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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关于价格的

相关理论及其市场经济意义

王　冰　薛才琳　陈　刚

　　摘要 :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价格的相关理论包括 :价格本质、价格形成决定因

素、价格变动内部决定因素、价格构成及其运动、价格形成与价格变动等方面的理论。这

些理论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理论体系的最基本理论组成部分 ,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

品价格制订提供了理论依据 ,为认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价格问题提供了指导思想 ,为判断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价格行为提供了理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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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价格理

论体系 ,本文只探讨关于价格的相关理论部分。马

克思关于价格的相关理论 ,是市场经济价格理论体

系的最基本组成部分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着积

极的作用 ,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关于价格本质的理论

从价格的一般界定上来看 ,所谓商品价格 ,指的

是商品 (或服务) 同货币交换比例的指数。或者说 ,

价格作为商品的价值量的指数 ,是商品同货币交换

比例的指数。商品价格 ,是随着商品交换的产生而

产生、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而发展的。在商品经济

早期 ,一种商品的价格是由与其相交换的另一种商

品的数量表现出来的。货币产生以后 ,商品价格则

由与其相交换的货币的一定数量来表现。

价格是现象或者说是表现形式 ,那么价格的本

质是什么 ?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多次明确指出 ,

价值是价格的本质。其一 ,“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

现”①。其二 ,“价格是物化在商品内的劳动的货币

名称”②。由于市场只承认凝结在商品中的社会必

要劳动 ,而不接受生产者生产个别产品物化在其中

的个别劳动 ,所以 ,“商品的价格只是物化在商品中

的社会劳动量的货币名称”③。其三 ,“一种商品 (如

麻布)在已执行货币商品职能的商品 (如金) 上的简

单的相对的价值表现 ,就是价格形式。”④

马克思多次阐述的核心内容是 :商品价格是商

品价值的货币表现形式 ,商品价值是商品价格的本

质。具体包含以下几层意思 :其一 ,价格是价值的现

象和表现形式 ,商品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形

式 ;其二 ,用货币表现出来的商品价值是商品的相对

价值 ,也即商品的价值同货币价值的比例关系 ;其

三 ,价格的变动 ,取决于多种因素 ,其中商品本身价

值的变动、货币价值的变动和供给与需求关系的变

动等是最主要的因素。

由于商品价值是商品价格的本质 ,所以 ,商品价

格如果脱离了商品价值这个基础 ,商品价格就失去

了科学的基础和科学的依据 ,那么 ,商品价格就会成

为生产者经营者任意支配的奴仆 ,整个商品市场将

会由于他们随意决定价格而变得混乱不堪。

二、关于价格形成决定因素的理论

(一)价格形成的决定因素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了两个层次的价格形

成的决定因素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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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层次 ,马克思从价值方面阐述了价格形

成的决定因素问题。马克思指出 :“不同商品的价格

不管最初用什么方式来相互确定或调节 ,它们的变

动总是受价值规律的支配。”⑤“价值规律支配着价

格的运动”⑥ ,“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来交换或出售

是理所当然的 ,是商品平衡的自然规律。”⑦这些观

点及其他相关阐述表明 ,马克思认为商品价值是商

品价格形成的基础或者说是商品价格形成的决定因

素。商品有了价值 ,才能用货币形式来表现其价值 ,

从而产生价格 ,进而同货币进行交换。如果某种物

品不是人类无差别抽象劳动的凝结物 ,就不具有价

值 ,与其他商品就没有相同的基础或标准作为依据

进行交换 ,也就不能产生价格。因此 ,一个物品有没

有价值 ,也就决定了它有没有价格。所以 ,马克思认

为商品的价值是价格形成的决定性因素。当然 ,也

有特殊现象 ,有些“没有价值的东西在形式上可以具

有价格。在这里 ,价格表现是虚幻的 ,就像数学中的

某些数量一样。”⑧这一层次是商品经济发展水平较

低的阶段 ,商品价格形成的决定因素是商品的价值。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 :“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或接

近它们的价值进行的交换 ,比那种按照它们的生产

价格进行的交换 ,所要求的发展阶段低得多。”⑨

第二个层次 ,马克思从生产价格方面阐述了价

格形成的决定因素问题。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竞

争不仅在部门内部进行 ,而且在部门之间也日益激

烈 ,这种竞争的结果使不同部门的利润趋向于平均

化 ,于是价值便转化为生产价格形态。马克思分析

说 :“如果商品都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 ,那就像已经

说过的那样 ,不同生产部门由于投入其中的资本量

的有机构成不同 ,会产生极不相同的利润率。但是

资本会从利润率较低的部门抽走 ,投入利润率较高

的其他部门。通过这种不断的流出和流入 ,总之 ,通

过资本在不同部门之间根据利润率的升降进行的分

配 ,供求之间就会形成这样一种比例 ,以致不同的生

产部门都有相同的平均利润 ,因而价值也就转化为

生产价格。”⑩

尽管这个商品经济发展的更高水平的阶段 ,价

值形态转化为生产价格形态 ,但是价值形态的转化

并没有违背价值规律 ,因为此时全社会产品的生产

价格总和仍然等于它的价值的总和。所以 ,马克思

说 :“一部分生产部门具有资本的中等构成或平均构

成 ,也就是说 ,这部分生产部门的资本的构成完全是

或者接近于社会平均资本的构成。

在这些部门中生产的商品的生产价格 ,是同这

些商品的用货币来表现的价值完全一致或接近一致

的。

⋯⋯社会总产品的生产价格的总和 ,必然等于

它的价值的总和。”�λϖ

“由于这个平均利润加入成本价格而形成的价

格 ,只能是转化为生产价格的价值。”�λω

在这个阶段 ,由于出现了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 ,

商品已不再只是单纯的用来交换商品 ,它还是用来

当作交换的资本产品 ,而作为资本 ,必然要求等量资

本获得等量利润。这样一来 ,资本的中等构成或平

均构成部门产品的生产价格总和等于它的价值的总

和 ,资本有机构成高的部门多获得的超过市场价值

的那部分生产价格 ,正是资本有机构成低的部门所

损失的那部分生产价格。同时 ,我们还可以看到 ,生

产价格只是按照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规律所修正

的价值 ,它本身仍然是价值 ,仍然是要用社会必要劳

动时间进行衡量的。所以 ,在商品经济发展的这个

历史阶段中 ,生产价格是商品价格形成的决定因素。

(二)价格高低的决定因素

商品价值是生产商品时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

的抽象劳动时间 ,商品的价值量就是由生产商品的

抽象劳动量即劳动时间决定的。每个生产者生产商

品都需要消耗劳动 ,但是每个生产者在个别生产场

合生产的商品所凝结的劳动时间只是个别劳动时

间。由于各个生产者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各不相

同 ,因而生产者生产商品所凝结的个别劳动时间差

别很大 ,即生产者生产个别商品的价值量差别很大。

这些商品的个别价值量并不为社会 (即市场) 所承

认 ,社会 (市场)只承认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

间所形成的价值量。也即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

条件下 ,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

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所形成的价值量。马克

思明确地阐明了这个问题 ,在论述个别劳动时间和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时 ,他指出 ,生产者在个别场合生

产商品时所消耗的劳动时间是商品的个别价值 ,“现

在 ,这个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它的社会价值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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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这个商品所花费的劳动时间 ,少于在社会平均条

件下生产的大宗同类商品所花费的劳动时间。⋯⋯

但是商品的现实价值不是它的个别价值 ,而是它的

社会价值 ,就是说 ,它的现实价值不是用生产者在个

别场合生产它所实际花费的劳动时间来计量 ,而是

用生产它所必需的社会劳动时间来计量。”�λξ只有这

种生产商品所必需的社会劳动时间所形成的价值

量 ,才是社会 (市场) 所认可的商品价格高低的决定

性因素。

正因为社会只认可生产商品所必需的社会劳动

时间所形成的价值量是决定商品价格高低的决定因

素 ,所以 ,马克思指出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

如果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减少了 ,价格就会

降低 ;如果增加了 ,价格就会提高。”�λψ

马克思的相关阐述表明了三个观点 : (1)生产商

品所必需的社会劳动时间所形成的价值量 ,是商品

价格高低的决定因素 ; (2)商品价格的高低是由生产

该商品所必需的社会劳动时间的多少所形成的商品

价值量的大小确定的 ; (3)商品价格的上涨和下降是

由生产该商品所必需的社会劳动时间即商品价值量

的增加和减少确定的。

(三)价格波动的重心 (或中心、轴心)

马克思指出 ,商品 ,“它们的价值是它们的价格

围绕着运动的重心 ,而且价格的不断涨落也是围绕

这个重心来拉平的。”�λζ当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以

后 ,商品的市场价格则以生产价格为中心而上下波

动。马克思在分析这个问题时明确指出 :“生产价格

是在每个部门中调节的 ,并且是按照特殊的情况调

节的。不过它本身又是一个中心 ,日常的市场价格

就是围绕着这个中心来变动 ,并且在一定时期内围

绕这个中心来拉平的。”�λ{这些阐述表明 ,在商品价

格纷繁复杂波动的背后隐含有一个牵制其波动的重

心 (或中心、轴心) ,这个重心 (或中心、轴心) 就是商

品价值或者商品的生产价格。

同时 ,马克思还在《资本论》中就这个论题中的

商品价格与商品价值量之间的量的关系进行了具体

阐述 :“商品的价值量表现着一种必然的、商品形成

过程内在的同社会劳动时间的关系。随着价值量转

化为价格 ,这种必然的关系就表现为商品同在它之

外存在的货币商品的交换比例。这种交换的比例既

可以表现商品的价值量 ,也可以表现比它大或小的

量 ,在一定条件下 ,商品就是按这种较大或较小的量

来让渡的。可见 ,价格和价值量之间的量的不一致

的可能性 ,或者价格偏离价值量的可能性 ,已经包含

在价格形式本身中。但这并不是这种形式的缺点 ,

相反地 ,却使这种形式成为这样一种生产方式的适

当形式 ,在这种生产方式下 ,规则只能作为没有规则

性的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规律来为自己开辟道

路。”�λ|

由此可见 ,由于商品价值是形成价格的基础 ,是

支配商品价格的内在决定因素 ,因而 ,商品价格则围

绕着以商品价值这个基础为重心 (或中心、轴心) 上

下波动。

价格波动必然会受到商品供求的影响 ,商品供

大于求时价格下降 ,商品供小于求时价格上涨 ,商品

供求一致时价格不变。当商品供求一致时商品价格

就与商品价值保持一致 ,这时就能够证明价格波动

的重心 (或中心、轴心)是商品的价值。同时 ,尽管价

格会发生波动 ,会偏离商品的市场价值 ,但是 ,从一

个较长时期来看 ,这种偏离和波动会正负互相抵销 ,

使商品总价格与商品总价值趋于一致。这样看来 ,

商品价格波动的重心 (或中心、轴心) 仍然是商品的

价值 ,价格仍然是价值的货币表现。马克思从偏离

的价格平均化为市场价值的角度论证了这个问题 ,

他指出 ,“各种同市场价值相偏离的市场价格 ,按平

均数来看 ,就会平均化为市场价值 ,因为这种和市场

价值的偏离会作为正负数互相抵销。”�λ}因而 ,价格

的上涨和下降相互抵销后 ,商品价格与商品价值仍

然趋于一致 ,因为“商品价格具有借供求关系把自己

恢复到劳动价值的趋势。”�λ∼

商品价格与商品价值一致是价值规律的表现 ,

商品价格与商品价值背离并围绕着商品价值上下波

动同样是价值规律的表现 ,它不仅不会否定价值规

律 ,反而是价值规律实现的形式。恩格斯明确地表

述了这种思想 ,它指出 ,“商品价格对商品价值的不

断背离是一个必要的条件 ,只有在这个条件下并由

于这个条件 ,商品价值才存在。只有通过竞争的波

动从而通过商品价格的波动 ,商品生产的价值规律

才能得到贯彻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这

一点才能成为现实。”�µυ 以上也就是说 ,价值规律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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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通过价格与价值的背离和价格围绕价值的波动才

能发挥作用 ,得到贯彻 ,成为现实。

三、关于价格变动内部决定因素的理论

(一)价格变动的内部决定因素

恩格斯曾明确地论述价格变动的内部决定因素

是价值规律 ,他是这样阐述的 :“政治经济学碰到了

这样一个事实 ,即一切商品的价格 ,包括被它称作

‘劳动’的那个商品的价格在内 ,不断地发生变动 ;它

们由于那些往往与商品本身的生产毫不相关的各种

极端复杂的情况的影响 ,忽而上涨 ,忽而下降 ,因而

使人觉得价格通常是由纯粹的偶然情况来决定的。

当政治经济学作为科学出现的时候 ,它的首要任务

之一就是要找出隐藏在这种表面支配着商品价格的

偶然情况后面 ,而实际上却自己支配着这种偶然情

况的规律。在商品价格不断变动及其时涨时落的摇

摆中 ,它要找出这种变动和摇摆所围绕的稳定的轴

心。一句话 ,它要从商品价格出发 ,找出作为调节价

格的规律的商品价值 ,价格的一切变动都可以根据

价值来加以说明 , 而且归根到底都以价值为依

归。”�µϖ

以上分析说明 ,价值在价格变动中发挥着决定

性的作用 ,价值是价格的规律 ,价值的这种重要作用

就表明价格变动的决定因素是价值规律 ,价值规律

是支配价格运动的内在决定因素。所以 ,马克思说 :

“价值规律支配着价格的运动。”�µω

这是因为 ,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

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 ,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 ,一定

的价格就是商品一定价值量的货币表现 ,一旦决定

价格的商品价值量发生了变动 ,那么 ,商品价格必然

会随之发生变动。所以 ,价值规律要求商品按照价

值量进行交换 ,或者更明确更直白一点说商品价值

量的变动 ,才是价格变动的内在决定性力量 ,这就是

价格变动的内在客观规律。

(二)价格变动与价值量的关系

由于价值量是价格变动的内在决定因素 ,因而 ,

价格变动是由价值量的变动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所

以 ,价格的变动受制于或决定于价值量的变动。价

值量增加 ,必然导致商品价格上升 ;价值量减少 ,则

导致商品价格下降。因此 ,价格变动与价值量变动

呈正相关关系。

马克思多次论述过这个问题。例如 ,马克思论

述了不断缩短生产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劳动时间 ,即

降低商品的价值量 ,就会将商品价格缩减到它的最

低限度。他指出 ,“如果商品价值是由商品包含的必

要劳动时间决定 ,而不是由商品一般地包含的劳动

时间决定 ,那么 ,只有资本家才能实现这种决定 ,同

时不断地缩短生产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

间。这样一来 ,商品的价格就会缩减到它的最低限

度 ,因为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的每一个部分都缩

减到它的最低限度了。”�µξ这里的阐述就是论证不断

降低价值量会使商品价格缩减到最低限度 ,其基本

意思是商品价格的变动是由于价值量的变动而引起

的。

再例如 ,马克思论述了商品价格能够发生变动 ,

是因其本身的价值已经变动。他指出 ,“第二 ,一般

利润率保持不变。这时 ,一个商品的生产价格能够

变动 ,只是因为它本身的价值已经变动 ,只是因为它

本身的再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增多了或减少了 ⋯⋯。

棉纱生产价格的下降 ,可以是因为原棉的生产变得

便宜 ⋯⋯。”�µψ这里的阐述也证明了商品价格的变动

是由价值量的变动而引起的。

(三)价格变动与生产率的关系

由于价格变动受制于价值量的变动 ,而价值量

的变动又受制于生产率的变动 ,因而 ,价格的变动也

受制于生产率的变动。马克思指出 :“商品的价值量

与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量成正比 ,与这一劳动的生

产力成反比”�µζ ,而价格也与这一劳动的生产力成反

比。也即劳动生产率提高会导致商品价格下降 ,劳

动生产率降低则会导致商品价格上涨。

马克思指出 ,商品的价值量随劳动生产力的变

动而变动 ,他论述道 :“如果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

时间不变 ,商品的价值量也就不变。但是 ,生产商品

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每一变动而变

动。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 ,其中包括 :工

人的平均熟练程度 ,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

应用的程度 ,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 ,生产资料的规模

和效能 ,以及自然条件。”�µ{虽然此段阐述只论证了

价值量随劳动生产率的变动而变动 ,没有涉及到价

格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 ,但是 ,从中可以直接推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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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 :商品价格同样随着劳动

生产率的变动而变动。

马克思也直接阐述了价格与劳动生产率的关

系 ,由于生产商品的劳动生产率的变动会引起商品

价值量的变动 ,而商品价值量的变动必然导致商品

价格的变动。他阐述此问题时说 :“第二 ,一般利润

率保持不变。这时 ,一个商品的生产价格能够变

动 , ⋯⋯这或者是由于生产最终形式的商品本身的

劳动生产率发生了变动 ,或是由于生产那些进入该

商品生产中的商品的劳动生产率发生了变动。棉纱

生产价格的下降 ⋯⋯也可以是因为纺纱劳动由于机

器的改良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µ| 这里的阐述表

明 ,只要生产商品的劳动生产率或者原材料产品及

燃料产品的劳动生产率发生了变动 ,商品价格自然

也会发生变动。

(四)价格水平的下降趋势

商品价格水平的下降趋势 ,是由多种原因造成

的。马克思阐述了促使商品价格水平产生下降趋势

的下述几种重要因素 :

1. 机器的使用和改良。马克思认为 ,机器的使

用和改良 ,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 ,促使商品价格水平

产生下降趋势。他指出 :“使用机器的目的 ,一般说

来 ,是减低商品的价值 ,从而减低商品的价格 ,使商

品便宜 ,也就是缩短生产一个商品的必要劳动时

间。”�µ}机器的不断改良促使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 ,

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断缩短 ,商品价格

不断便宜 ,从而促使商品价格水平产生下降趋势。

2. 采用新的生产方法。马克思认为 ,采用新的

生产方法进行商品生产 ,会提高商品的生产效率 ,使

商品价格便宜 ,促使商品价格水平产生下降趋势。

他指出 ,“每一种这样的新生产方法 ,都会使商品便

宜。”�µ∼采用新的生产方法后商品的生产效率提高 ,

生产每件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缩短 ,商品的价

值量下降 ,商品价格便更便宜 ,从而促使商品价格水

平产生下降趋势。

3. 用便宜的费用进行生产。马克思认为 ,用便

宜的生产费用进行商品生产 ,会将生产商品的成本

降到更低的水平 ,也即把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

时间减少到更低的标准 ,使商品价格逐步下降 ,促使

商品价格水平产生下降趋势。他指出 :“只要一个人

用较便宜的费用进行生产 ,用低于现有市场价格或

市场价值出售商品的办法 ,能售出更多的商品 ,在市

场上夺取一个更大的地盘 ,他就会这样去做 ,并且开

始起这样的作用 ,即逐渐迫使别人也采用更便宜的

生产方法 ,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减少到新的更低的

标准。”�νυ由此决定的商品价格也就不断下降 ,从而

使商品价格水平产生下降趋势。

4. 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马克思认为 ,不断

地缩短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就会使商品

价格缩减到最低限度 ,促使商品价格下降。他指出 :

“如果商品价值是由商品包含的必要劳动时间决定 ,

而不是由商品一般地包含的劳动时间决定 , ⋯⋯同

时不断地缩短生产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

间。这样一来 ,商品的价格就会缩减到它的最低限

度 ,因为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的每一个部分都缩

减到它的最低限度了。”�νϖ 商品价格的不断缩减 ,会

促使商品价格水平产生下降趋势。

四、关于价格构成及其要素运动的理论

(一)价格构成

马克思阐述商品价格构成时指出 ,商品价格是

由生产成本、流通费用和利润构成的。生产成本和

流通费用 ,基本上是商品价值构成中消耗的生产资

料所转移的价值和劳动者为自己劳动所创造的价值

两项之和 ;利润 ,基本上是商品价值构成中劳动者为

社会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在此基础上 ,马克思具体

分析商品价格构成时明确指出 ,商品价格是由商品

成本价格和利润两个部分构成的。同时 ,他还对作

为商品价格构成要素的成本价格和利润进行了研

究。

1. 作为商品价格构成要素的商品成本价格。马

克思认为 ,作为价格构成要素的商品成本价格是特

殊的和极不相同的。首先 ,马克思指出 :“成本价格 ,

完全是由各生产部门的支出决定的。”�νω也就是说 ,

“这些商品可以在极不相同的个别条件下生产出来 ,

因而会有极不相同的成本价格。”�νξ其次 ,马克思指

出 ,“他的成本价格是特殊的。”�νψ

2. 作为商品价格构成要素的利润。马克思认

为 ,作为商品价格构成要素的利润是平均利润。他

在阐述这个问题时指出 :“商品价格的另一个组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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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即加在这个成本价格上的利润 ,却不是由这个一

定资本在这个一定生产部门于一定时间内生产的利

润量决定的 ,而是由每个所使用的资本作为总生产

所使用的社会总资本的一部分在一定时间内平均得

到的利润量决定的。”�νζ这也就是说 ,作为商品价格

构成要素的利润 ,“不以他的特殊生产部门为转移 ,

而只是归于每 100 预付资本的平均数。”�ν{

(二)价格构成要素的运动

由于价格构成是价值构成的货币表现 ,价值构

成因素一旦发生变动必然会引起价格构成因素的变

化。

1. 作为价格构成要素的成本价格的运动。作为

价格构成要素的成本价格 ,包括 :生产商品所消耗掉

的生产资料的价格 ;生产商品所消耗掉的劳动力的

价格 ;流通费用。价值构成要素发生了复杂的变动 ,

作为价格构成要素的成本价格的以上各个组成部分

也会发生复杂的变化。

(1)导致成本价格提高的因素。随着科学技术

的日益发展 ,例如 ,生产工具的改进和机器的使用 ,

使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 ,不仅会占用大量的资

本 ,还会占用数量日益增多、技术日益进步且价格不

断提高的专用固定机器设备 ,因而 ,其整体价值额和

价值构成的各个组成部分都相应不断提高。这样一

来 ,必然会促使价格构成的相应部分 (成本价格) 价

格的上升。同时 ,由于房地产价格的上涨 ,由此又会

引发流通费用中的仓储费用和营业场所费用增加 ,

也会导致成本价格的上升。总之 ,生产商品消耗的

生产资料价值、劳动力价值和流通费用中仓储及营

业场所费用的提高 ,都会导致商品价格呈现上升的

趋势。

(2)导致成本价格下降的因素。随着社会的发

展与生产技术的进步 ,例如机器的使用与改进等许

多因素都会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随着劳动生产

率的不断提高 ,一方面 ,单位时间里生产的产品产量

不断提高 ,单个产品生产所消耗的劳动量不断降低 ;

另一方面 ,还伴随着单个产品生产所消耗的物质资

料的不断下降。单位产品生产所消耗的活劳动和物

质资料的减少 ,就会导致产品的成本价格的逐步降

低。因此 ,促进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各种因素 ,都

会促进商品的成本价格逐步下降 ,从而导致商品价

格呈现出下降趋势。

(3)导致流通费用下降的因素。随着市场的统

一及规范化发展 ,商品流通费用有下降的趋势。导

致流通费用下降的因素主要有 :其一 ,纯粹流通费用

有降低的趋势。资本“较长的流通时间成了价格提

高的原因”�ν| 。市场的统一及规范化发展 ,使商品的

市场信息传播范围扩大、传播速度加快 ,这样就有利

于缩短商业资本流通时间和商品买卖时间 ,使流通

费用呈现下降趋势。其二 ,运输费用相对降低。随

着科学技术的进步 ,运输工具的运输速度加快、运载

量增大、运输效率提高 ,因而单位商品运输费用支出

数量相对下降。其三 ,商品的储备保管费用降低。

“随着运输工具的发展 ,不仅空间运动的速度加快

了 ,而且空间距离在时间上也相对缩短了。”�ν}因此 ,

当市场需要商品时 ,该商品能够很快从产地运到销

售市场 ,或很快从一个地方的市场运到另一个地方

的市场 ,满足市场需求。这样 ,就不需在每个地方都

储备大量商品 ,从而就会使商品的储备、保管费用支

出大大降低。

2. 作为价格构成要素的利润的运动。马克思指

出 :“不同生产部门由于投入其中的资本量的有机构

成不同 ,会产生极不相同的利润率。”�ν∼但是 ,资本的

内在冲动和发展的趋势又要求等量资本投资获得等

量利润 ,同时 ,利润率的不同又会引起不同部门间的

激烈竞争 ,“资本会从利润率较低的部门抽走 ,投入

利润率较高的其他部门。通过这种不断流出和流

入 ,总之 ,通过资本在不同部门之间根据利润率的升

降进行的分配 , ⋯⋯以致不同的生产部门都有相同

的平均利润”�ου ,从而使等量资本投入不同生产部门

可以获得等量利润。所以 ,马克思说 :“竞争使不同

生产部门的利润平均化为平均利润率”�οϖ 。

各个生产部门及其内部的生产者为了追逐更多

的利润从而在竞争中取得优势 ,会竞相通过改进技

术、提高劳动生产率 ,来降低生产费用 ,从而就会引

起社会资本的平均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同时 ,随着

资本积累的增长和市场竞争的加剧 ,不变资本增长

比可变资本增长相对更快 ,因而 ,资本的有机构成不

断提高 ,而平均利润率则随着社会资本有机构成的

提高而趋于不断下降。

马克思在阐述这个问题时 ,还指出 ,平均利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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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规律和利润量增长规律是同时存在并同时发挥

作用的。“同利润率由于所使用的总资本的量增加

而下降相适应的 ,是利润量的增加。”�οω

五、马克思关于价格相关
理论的市场经济意义

　　(一)在市场经济价格理论体系方面的意义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经济资源的配置和经济的

运行都有赖于市场机制发挥的调节作用 ,而市场机

制的调节作用又是具体地通过价格机制的调节作用

来实现的。也就是说 ,价格及其运行的规律 ,在市场

经济条件下的经济资源配置和市场经济运行中发挥

着实际的调节作用 ,是市场发挥调节作用所必须依

赖的关键性调节机制。如若没有价格及其运行的规

律即价格理论所发挥的规律性作用 ,就没有市场调

节机制 ,从而在经济资源配置中和社会经济运行中

市场机制就不可能发挥调节作用 ,一旦缺少了市场

机制的调节作用 ,市场经济体制就不可能存在。所

以 ,价格理论是市场调节的本源性机制理论 ,是市场

经济的核心理论。

价格理论发挥着基础性的或者关键性的作用 ,

并促使其他理论与其相协调及配合 ,从而调节着经

济资源的配置和市场经济的运行。价格理论之所以

能够发挥如此重要而又复杂的作用 ,就是因为结构

完整、逻辑严密的价格理论是价格构成要素及其相

互联系运动规律的客观反映。马克思关于价格的相

关理论 ,就是他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对商品

经济条件下商品价格构成要素及相互联系运动规律

的高度概括 ,是对商品经济条件下价格现象、价格变

动等方面所隐含的规律的理论抽象。这样的价格理

论 ,是商品经济条件下价格方面的原理性理论 ,是商

品经济条件下具有共性的价格理论核心。所以 ,马

克思关于价格的相关理论 ,是市场经济价格理论体

系中的最基本、最核心理论 ,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价

格及其运行规律的理论抽象与客观反映。

(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制订价格方面的意义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除了有些商品由政府直接

订价或由政府制订指导价之外 ,一般商品的价格则

是由生产者自主确定的 ,也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

产者拥有商品的订价权。但是 ,生产者也不能随心

所欲地制订商品的价格 ,他们必须依据市场经济价

格理论 ,结合自己生产商品的实际状况 ,自主拟定商

品的价格 ,然后再由市场进行检验并加以修正 ,即通

过相互竞争 ,最终才形成市场上的商品价格。也就

是说 ,只有这样依据制订价格的理论和制订价格的

程序制订的商品价格 ,才是科学的合理的商品价格 ,

这样的商品价格才是市场和消费者都能够接受的商

品价格。同时 ,制订商品价格的理论也可以认为是

为制订商品价格提供了一套技术性标准。应当说 ,

制订商品价格必须遵循这种理论或技术标准 ,是不

允许随意改变的。

马克思关于商品价格的相关理论 ,从一个方面

来看 ,是对商品经济条件下商品价格范畴的科学抽

象 ,是关于商品经济对制订商品价格的客观要求 ,即

制订商品价格的基本原理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 ,也是

从纷繁复杂的商品价格制订实践中归纳出来的基本

原则 ,也即从实践中归纳出来的商品经济条件下制

订商品价格必须遵循的技术性基本标准。制订商品

价格的基本原理是商品经济价格理论体系中关于制

订商品价格客观规律的抽象 ,而制订商品价格的规

则或技术性基本标准则是制订商品价格实践在技术

方面的客观要求。因此 ,马克思关于价格的相关理

论 ,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价格的制订提供了理论

依据。既为商品价格的制订提供了基本原理 ,也为

商品价格的制订提供了基本规则或技术标准。这两

个方面的作用都是客观存在的 ,也是必需的。无论

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价格的制订如何复杂多变 ,让

人难以琢磨 ,但是 ,万变不离其宗 ,任何变化都无法

否认要以马克思关于价格的相关理论中制订价格的

基本原理和规则或技术性标准为依据 ,如若制定商

品价格不以马克思关于价格的相关理论中制定价格

的理论为依据 ,那就是任由生产者经营者随心所欲

地制订商品价格 ,那样制订的商品价格 ,就是不合理

的错误价格。实施这样的商品价格 ,就会破坏市场经

济规则和市场经济秩序 ,从而导致市场经济的混乱。

(三)在认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价格问题方面的

意义

价格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其一 ,价格

的产生发展历程非常复杂。价格是伴随着商品交换

的出现和货币的出现而产生的 ,在价格产生的过程

71

©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中和价格发展的进程中经历了各种思想观点的演

进 ,才最终形成了科学的价格理论体系。在市场经

济条件下 ,绝大多数人不可能系统学习掌握价格理

论体系 ,价格产生发展进程中曾出现过的形形色色

思想观点 ,仍然不同程度地在人们对价格问题的认

识上有某些直观的反观 ,人们对价格问题的认识多

种多样。其二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价格现象非常复

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市场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

价格 ,例如 ,最常见的价格就有 :生产价格 ,出厂价

格 ,批发价格 ,零售价格 ,折扣价格 ,出口价格 ,出口

转内销价格 ,团体购买价格 ,会员价格 ,优惠价格 ,让

利价格 ,甚至还出现了所谓的放血价和跳楼价等等 ,

同时 ,还在出现新的价格。其三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

价格类型非常复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市场上 ,

价格的类型也是多种多样的。一般来说 ,存在着政

府定价、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 ,还有国内市场

价、国际市场价等 ,而每一种价格类型中又包括多种

价格 ,例如 ,政府定价类型中除了政府定价之外还有

新产品试销价等 ,政府指导价类型中又包括基准价

和浮动价等 ,国际市场价类型中也包括有参考价、实

际成交价等。总之 ,有关价格问题非常复杂繁多 ,足

以使人眼花　乱、摸不着头脑。

马克思吸收了前人价格思想和研究成果中的科

学成分 ,又结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商品价格的社

会实践 ,对价格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 ,在人类

历史上第一次创立了科学的价格理论体系。马克思

的价格理论体系 ,既是对价格产生进程的科学总结 ,

也是对价格构成要素组合、运动和发展规律的客观

反映。马克思的价格理论体系揭示了价格构成要素

相互间的本质联系与价格运行的客观规律性 ,也就

为我们认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价格问题提供了指导

思想。以马克思关于价格的相关理论作为认识市场

经济条件下价格问题的指导思想 ,第一 ,我们就可以

分辨出各种思想观点的对与错 ,及其理由 ;第二 ,我

们就可以看出复杂价格现象中各种价格的实质性 ,

从而揭开各种价格的面纱 ;第三 ,我们就可以厘清各

种价格类型的机理。总之 ,以马克思关于价格相关

理论为指导思想 ,可以增强我们在价格问题上的识

别能力 ,认清各种笼罩在价格问题上的诱人面纱 ,从

中揭示出价格问题的实质 ,从而促使更多的生产者、

经营者和消费者去揭露、抵制错误的价格 ,逐步养成

遵循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价格理论和价格规则的习

惯。

(四)在判断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价格行为方面的

意义

这里的价格行为 ,指的是制订商品价格的行为。

制订商品价格的行为是复杂的 ,其一 ,制订价格的行

为主体很复杂。价格制订行为主体 ,既有大量的生

产者、经营者 ,也有政府 ,还有其他一些组织、机构

等。其二 ,制订价格对象的复杂性决定了制订价格

行为的复杂性。作为制订价格对象的商品与服务 ,

种类、规格等多种多样 ,每一种类商品每一种规格都

应有相应的价格。因此 ,为每一个种类每一种规格

的商品都制订一种价格的行为 ,是非常复杂的。其

三 ,制订价格手段的自由性决定了制订价格行为的

复杂性。每个市场主体都有为自己提供的商品制订

价格的权利 ,也有选择制订价格手段的自由 ,这两点

也造成了制订价格行为的复杂性。其四 ,价格的利

益机制决定了制订价格行为的复杂性。每一种价格

都会形成一种利益分配格局 ,而价格制订主体在利

益分配格局中占据着主导性的或支配性的地位 ,因

此 ,价格制订行为主体对更多利益的追求以及由此

而引发的利益冲突 ,使制订价格行为非常复杂。

马克思的价格理论体系是对商品价格范畴的高

度抽象 ,揭示了价格构成要素组合、运动和发展的基

本规律 ,其中就包括制订价格的基本理论及相应的

程序 ,这就为我们判断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价格行为

提供了理论标准。也就是说 ,凡是符合马克思价格

基本理论尤其是制订价格的基本理论及相应程序的

制订价格行为 ,就是促进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正确

价格行为 ;凡是违背价格基本理论尤其是制订价格

的基本理论及相应程序的价格行为 ,就是阻碍或者

破坏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错误价格行为。错误价格

行为主体之所以违背制订价格基本规律的客观要

求 ,其目的则在于试图通过损害其他生产者、经营者

和广大消费者的利益 ,来增加自己的经济利益。以

马克思的价格理论尤其是制订价格的基本理论及相

应程序为理论标准来分析价格行为 ,我们就可以判

断许多价格行为是错误的价格行为。例如 ,政府对

公共产品的价格决策行为与决策程序不规范 ,如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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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听证会不规范等 ,总想把政府承担的成本全部转

嫁给消费者 ;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组织和中介服务

组织滥收费、乱涨价 ;生产者、经营者千方百计制订

垄断价格 ,随意制订暴利价格 ,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

格等。垄断价格就是掠夺他人的利润 ,正如马克思

所说 :“某些商品的垄断价格 ,不过是把其他商品生

产者的一部分利润 ,转移到具有垄断价格的商品

上。”�οξ这些错误的价格行为 ,既是背离马克思价格

理论尤其是制订价格的基本理论及相应程序的行

为 ,也是背离市场经济价格理论的价格行为 ,是我们

应当坚决制止的价格行为。以马克思的价格理论尤

其是制订价格的基本理论及相应程序为理论标准 ,

我们就可以随时分析判断各种价格行为 ,及时发现

不正当的错误价格行为 ,采取措施消除其对市场经

济运行的阻碍 ,促进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

注释 :
①⑤⑥⑦⑨⑩�λϖ �λω�λψ �λζ �λ{ �λ} �µω�µξ �µψ �µ| �µ∼ �νυ �νϖ �νω�νξ �νψ �νζ

�ν{ �ν∼ �ου �οϖ �οω�ο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 25 卷 ,397、

198、200、209、197～198、218～219、193、194、198、199、200、212、

200、103、229、229、294、217、103、178、222、178、178、178、218、

218、231、260、973 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4。

②③④⑧�λξ �λ| �µζ �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 23

卷 ,119、126、87、120～121、352～353、120、54、53 页 ,北京 ,人民

出版社 ,1974。

�λ∼ �µ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 21 卷 ,210、215

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4。

�µ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 22 卷 ,236 页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65。

�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 47 卷 ,359 页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9。

�ν| �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 24 卷 ,143、278

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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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0 页)论是屈先生提出的 ,还是马克思提出

又由屈先生搬过来的 ,都不是对问题的一种彻底解

答 ,而是把现有理论所不能解释的问题留给了“未

来”。至于说到消费者对土地产品的额外付出 ,其依

据当然是土地肥力不同导致的产出的增加 ,而不可

能纯粹是交换价值。例如 ,两块肥力不同的土地 ,投

入复杂程度和总量相同的劳动 ,肥力好的土地的产

出是另一块土地的两倍 ,如果农产品的需求使得其

市场价格等于肥力差的土地上的生产耗费或其产出

的价值 ,那么 ,肥力好的土地的产出就会取得双倍的

价值。高出的一倍价值用劳动价值论不能解释 ,所

以以“虚假的社会价值”一言以蔽之。至于社会被组

成自觉的、有计划的联合体后 ,不再按产品内所包含

的实际劳动时间的两倍来购买这种土地产品的说法

肯定不切实际。如果社会只承认劳动创造价值 ,不

承认土地创造价值 ,且只按照土地产品中包含的劳

动来支付价值或价格 ,那必将导致两种后果 :一是人

们对良好土地资源的抢夺 ;二是过度使用土地使之

肥力退化。屈先生问我“为什么就没有看见呢 ?”我

的回答是 :我不仅看到了屈先生已经看到的东西 ,还

看到了屈先生看不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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