发成

本 (例如煤和石油的使用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 ,非再

生资源最终会转化为可再生资源。这一过程中 ,政府

的税费规制能调节资源技术在资源产业中的分布和

使用 ,促进替代的可再生资源的开发和使用 ,减少后

代的代际机会成本损失。税费规制的缺点是 ,在面对

资源垄断和战略性资源供求时 ,税费手段会鼓励“稀

缺租”的产生 ,从而直接损害当代消费者的利益 ,也不

利于国家的资源安全保护和战略竞争。

注释 :
①“温暖”效用 (Becker,1974)指从同情和帮助他人中得到

温暖效用 ;名声效用笔者认为是从捐献资助他人中获得赞誉
和地位的效用。参见尼古拉斯·马尔、大卫·怀恩斯 :《福利经
济学前沿问题》,中文版 ,151～156页 ,北京 ,中国税务出版社 ,
2000。

②不可再生资源的经济理论分析 ,始于数理经济学家霍
特林 (Hotelling) 1931年在《政治经济学评论》上发表的经典论
文《可枯竭资源经济学》,之所以称为简单的霍特林定律 ,是因
为这是在假设开采成本为 0 的条件下霍特林定律所得到的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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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7 页) 成本和供求关系决定的。生产成本

(由多种因素决定 ,可以核算出来) 是决定商品价格

的内因 ,市场价格只有高于成本价格 ,生产者有利可

图 ,才会继续生产 ;否则就会停产或转产。供求关系

是决定商品价格的外因 :商品供不应求 ,价格上涨 ,

是卖方市场 ;供过于求 ,价格下跌 ,是买方市场 ;供求

平衡 ,价格相对稳定 ,市场价格等于成本价格加平均

利润 ,即生产价格。市场价格受供求关系影响 ,围绕

生产价格上下浮动 ,是市场经济的价格规律。价格

规律调节商品生产和流通。整个社会的商品价格水

平是由货币发行量决定的。国家制定货币政策 ,控

制货币发行量 ,可以保持商品价格水平的基本稳定 ,

防止通货紧缩或通货膨胀 ,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平稳

发展。

理论研究贵在创新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

准。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观 ,揭开商品价值之谜 ,解

决经济学的世界难题 ,对于反对商品拜物教和拜金

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注释 :
①②③王亚南 主编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选辑》,

中文版 ,308、309、321 页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④萨伊 :《政治经济学概论》,中文版 ,59 页 ,北京 ,商务印

书馆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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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 ,人民出版社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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