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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的贡献和报酬新论

丁建中　董湘岩　高　峰

　　在关于劳动在生产中的实际贡献和劳动

应得报酬问题上, 传统经济学理论存在着很

大的误区, 以致妨碍了经济理论尤其是分配

理论的发展。因此, 根据生产实践, 重建关于

劳动的贡献和报酬理论是十分必要的。本文

运用笔者提出的“三元价值论”①, 对劳动在

生产中的贡献大小以及劳动报酬边界的变化

趋向作一初步探讨。

一、劳动在生产中的实际贡献

所谓劳动, 即人的劳动力在生产中的发

挥或消耗。然而, 劳动力的发挥或消耗不是单

靠赤手空拳就能进行的。实际的生产过程, 是

地力资本生产力 (以土地或自然资源为载体,

即自然生产力)、物力资本生产力 (以工具、材

料等为载体)、人力资本生产力 (以人力为载

体, 即劳动力) 协同运作或共同消耗的过程,

而生产的成果——产品, 就是三种生产力共

同形成的
·
生
·
产
·
力
·
合
·
力
·
的
·
结
·
晶。因此, 产品来自

三种生产力的贡献。有趣的是, 产品作为新生

成的一定使用价值, 却不是生产中消耗掉的

三种生产力或原初使用价值的简单再现, 而

是以其改变了形式 (功能)和扩大了的规模再

生出来。比如, 产品是汽车, 其投入或生产要

素不是汽车; 产品是谷物, 其生产要素不仅仅

是谷物, 还有其他人力、物力、地力等等。所谓

规模扩大, 是指产出大于消耗或大于成本 (获

得产品的代价)。这一点不易从微观单元看出

来, 但从宏观角度或社会生产角度考察是显

而易见的。在通常情况下, 某一社会在某一年

度的生产中消耗掉一定量的谷物、钢材、自然

资源等等, 但产出的谷物、钢材、新开发出的

自然资源等等, 超出了消耗量。产出大于消

耗, 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或经济规模, 但奥

秘何在呢? 奥秘就是生产力系统具有放大功

能。生产力作为合力是一个系统, 一个整体,

而前述三种生产力不过是实际生产力的要素

或分力。生产力合力 (整体)大于生产力三分

力 (部分)之和, 即 1+ 1+ 1> 3。这就意味着,

当我们能够把产品的使用价值和消耗掉的生

产要素的使用价值进行对比时, 就会发现前

者与后者的比率大于 1。于是 , 我们可以正确

地推论: 三种资本生产力通过合理的配置或

交合, 不但可以再生产出原初数量的使用价

值, 还会带来一定量的附加使用价值。这个附

加使用价值如果可以统一衡量从而分割, 就

可归属于三种资本生产力的贡献。

问题是, 使用价值千差万别, 没有统一的

计量尺度, 不可通约, 因而人们无法直接从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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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价值衡量三种资本生产力在生产中的作用

或贡献。于是, 人们必须寻找到衡量三种资本

生产力或使用价值的统一尺度。这个尺度就

是价值。所谓价值, 从实体上说, 就是一般使

用价值或抽象使用价值, 其大小由抽象生产

力 (即抽象使用价值生产力, 由具体生产力转

化而来) 衡量, 就是说, 一单位抽象生产力代

表若干单位抽象使用价值。抽象生产力是价

值的内部尺度, 价值的外部尺度是货币。货币

是抽象生产力的代表。②人们正是运用货币

尺度来间接衡量三种资本生产力在生产中的

作用和贡献的, 基本方法是: 用一定量货币

(价值) 消耗或占用, 代表一定量使用价值的

消耗或占用。总消耗价值为总成本Y, 由地力

资本消耗价值D (地租)、物力资本消耗价值

W (折旧)、人力资本消耗价值 R (工资) 三项

成本构成; 总产品价值即由三项成本之和 Y

与三种资本生产力贡献的附加价值 F 构成。

附加价值 F 的源泉或基础就是附加使用价

值; F 可分割为三部分, 即对应于地力资本贡

献的附加价值 d, 对应于物力资本贡献的附

加价值w , 对应于人力资本贡献的附加价值

r。据此, 我们可以归纳出“三元价值论”关于

产品价值构成的一般公式:

(D + W + R ) + (d+ w + r) = Y+ F

上式中 d、w、r 的大小如何界定呢? 其大

小应等于三资本消耗价值与总成本利润率的

积, 因为等量的价值消耗对新价值的作用或

贡献相等。我们知道: Y 是总成本, 即生产中

消耗的总价值, F 是超过成本的附加价值, 也

即通常所说的利润。F 与 Y 的比率, 即 FöY

为成本利润率。既然总成本或总代价导致了

总利润, 那么单项成本或单项资本消耗价值

与成本利润率的积即为单项资本贡献的附加

价值或
·
分
·
利
·
润。于是, 有以下三式:

d= D×FöY,w = W ×FöY, r= R×FöY

将前面的价值构成公式排列为下式:

(D + d) + (W + w ) + (R + r) = Y+ F

可见, 地力资本、物力资本、人力资本三

资本在生产中贡献的价值分别为 (D + d)、

(W + w )、(R + r) , 三者均能在补偿消耗价值

或成本后有个余额; 生产力三要素之所以可

称为
·
三

·
种

·
资

·
本, 就是因为它们

·
都

·
是

·
能

·
够

·
带

·
来

·
附
·
加
·
价
·
值
·
的
·
价
·
值。由于人力资本发挥作用过

程, 就是人的劳动过程, 因此人的劳动在生产

中的实际贡献由两部分价值构成, 即工资 R

和人力资本的利润 r。

需要指出的是, 工资 R 的本质是人力资

本折旧, 如同D、W 分别是地力资本折旧、物

力资本折旧一样。其道理很简单: 三种资本作

为使用价值是整体投入、整体发挥作用的, 但

其使用价值的消耗却是逐渐的、分期的, 每一

种资本都可经历若干个生产周期, 其总价值

即分割为每一周期中消耗的成本或折旧价

值, 这样, 每周期成本或折旧价值之和即等于

资本原初总价值, 换言之, 资本折旧之和应等

于资本更新或重置价值, 否则, 再生产就会受

到破坏或中断。③

下面, 我们简要评析一下关于劳动贡献

的两个极端的观点。其一是西方经济学教科

书的观点, 即劳动的贡献仅仅是工资; 其二是

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观点, 即劳动不仅创造

了工资, 还包括所有利润 (地租被视为“超额

利润”, 也算在劳动的贡献之中)。

关于第一个观点。萨缪尔森等在《经济

学》中说:“工资= 劳动的边际产品, 地租= 土

地的边际产品, 其他生产要素以此类推。这个

办法把百分之百的Q (即总产品——引者注)

分配给所有生产要素, 不多也不少。”④萨缪

尔森等在这里似乎说的是分配问题, 但其分

配论的依据, 却是生产要素所有者所得等于

生产要素的贡献, 谁也不克扣谁。既然如此,

劳动者获得的工资就是劳动力要素在生产中

的贡献, 或者说, 劳动力要素的贡献仅仅是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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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果真如此吗? 非也。萨缪尔森等承认, 他

们的观点源于 J·B·克拉克的“边际生产力

论”。⑤我们不妨以子之矛, 攻子之盾。所谓边

际产品, 就是最后增加的产品, 也就是说:“假

定保持其他生产要素不变, 不断追加某一生

产要素, 一直到这样的中止点, 在此点, 追加

的生产要素价值等于增加的产品价值, 这一

产品就是边际产品。这一追加投入的中止点,

即边际产出等于边际投入 (成本) 的均衡点。

为什么要中止于这一均衡点呢? 因为在这一

点, 利润为最大。何以如此呢? 因为根据“收

益递减规律”, 在这一点之前, 产出大于投入,

而在这一点之后, 产出小于投入。产出小于投

入就是亏本, 产出大于投入就是盈余。如果每

一种生产要素的投入都中止于其边际均衡

点, 那么利润自然就最大了。然而, 正是最大

利润说暴露了“边际生产力分配论”的漏洞。

因为按萨缪尔森等说, 每一种生产要素获得

其边际贡献后, 总产品就被分割完毕, 这样一

来, 就不存在利润。而要承认利润的存在, 就

要承认每一种生产要素的贡献不仅仅是所谓

的边际产品。既然边际均衡点是利润最大点,

那么这正说明, 在此点之前任一生产要素的

贡献大于其价值消耗, 因而从生产的全过程

看, 总产品价值必定大于总价值消耗或总成

本。因此, 边际分析法恰恰有助于说明笔者观

点, 而不能使萨缪尔森等的观点自圆其说。

或许有人会问: 既然“边际生产力分配

论”与利润最大说如此“相克”, 萨缪尔森等为

什么还要将其作为分配论的依据呢?第一, 西

方经济学并无科学的价值理论; 第二, 萨缪尔

森等以为披上边际分析的外衣就能瞒天过

海。但细心的人不难发现, 他们在开列工资、

地租等于劳动、土地的边际产品的帐目后, 并

未一道开出物力资本折旧等于物力资本的边

际产品的帐目, 如果开出这一帐目, 利润全部

归物力资本所有者就没有正当理由了。因为

若将“边际生产力分配论”贯彻到底, 物力资

本所有者获得折旧就拿走了物力资本的所有

贡献。如果说物力资本的贡献不止折旧, 那么

劳动、土地的贡献也就不止是工资、地租, 三

者超出成本的贡献之和就是利润。利润= 产

品总价值- (工资+ 地租+ 折旧) , 因此, 要么

将利润属于三种生产要素, 要么将利润作为

无以确认或无从归属的“天外之物”, 换言之,

任何人都不应当将其占为己有。总之,“边际

生产力分配论”与利润最大说的“矛盾”宣告

了“工资等于劳动的全部贡献”的论点的破

产。

关于第二个观点。马克思关于劳动贡献

的观点集中于下面的价值构成公式:

C+ V + M

C 代表生产资料在生产中消耗的价值

(相当于物力资本消耗W ) , V 是劳动力消耗

价值 (相当于人力资本消耗 R ) , C + V 为商

品生产的“全部”成本,M 为超过成本利润,

即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 (相当于D + d+ w

+ r)。马克思认为, 在商品价值中, 劳动 (活劳

动)贡献部分为 (V + D + d+ w + r) , 而 C 是

先前的活劳动的物化价值 (死劳动) 的转移。

马克思的看法基于“人的活劳动是价值的唯

一源泉”这个假设前提。从这个前提出发, 马

克思认为, 土地不是人的劳动的产物, 故没有

价值, 它也不能创造价值; 工具、材料等等是

死劳动, 也不能创造价值, 只能在活劳动的带

动下转移固有价值。既然如此, 地租不是土地

价值的消耗, 即不是生产成本, 而是利润 (超

额利润) ⑥。但是, 如何理解土地、资本 (物力

资本)这两种生产力要素在生产中的作用呢?

马克思认为: 它们只对使用价值的创造有贡

献, 但对价值的创造从而增殖没有贡献。

土地是作为自然生产力载体和自然资源

的总称。根据自然资源与人类生产活动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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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可将自然资源分为两大类: 一是经探索、

研究、开发并进入实际生产过程中自然资源,

如已种植庄稼的农田, 正在开采中的矿藏。二

是尚未进入生产过程的潜在自然资源, 比如

荒地、处女矿藏 (包括已知用途但尚未探明的

矿藏、未知用途但可能日后有用的一切自然

资源)。根据“三元价值论”, 第二类自然资源

没有价值, 因为它尚未经过自然生产力、物力

资本生产力、人力资本生产力的共同作用, 不

是生产力合力的结晶, 因而不具有价值。但第

一类自然资源, 已经过三种生产力的共同作

用, 因而已是一定生产力合力的结晶, 所以已

具有价值, 其价值构成与其他产品价值一样,

即 (D + W + R ) + (d + w + r) (需要注意的

是, 这里的D 作为原初地租或起点地租是指

恢复原始资源或寻求相当的替代资源的代

价, 其大小一般根据经验加以评估)。既然进

入生产过程中的自然资源是花费一定代价生

产出来的, 那么它的数量就必然是有限的、可

变的, 也就是说, 既不是无限大的量, 也不是

固定不变的常量。传统经济学的一个重大误

区, 就是孤立地将阳光、雨水、空气、土壤等视

为大自然无偿赐予的自然生产力, 并且是无

限量或不变量。其实, 自然力并非就是自然生

产力, 只有有利于生产的自然力才是自然生

产力。比如, 同样的阳光、雨水、空气 (风)在一

定情况下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 但在另一种

情况下可能毁坏农作物。要避免有害自然力

对生产侵扰, 就要花费代价改造自然, 比如建

设水利工程、植树造林等等。因此, 自然生产

力作为生产力系统的一个子系统, 并非是大

自然自然而然赏赐给人类的尤物, 而是人类

花代价与大自然协同创造的产物, 它与物力

资本、人力资本一样, 是具有价值的资本, 即

地力资本。

既然自然生产力是地力资本, 那么对它

的占用就要付出代价, 社会就要提取地力资

本折旧——地租, 以便维持自然生产的再生

产, 如同物力资本折旧、人力资本折旧分别用

于物力资本生产力、人力资本生产力再生产

一样。当然, 三种资本各具特点。由于物力资

本具有较明显的独立性、可分离性, 对它的价

值可以较方便、直接、总体地估量出来, 折旧

量即可以物力资本的总价值量除以其总使用

年限推算出来; 但地力资本、人力资本的形成

具有明显的复杂性、非独立性, 人们难以直接

地、总体地估量其价值量, 往往凭借经验估算

其维持、恢复费用或折旧, 它们的总体价值的

存在往往被人们忽视了, 甚至有人错误地将

地租D、工资R 作为土地、劳动力的总价值。

此外, 地力资本、人力资本形成的复杂性, 往

往造成投资 (开发) 主体不明确、受益主体错

位的现象。比如: 土地使用者破费开发土地,

但土地所有者坐收全部地租, 却不负责或不

完全负责地力资本的补偿、维护; 作为潜在自

然资源的土地, 本应归全人类共同所有, 却被

一个个民族国家、社区或个人垄断或私有, 以

致造成地租的流失或滥用, 其累积的结果, 是

当今世界自然生产力系统严重“亏损”, 濒于

衰竭。

明白自然生产力系统形成、维护的有偿

性、有代价性,“土地无价值”的笼统说法就不

能成立了, 而一旦承认土地价值原理, 物力资

本是单纯的物化劳动的论点也就不能成立

了, 因为任何形式的物力资本, 也是先前的三

种资本生产力共同创造的, 其价值构成也必

定是三种资本价值的必要耗费加上三种资本

的平均利润。

因此, 作为生产成果的使用价值和价值

均是三种生产力合力的结晶, 而非单纯的劳

动力或人力资本生产力的结晶; 三种生产力

作为资本都是可变资本, 即能够共同创造出

超出自身原有价值的价值。将土地资本、物力

资本视为客体或死的不能增殖的东西, 而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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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视为主体或活的能够增殖的东西,

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其实, 在一定的生产

过程中, 一定的人力、地力、物力都受特定的

生产程序支配, 不分主次, 也不分主客体, 人

力可以替代地力、物力, 地力、物力也可以替

代人力。

总之, 生产的实际表明, 劳动并非是价值

的唯一源泉, 劳动对价值的贡献不包括地租,

也不包括地力资本利润 d、物力资本w , 它的

全部贡献就是工资R 以及人力资本利润 r。

二、劳动报酬被克扣的基本原因

所谓劳动报酬被克扣, 即指劳动者所获

得的报酬低于劳动的实际贡献。劳动报酬被

克扣的现象在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

制度中普遍存在。

在古罗马的奴隶制度下, 基本的劳动者

是奴隶。奴隶被奴隶主视为“会说话的工具”。

奴隶在法律上无任何权利可言, 他的人身属

于奴隶主, 就象牛、马属于奴隶主一样。因此,

奴隶的劳动无报酬可言。当然, 从理论上讲,

奴隶主为维持奴隶的生命从而保持奴隶的劳

动能力, 还需供给奴隶最低限度的食品及其

它必需品。但在实际上, 奴隶主对奴隶劳动的

最低限度的成本或代价也要大打折扣, 以致

奴隶的劳动力过早消耗完, 过早地死去。何以

如此? 因为奴隶主可以极其廉价地获取战争

俘虏以替代先前的奴隶。可见, 奴隶劳动的贡

献被剥削的程度是最大限度的, 因为奴隶主

依赖国家的战争机器维持奴隶劳动力的“再

生产”。但随着战俘来源的稀缺, 获取奴隶及

维持奴隶劳动的成本均上升, 奴隶主无利可

图, 奴隶制也就土崩瓦解了。

在西方中世纪或我国古代封建制度下,

基本的劳动者是农民。所谓农民, 即具有一定

生产资料 (工具、材料) , 一定土地租用权以及

一定人身自由的农业劳动者, 农民的劳动尽

管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领主或官府的支配, 但

在确保地租上缴的前提下, 具有一定的自主

权, 其劳动的报酬, 即扣除地租和其它生产费

用后的剩余部分一般能够养家活口, 即能够

维持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但是, 随着人口增

长、官僚机构和军队的膨胀, 苛捐杂税愈来愈

多, 而劳动所得愈来愈少, 最终导致劳动力再

生产和社会再生产无法维持, 经济崩溃。封建

制度的存在虽数以千年计, 但不过是社会经

济崩溃、重建的周期循环而已。可见, 农民从

劳动的贡献中, 除了获得维持劳动力简单再

生产所需的部分外, 其余均以地租名义被“地

主”拿走了, 其所以如此, 是因为农业社会中

最主要的生产要素——土地被领主或官府垄

断, 农民不但无土地支配权, 就是使用权或租

用权都没有真正的保障 (已开发的可利用土

地与农民人数不成比例)。“地主”获取大量的

“地租”, 包括来自土地的贡献部分以及农民

劳动的贡献中被掠夺部分, 绝大部分被用于

非生产性开支或挥霍浪费。如果说在王朝的

中前期, 水利建设工程等确保土地生产力的

费用还可以从地租中补偿, 那么王朝的后期,

补偿地力的地租就因被大量蚕食而无可靠来

源了, 于是农业生产系统衰竭, 土地荒芜, 这

就使农民劳动所得从而生活更无保障。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 基本的劳动者是工

人或无产者。所谓无产, 即除了劳动力这一自

由支配的财产外, 没有生产资料财产。工人靠

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换取工资, 以便获得生产

资料。早期的工人大多是失业农民转变而来。

由于早期失业者或剩余劳动力过多, 劳动力

这个特殊商品的市场价格——工资偏低, 甚

至低到难以维持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此时,

工人的劳动报酬还远小于真正的工资范畴

R。不过,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物力资本积累

从而生产资料丰裕程度不断提高, 劳动力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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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剩余转变为相对剩余, 而到当代工业社

会, 某些部门、某些时期的适用劳动力已显稀

缺, 这就导致了劳动力市场价格——工资的

上升。越来越多的劳动者能够从维持劳动力

的简单再生产, 发展到劳动力的扩大再生产

(主要是提高劳动力的素质而不是扩大劳动

力的数量)。由此可见, 工资随着生产力的发

展而提高。但工资的最高限只能是工资范畴

意义上的真实工资R。R 仍用于劳动力再生

产或折旧, 因而仍属于生产成本, 或者说是为

了生产必须花费的代价。劳动报酬仅为R , 仍

未突破成本的边界而进入附加价值或利润领

域。利润归物力资本所有者独占, 这是资本主

义的基本原则。不过, 在当今的发达国家, 利

润归物力资本所有者独占的原则已在一定范

围、一定程度上受到冲击, 其主要表现是, 部

分企业的高级管理者、高级技术人员不但能

获得较高的工资, 还能凭借其稀缺的人力资

本获得部分附加价值或红利。由此, 我们发现

部分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已从 R 向 R + r 过

渡。当然, 西方社会物力资本所有者垄断利润

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 部分高级劳动者分享

红利还未固化为法律制度, 因而还被人们视

为物力资本所有者明智的善举或恩赐, 而不

是劳动者的正当权利。

三、劳动报酬与劳动贡献相一致的

制度条件

由上述可见, 劳动报酬被克扣或被剥削

是传统经济制度下的普遍现象。之所以如此,

根本原因是社会生产力不够发达, 生产资料

(这里含土地)稀缺, 劳动力过剩。因此, 要使

劳动报酬与劳动贡献相一致, 或者说要消灭

对劳动贡献的剥削, 最根本的条件是社会生

产力的高度发展。但是, 生产力是在一定的经

济制度或生产关系中发展的, 当既有生产关

系成为生产力的桎梏, 阻碍其发展时, 就要变

革生产关系, 或者说进行必须的制度创新。其

实, 无论是西方, 还是改革中的中国, 都已出

现突破传统生产关系的新生产关系的萌芽。

这个新生产关系, 就是物力资本与人力

资本平起平坐、并驾齐驱, 其标志就是物力资

本所有者与人力资本所有者共同以其资本大

小分享利润, 其制度特征, 就是物力资本、人

力资本二元股份制。

二元股份制实际上是物力资本一元股份

制的自然发展, 其基本构成就是在物力资本

股的基础上嫁接人力资本股。关于二元股份

制的操作要点和机理, 笔者已论述过⑦, 这里

不赘述。这里仅指出二元股份制的基本原则,

仍是风险共担、利益共享, 同股同权同利同义

务, 所不同的只不过是人力资本股与物力资

本股均作为股权的基础。

关于二元股份制的生成, 还需说明两点:

其一, 二元股份制将首先在职工普遍持股 (物

力资本股) 100% 的企业产生, 换言之, 职工普

遍持股的一元股份制企业是产生二元股份制

的最佳“土壤”。因为在职工普遍持股企业, 每

个劳动者已是一定物力资本所有者, 他们只

需将劳动力折股就行了, 而加上人力资本股,

每个劳动者或每个股东将体会到分配上的更

加公正, 因为避免了原来物力资本股的大股

东剥削小股东 (人力资本利润也被作为物力

资本利润分配)的弊端。但是, 在传统的或古

典的一元股份制企业, 股东与劳动者分属两

个不同的集合体, 利益处于对立状况, 劳动者

是物力资本股股东的剥削对象, 生成二元股

份制有很大难度, 因为物力资本股股东会感

到“吃亏”——股利在无形中减少了。现今, 在

西方国家已出现大批职工全员持股企业。⑧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 尤其是近年来, 通过对乡

镇集体企业、中小型国有企业改制创建了大

量的职工全员持股企业, 并且已出现了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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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股份制企业。⑨我国改革中涌现出的职

工全员持股企业或二元股份制企业, 被命名

为股份合作制企业。
·
合
·
作二字, 强调了物力资

本联合与劳动或人力资本联合相结合的原

则。可以断言, 股份合作制的本质或最高目的

是三资本全面合作的三元股份制, 而二元股

份制是通向三元股份制的过渡点。在二元或

三元股份制下, 劳动的报酬与劳动的实际贡

献相一致 (均为R + r) , 同时物力资本所有者

所得也将与物力资本的实际贡献相一致 (均

为W + w )。

其二, 我国的制度环境和人文传统预示

了我国有可能赶在西方国家之前大面积创建

二元股份制这种真正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消灭物力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对抗)。从辩证

的观点看, 这一点并不违反生产力决定生产

关系的原理。不错, 我国现阶段总体生产力不

如发达国家, 但是我国没有根深蒂固的资本

主义制度传统, 我国的现实经济制度没有定

型, 弹性很大, 对新制度的排斥力较小, 包容

力较大, 股份合作制改革大潮方兴未艾就是

明证。再说, 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诞生之初, 其

总体生产力也不及当时中国等东方国家的生

产力, 但由于西方封建制度没有东方封建制

度历史悠久和僵化, 因而较易创建新制度并

吸收东方科技发明成果, 赶超东方。现在是斗

转星移, 轮到东方赶超西方了 (耐人寻味的

是, 我国明清时期, 山西商人创建“顶身股”即

人力股与资金股共同分红制, 历经数百

年)。βκ

结　束　语

限于篇幅, 本文未论及劳动的报酬与贡

献相一致的社会经济意义, 这里仅指出其中

的一点, 那就是社会财富分配在微观生产单

元的初次分配中就基本实现了公正, 这将一

方面大量
·
节

·
省

·
社

·
会

·
再

·
分

·
配

·
费

·
用, 一方面

·
根

·
除

·
两
·
极
·
分
·
化, 促成社会的

·
普
·
遍
·
富
·
裕。而利益和谐

取代利益对抗, 积极的进取取代消极博弈或

内耗 (围绕利润的争夺) , 将促进社会生产力

的进一步发展。因此, 我国理论界与实际工作

部门应积极探索二元股份制, 使之及早在我

国确立, 并逐步成为企业的主体形式。

注释:

①见丁建中:《价值形成和分配的基本原理新探

——“三元价值论”及其意义》, 载《江汉论

坛》, 1994 (8) ;《论商品价值的三维尺度》, 载

《学术月刊》, 1995 (12) ;《论地租决定、界定、

循环三法则》, 载《广西社会科学》, 1996 (2) ;

《“三元价值论”的八个原理》, 载《经济问题》,

1996 (9)。

②③详见丁建中:《“三元价值论”的八个原理》

一文中的“价值尺度原理”、“价值循环原理”,

载《经济问题》, 1996 (9)。

④⑤见 [美 ]萨缪尔森等:《经济学》, 第 12 版,

971、969～ 970 页,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1992。

⑥参见马克思:《资本论》, 第 3 卷, 第六篇《超额

利润转化为地租》,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5。

⑦见丁建中:《论三元股份制》, 载《北京商学院

学报》, 1995 (1) ; 丁建中:《中国现阶段差异共

有制的可行性》, 载《社会科学辑刊》, 1997

(1)。

⑧见丁建中:《产权理论及产权改革目标模式探

索》第十三章《企业改革的目标模式——“职

工持股与保障计划”》, 上海, 上海社科院出版

社, 1994。

⑨见丁建中:《中国现阶段差异共有制的可行

性》, 载《社会科学辑刊》, 1997 (1)。

βκ参见张正明:《正视明清晋商的历史启示》, 载

《当代山西商会》, 1996 (3) , 30～ 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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