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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市场价值理论分析
———兼论房地产市场的吉芬商品现象

蔡立雄　何炼成

　　摘要 : 马克思市场价值理论揭示了市场价值、供求、价格之间相互关系的规律 ,该理

论还进一步揭示了需求量的变动主要不是由价值或价格的绝对水平决定的 ,而主要取决

于相对价值的变动和价格与价值的偏离方向和水平。西方经济学关于吉芬之谜的争论实

质在于没有看到价值变化的事实 ,把不同的需求曲线当做一条曲线进行分析。房地产价

格的上涨主要是由价值上升造成的 ,价格提高、需求上升应通过价格与价值的偏离程度来

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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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吉芬商品和西方经济学的危机

1845 年 ,爱尔兰发生了大饥荒 ,英国经济学家

吉芬发现 ,虽然马铃薯的价格在饥荒中急剧上涨 ,但

农民反而增加了对马铃薯的购买。西方经济学家把

像爱尔兰马铃薯这样价格上涨反而带来需求量增加

的商品称为吉芬商品。因为它与标准的需求法则

(价格上升 ,需求量下降) 不一致 ,西方经济学一般认

为吉芬商品只是一种特例 ,但如何解释这一特例成为

了西方经济学难题 ,甚至被称为“吉芬之谜”,有些经

济学家如阿尔香 (ArmenAlchian) 、斯蒂格勒 ( George

Stigler) 、张五常等干脆否认吉芬商品的现实存在性。

这一问题在国内也曾经引发了大规模的讨论 ,首先

是汪丁丁针对张五常在《经济解释》中的观点提出需

求曲线也可以向上倾斜 ,随后王则柯、尹华、罗惠平、

宾鸿赞等人也于 2004 年撰文从不同角度对吉芬商

品的存在性进行阐释。

吉芬商品之所以成为一个谜并进而引发争论 ,

至今也未能有一致的意见 ,原因在于西方经济学分

析范式的缺陷。西方经济学的价格理论是效用价值

理论 ,认为是商品的效用决定商品的价格 ,消费者根

据对商品效用的评估决定在不同的价格下所购买的

商品数量 ,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随着消费者购买

和消费的商品数量的增加 ,增加每单位商品所能带

来的效用是递减的。效用下降 ,消费者所愿支付的

价格必然随之下降 ,由此得出价格下降、需求上升 ,

价格上升、需求下降的需求法则。但这一理论存在

着重大缺陷 :一是效用作为消费者满足程度的概念

难以度量且存在着个体差异 ;二是以纯粹的理论抽

象代替具体问题的分析 ,没有考察人的效用在不同

条件下发生变化的问题 ,部分商品给人带来的满足

程度可能是递增的 (如稀缺的邮票、新游戏的玩家

等) ;三是没有比较不同商品的效用 ,某种商品的边

际效用递减速度可能慢于其他商品 ,因此在可供选

择的范围内 ,某些商品的价格虽然上升但需求量仍

会上涨 ;四是没有考察供给因素 ,不仅需求因素影响

效用 ,商品的可供性也影响效用。这些缺陷严重影

响了需求法则的解释能力 ,西方学者虽对此进行大

量的理论探索和修补 ,但并没有最终解决这一问题 ,

反而引发了理论危机 ,最后只能通过否定吉芬商品

的存在性来解决。

二、马克思的市场价值理论与价格决定

与西方经济学的效用价值理论不同 ,马克思的

价值理论是劳动价值理论及其发展 ———市场价值理

论。

(一)市场价值理论

“商品的现实价值不是它的个别价值 ,而是它的

3



社会价值 ,它 ⋯⋯是用生产它所必需的社会劳动时

间来计量”① ,“竞争首先在一个部门内实现 ,是使商

品的各种不同的个别价值形成一个相同的市场价值

和市场价格 ⋯⋯不同的个别价值 ,必须平均化为一

个社会价值 ,即上述的市场价值”②。这样马克思就

区别了价值创造和价值形成 ,价值是由活劳动创造 ,

但却是在市场中形成的 ,价值决定价格也就转变为

市场价值决定价格。马克思认为要使生产部门相

同、种类相同、质量也接近相同的商品按照它们的价

值出售 ,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第一 ,需要在同种商品

的生产者之间有一种竞争 ,并且需要有一个可供他

们共同出售自己商品的市场。第二 ,在需求恰好大

到足以按这样确定的价值吸收掉全部商品的前提

下 ,在实际市场上是通过买者之间的竞争来实现的。

说商品有使用价值 ,无非就是说它能满足某种社会

需要。③“只有当全部产品是按必要的比例进行生产

时 ,它们才能卖出去。社会劳动时间可分别用在各

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的这个数量界限 ,不过是整

个价值规律进一步发展的表现 ,虽然必要劳动时间

在这里包含着另一种意义。为了满足社会需要 ,只

有这样多的劳动时间才是必要的。在这里界限是通

过使用价值表现出来的。社会在一定生产条件下 ,

只能把它的总劳动时间中这样多的劳动时间用在这

样一种产品上”④。

供给量与需求量相一致是市场价格与市场价值

相一致的前提 ,这种一致性是在市场中通过竞争机

制来实现的。虽然市场价值的形成看似一种偶然的

过程 ,但就它的量来说却是确定的 ,因为 : (1)在既定

的生产条件下 ,生产某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t1)是确定的量 ; (2) 在既定的收入条件下 ,社会对

某种商品的需要量也是确定的 ,因而分配到这一商

品生产上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t2) 也是给定的。生

产者的竞争使供给量与既定的需求量相一致 ,若竞

争不足 ,使供给量小于需求量 ,市场价格就会高于市

场价值 ;反之 ,若供给量大于需求量 ,市场价格就会

低于市场价值。购买者之间的竞争使得对该商品的

有效需求量与既定的需求量相一致 ,否则也会导致

市场价格与市场价值的偏离。购买方与供给方之间

也相互竞争 ,“在竞争中一时处于劣势的一方 ⋯⋯个

人不顾自己那群竞争者 ,而且常常直接反对这群竞

争者而行动 ,并且正因为如此 ,使人可以感觉出一个

竞争者对其他竞争者的依赖 ,而处于优势的一方 ,则

或多或少地始终作为一个团结的统一体来同对方相

抗衡”⑤ ,价格主要是由处于优势的一方决定的。虽

然供给量和需求量的偏离程度决定着市场价格与市

场价值的偏离程度 ,但价格并不是由供求决定的 ,而

是由市场价值决定的 ,“如果供求调节着市场价格 ,

或者确切地说 ,调节着市场价格同市场价值的偏离 ,

那末另一方面 ,市场价值调节着供求关系”⑥ ,供求

的变化使价格围绕着市场价值上下波动。据此可推

出市场价值、供求、价格之间的关系模型 (图 1) 。

图 1

虽然市场价值先验于价格决定 ,但市场价值并

不是固定不变的 ,它随着生产力和需求水平的变化

而变化 ,前者影响着供给能力 (t1 发生了变化) ,后者

通过影响价格进而促进生产者的竞争从而影响劳动

生产力的变动 ,两者都使社会分配到这种商品生产

上的劳动时间 (t2) 发生变动 ,从而使市场价值发生

变化。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条件的变化 ,单位

商品的市场价值从总的趋势看是下降的 ,但并不否

认部分商品的市场价值上升的状况 ,当需求持续大

于供给时 ,生产不断向较劣等的生产条件发展 ,市场

价值会持续上升直到被新商品替代或新的生产条件

被发现。根据上述分析 ,可以描绘出市场价值、供

求、价格相互关系的图式 (图 2) 。在此图式中 ,价格

围绕价值在供求的影响下上下波动 ,但在 B 点市场

价值出现了变化 ,从而使价格线在 A 点也出现分

叉 ,1 线围绕较高的价值线波动 ,2 线围绕较低的价

值线波动。

图 2

(二)市场价值理论的扩展

“市场上现有商品的数量和它们的市场价值之

间 ,没有必然的联系 ,例如 ,有些商品的价值特别高 ,

另一些商品的价值特别低 ,因而一定的价值额可以

表现为一种商品的很大的量 ,也可以表现为另一种

商品的很小的量”⑦。由此可见 ,影响供给和需求变

动的并不是价格或价值的绝对值 ,而应当是价格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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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的偏离程度 ,居于物有所值的要求 ,在一般条件

下 ,当价格高于价值时 ,需求下降而供给增加 ;当价

格低于价值时 ,需求增加而供给减少 ,从而使供求恢

复平衡 ,价格与价值相一致 ;但当物价普遍上涨并超

过市场价值时 ,人们更多地购买价格与价值差较小

的商品如黄金 ,而在物价普遍低迷时 ,人们则更多地

购买价格与价值差较大的商品。因此不能得出价格

上升、需求下降的结论 ,只要价格上涨还没有使之与

价值相等 ,需求还会继续增加 ,何况由于市场经济条

件下信息缺陷和人的需求偏好惯性 ,在价格上升到

与价值相等时也并不必然马上使需求量下降 ,其间

存在一定的时滞 ,时滞的长短取决于生产条件、商品

性质和市场信息状态。当市场价值由于某种原因上

升时 ,价格与价值就会出现重大偏离 ,价值高于价格

形成供给不足 ,就会形成强烈的需求倾向 ,使得在价

格上升时 ,需求也增加。

三、对吉芬之谜的解答和对当前
房地产业吉芬商品现象的看法

　　(一)对吉芬之谜的解答

在 19 世纪 40 年代 ,爱尔兰是欧洲最贫穷的国

家之一。爱尔兰人吃的主要是马铃薯 ,这种作物在

他们很少的一点贫瘠的土地上生长得最好。在

1845 年多雨的夏季里 ,爱尔兰的马铃薯染上了枯萎

病 ,这种病会使马铃薯腐烂 ,不能食用。马铃薯是爱

尔兰人赖以维持生存的主要食品 ,对当时收入水平

极低的爱尔兰人来说几乎没有价格弹性 ,也就是说 ,

即使市场价值发生变动 ,爱尔兰人对马铃薯的需求

量是稳定的。在需求量稳定的情况下 ,市场价值主

要取决于供给量 ,供给量又主要取决于生产条件。

在发生天灾的情况下 ,生产单位马铃薯必须投入更

多的劳动力 ,也就是 t1 上升 ,就要求社会把总劳动

时间 t2 更多地投入于马铃薯生产以提供足够数量

的马铃薯 ,t1、t2 的增加促使市场价值上升 ;在天灾期

间 ,社会总体收入水平和生产水平下降 ,对维持生存

的食品的需求倾向将加大 ,社会把有限的收入水平

更多地投入对食品的需求 ,为此在既定的价格水平

上对食品的需求量将增加。事实表明 ,当时社会对

马铃薯的需求量远大于可供量 ,两者的差距如此之

大以至于虽然价格上涨也只能缩小其与价值的差

距 ,在此情况下就表现为价格持续上涨而需求不断

增加。在此期间大约有 100 万人死亡 ,还有 100 万

人逃离 ,这 200 万人占 1845 年爱尔兰人口的 1/4 。

以下我们做出马铃薯的供求变化图 (图 3) 对此做进

一步说明。

图 3

在初始的供求均衡点 ,P1 既是价格也是价值 ,

此时对马铃薯的需求量是 Q1 ,也就是说 ,在正常的

情况下 ,要维持生存 ,社会必须生产 Q1 ;但在天灾发

生时 ,社会的有效供给能力下降 ,供给线由 S1 左移

到 S2 ,但需求线由 D1 却右移到 D2 ,不仅需求量增加

而且是需求倾向发生了变化 ,对价格的变化更不敏

感 ,此时市场价值是 P2 ,社会需求量是 Q2 ;若把两个

均衡点相连 ,则出现了向上倾斜的需求线 ,但这一需

求线已与原有的需求线不同了。从资料上看 ,当年

爱尔兰马铃薯的供给量始终未能达到 Q2 ,供给方一

直处于优势 ,价格形成不断上涨的局面。

(二)对当前房地产业吉芬商品现象的看法

近年来 ,中国的房地产价格一路上涨 ,与此同

时 ,房地产的需求量的逐年上升 ,据此有人认为在中

国房地产也是一种吉芬商品。⑧为防止房格上涨过

快 ,国务院分别于 2005 年、2006 年出台“国八条”和

“国六条”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在此我们也试图

利用市场价值理论对此做出解释。

改革开放近 30 年来 ,中国经济发展、居民收入

水平上升极其迅速 ,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 ,城市的级

差地租上升 ,城市土地的供给水平下降 ;2000 年后 ,

中国宣布进入小康社会 ,居民消费结构升级 ,对房地

产的需求上升 ,由此要求社会必须把总劳动更多地

分配到房地产的供给中 ,房地产的供给能力下降和

需求量上升推动市场价值上涨。2005 年城镇住宅

市场化率达到 67%, 比 2000 年提高了 29 个百分点 ,

居民个人购买新建商品住宅的比例超过 95% 。1998

年以来 ,城镇住宅竣工面积约 45 亿平方米 ,城镇居

民家庭户均财产中 ,住房价值所占比重超过 50%,

住房消费已成为新的消费热点。⑨2002 年、2003 年和

2004 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与竣工面积之比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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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1.13 ∶1 和 1.02 ∶1。虽然房地产的总体市场

价值在上涨 ,但不同的房地产的市场价值上涨水平

不同。高档的商品房因其对地理位置的特殊要求 ,

供给能力更弱 ;而中国的居民收入的洋葱型结构和

国人重攀比的心态 ,使得对高档房地产的需求水平

异常庞大 ,而中低档商品房的需求水平相对较弱 ,从

而高档住房的供需差距较大而中低档商品房供需差

距较小 ,高档商品房的市场价值上升快于中低档商

品房 (见图 4) 。2006 年一季度 ,中国 70 个城市新建

商品房价格同比上涨 6.3%, 其中经济适用房、普通

住房和高档商品房价格分别上涨 4.4% 、5.6% 和

7.9% ,与此同时 ,国内生产总值 ( GDP) 同比增长 10.

2%, 城市居民实际收入同比增长了 10.8%; 虽然高

档商品房价格上涨最快 ,但其价格与价值的差距可

能是最大的 ,因而需求水平也最高。

图 4

高档商品房价值上涨是拉动总体价格上涨的主

要因素 ,其涨幅低于 GDP和居民收入的增长率 ,但

高于消费价格指数 1.2% 。考虑到土地供应的有限

性 ,中国房地产价格的泡沫成分不大 ,其涨幅与实际

价值增长水平是相适应的。但价格涨幅与收入涨幅

差距的存在、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人民币增值的预

期和国际生产资料价格的普遍上涨 ,使得投资和投

机房地产成为一种重要的保值和获利手段 ,由此推

动房地产价格以远高于消费价格指数的增幅上升 ,

必须加以警惕。

商品房价格上涨对社会各阶层的影响是不同

的 ,高收入者需求水平高 ,房价提高只是向其价值的

回归 ;而低收入者需求水平低但比较稳定 ,在供给不

足的情况下 ,房价大幅提高则使价格高于价值 ,对居

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造成重大影响。因此对不同的房

地产应实行不同的资源配置机制 ,进行市场分割。

对高档房地产实行完全市场化配置 ,使其价格围绕

价值波动 ;而对中低档住房要防止高档房地产价格

的影响 ,政府要进行适度的资源配置干预 ,一是增加

这一档次住房的有效供给 ,二是进行需求分流 ,建设

租赁房 ,抑制房价上升 ,使价格与价值的差距缩小。

四、结论

本文以马克思市场价值理论为基础 ,分析了市

场价值、供求、价格之间的相互关系 ,得出以下结论 :

(1)价格是由价值决定的 ,供求只影响价格与价值的

偏离而不决定价格 ,供求最终也是由价值决定的 ,价

格与价值的偏离影响供求意愿 ,进而使价格向价值

回归。(2)需求量的变动主要不是由价值或价格的

绝对水平决定的 ,而主要取决于相对价值的变动和

价格与价值的偏离方向和水平。(3) 西方经济学关

于吉芬之谜的争论实质在于没有看到价值变化的事

实 ,把不同的需求曲线当作一条曲线进行分析 ,从而

片面得出价格上升、需求增加的结论 ,而市场价值理

论从相对价值变动的角度能完美地解决这一问题。

(4)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主要是由价值上升造成的 ,价

格与价值之间并未出现大的偏离 ,居民收入水平的

提高要求社会把更多的资源投入于住房建设 ,供应

能力的有限性是价值提高的主要原因 ,价格提高、需

求上升应通过价格与价值的偏离程度来解释。

注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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