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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价值论

陈　征

　　摘要 : 自然资源可分为未经人类劳动加工开采的原生自然资源和经过人类劳动加工

于原生自然资源基础上而形成的自然经济资源。原生自然资源有价格、无价值 ;自然经济

资源的价值具有二重性 ,一方面有价格而无价值 ,另一方面有价值又表现为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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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然资源价值问题 ,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 ,

又是一个重大的实际问题。说它是重要的理论问

题 ,因为自然资源是商品的基本要素 ,也是经济发展

的基本要素 ,自然资源有无价值及其价值量之多少 ,

关系到对商品经济规律的认识与利用 ,关系到市场

经济的完善与发展。商品理论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基

础 ,自然资源价值理论又是商品理论的一个重要内

核。说它是重大的实际问题 ,因为对自然资源的认

识与利用 ,关系到科学技术的发展 ,关系到国民经济

的发展和经济素质的提高 ,特别是关系到整个国民

经济能否快速、协调、稳定、可持续发展。长期以来 ,

学术界对此进行了不少研究 ,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

见 ,迄今为止 ,仍处在不同观点的争论过程中 ,未能

形成合理而正确的解释。一种意见认为 ,未经开采

的自然资源是有价值的 ,这种价值不是由劳动引起 ,

而是由其有用性和稀缺性所决定的。这实质上是用

西方经济学中价值是由效用决定的观点来解释自然

资源。另一种意见认为 ,自然资源未经开采 ,不能作

为商品进入市场 ,没有价值 ,也没有价格 ,不存在什

么价值和价格问题。这实质上是将自然资源排斥在

商品之外 ,不把自然资源看成是形成财富的另一个

重要源泉 ,当然不可能适用于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

之中。这种观点仅适用于无商品交换的社会 ,远远

脱离了现实经济生活。又一种意见认为 ,一种是未

经人类劳动开发的自然资源 ,另一种是经过人们劳

动加工改造过的自然资源成为经济资源 ,自然资源

是没有价值的 ,由自然资源转化而形成的经济资源

是有价值的 ,其价值是由加工改造自然资源的劳动

(物化劳动和活劳动) 来决定的。我认为 ,研究自然

资源的价值问题 ,一定要坚持马克思的科学的劳动

价值论 ,结合实际情况 ,以新的科学发展观为根据 ,

围绕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作

出合乎实际的理论结论 ,以推动理论创新和经济发

展。

自然资源是一切能为人类提供生存、发展、享受

的物质条件。未经人类劳动加工开发的原生的自然

资源当然不存在什么人类抽象劳动所创造的价值。

有人认为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未经开发的土地

(未开垦的荒地) 具有价格 ,因而认为自然资源物质

也有价值 ,这是不妥当、不确切的推论 ,在理论上是

说不通的。由自然资源加工改造成为经济资源 ,因

而具有价值 ,这是合乎劳动创造价值的基本原理 ,是

正确的。但是经济资源不能简单地等于自然资源 ,

有些经济资源是由自然资源发展而来 ,有些经济资

源并不是由自然资源发展而来 ,如资本资源、技术资

源、人力资源等等都是经济发展中的重要资源 ,都不

是由自然资源所形成。为了概念上准确起见 ,我们

把由自然资源开发发展而来的经济资源称为自然经

济资源 ,如已开采的矿山、已耕种的土地等等。这

样 ,就不是自然资源与经济资源两个概念的并列 ,而

是由自然资源发展成为自然经济资源。在现代社会

中 ,自然资源未经劳动加工过的领域已经极少 ,几乎

不复存在。因此可以说 ,现存的自然资源基本上都

是自然经济资源。自然经济资源 ,是有价值和使用

价值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作为商品 ,进入市场 ,

在这里 ,马克思有关商品价值的理论是完全适用的。

但是必须注意 ,这种作为自然经济资源的商品价值

构成是二元的 ,一方面 ,由自然资源部分构成无价

值 ,另一方面 ,由经济资源构成部分有价值 ,因而自

然资源的价值构成是部分无价值和部分有价值的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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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商品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自然经济资源的

价格一部分是自然经济资源价值的表现 ,另一部分

则不是价值的表现 ,而是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

这种自然经济资源价格的二重性 ,是由自然经济资

源价值的二重性所决定的 ,因此 ,就要进一步研究自

然经济资源价格的二重性问题。

在这里 ,首先需要明确一个问题 :未经开发的自

然资源无价值、有价格的问题。一般说来 ,价格是价

值的货币表现 ,无价值的东西怎能表现为价格呢 ?

其实 ,劳动创造商品价值的理论 ,是对商品经济的本

质规定 ,适用于一般的商品经济。但马克思从来没

有说过没有价值的东西就不能有价格 ,就不能采用

商品的形式。

例一 ,马克思指出 :“价格形式不仅可能引起价

值量和价格之间即价值量和它的货币表现之间量的

不一致 ,而且能够包藏一个质的矛盾 ,以致货币虽然

只是商品的价值形式 ,但价格可以完全不是价值的

表现。有些东西本身并不是商品 ,例如良心、名誉等

等 ,但是也可以被它们的所有者出卖换取金钱 ,并通

过它们的价格 ,取得商品的形式。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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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说明 ,有些特殊商品形式 ,可以有价格、

没有价值 ,在这里 ,价格就不是价值的表现了。

例二 ,马克思指出 :“价值不是取决于它所包含

的劳动或它的生产所使用的劳动时间 ,而是取决于

它能够被生产的那段劳动时间或者说再生产所必须

的劳动时间”②。“每一种商品 (因而也包括构成资

本的那些商品)的价值 ,都不是由这种商品本身包含

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 ,而是由它的再生产所

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③。“必须牢牢记

住 ,那些本身没有任何价值 ,即不是劳动产品的东西

(如土地) ,或者至少不能由劳动再生产的东西 (如古

董、某些名家的艺术品等等) 的价格 ,可以由一些非

常偶然的情况来决定”④。这说明 :商品价值不是由

生产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 ,而是由它的再生

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如古董等艺术品 ,不

能再生产 ,其价格就不可能由再生产的社会必要劳

动时间决定 ,即不能由价值量决定 ,只是由一些非常

偶然的情况来决定。在这里 ,价格就不是价值的货

币表现了。

例三 ,马克思指出 :“这样资本化的地租形成土

地的购买价格或价值 ,一看就知道 ,它和劳动的价格

完全一样 ,是一个不合理的范畴 ,因为土地不是劳动

产品 ,从而没有任何价值。”⑤“瀑布和土地一样 ,和

一切自然力一样没有价值。在没有价值的地方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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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什么是“资本化的地租”呢 ? 就是

说 ,土地价格不是由价值所决定 ,而由它的地租量的

大小和利息率的水平所决定。假设某块土地 ,可收

得地租 5 元 ,这时利息率为 5%, 存入银行 100 元 ,可

取得 5 元利息 ,因而这块土地的价格即为 100 元。

如利息率下降至 4%, 该块土地价格即涨至 125 元。

如利息率上涨 ,该块地价也会随之下降。这是因为 ,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 ,生息资本的发展 ,任何定期收入

都可被看作是一个想象的资本的利息。以此类推 ,

土地价格即相当于取得这笔地租收入的货币资本。

“实际上 ,这个购买价格不是土地的购买价格 ,而是

土地所提供的地租的购买价格。”⑦这就是地租的资

本化 ,也就是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这说明 ,

土地作为自然资源 ,可以作为商品买卖 ,有价格但无

价值 ,这种价格不是价值的货币表现 ,而是由资本主

义生产关系决定 ,即由土地所有权所决定的。马克

思对土地价格是地租资本化的分析 ,实质上也是对

自然资源有价格无价值的分析 ,是对自然资源价格

和价值分析的例证。我们完全可以运用马克思对地

租理论分析的方法和逻辑来研究自然资源的价值和

价格。当马克思分析级差地租的因素之一取决于土

地的肥沃程度时 ,这时的土地肥沃程度就是指自然

资源。当马克思分析农产品中个别生产价格和社会

生产价格之间差额部分时 ,把它称为“虚假的社会价

值”,在于说明它是由土地资本主义经营垄断形成

的 ,并不是真实的价值。

以上说明 ,未经人类劳动加工开采的原生的自

然资源是有价格、无价值的 ,这种价格 ,是“想象的价

格”,是“虚幻的价格”,是“虚假的价值”,是由于它的

稀少性、垄断性和不可或缺性 ,或由一些非常偶然的

情况来决定。或如垄断地租的垄断价格是由“购买

者的购买欲来决定”那样。但是归根到底 ,必须要归

因于所有权问题 ,即产权问题。如该自然资源不属

于某人、某单位所有 ,无权将其买卖 ,当然也不会形

成价格。所以产权问题是形成价格的根本关键问

题。原生的自然资源无价值但有价格 ,最终归因于

资源的所有权问题。

从另一方面看 ,自然经济资源是经过人类劳动

加工于原生的自然资源的基础上而形成的 ,加工所

消耗的劳动物化在自然资源中形成为价值。因此自

然经济资源中的价值具有二重性 ,一方面有价格而

无价值 ;另一方面有价值又表现为价格。这和社会

主义城市土地价格是完全一致的。城市土地因为大

量开发 ,投入了大量的资本 ,马克思称为土地资本。

城市土地价格 ,一方面由资本化的地租决定 ,另一方

面则由土地资本决定。自然经济资源的价格也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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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的二重性 ,一方面由自然资源所有权引起的价

格决定 ,另一方面由投入开发的劳动 (或资本) 转化

为价值的价格决定。这种二重性是由自然资源发展

为自然经济资源而产生的 ,它是一定的生产关系的

产物 ,是市场经济存在的必然结果。这种自然经济

资源的二重性的价格观 ,是合乎实际情况的 ,也是合

乎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的。实际上这是马克思分析

级差地租和土地价格的重大发明。因为土地属于自

然资源的具体内容之一 ,我们现在只是将马克思对

土地的分析扩大为对自然资源的分析 ,从根本上说 ,

是坚持和运用了马克思的观点和方法而已。

至于自然经济资源价值量的分析 ,有些文章提

出了很有益的见解。但如上所论 ,自然经济资源价

格的一部分 ,不是由价值决定 ,与价值量多少无关。

自然经济资源价格的另一部分 ,则由价值量决定 ,当

由生产和再生产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

可见 ,自然经济资源的价格也是二重的 ,归根到底 ,

是与所有权密切相联系的一定生产关系的产物。

二

(一)自然资源的价值表现形式问题

一种观点认为 ,由于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历

史时期 ,人类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强度和范围有

明显的不同 ,从而自然资源的价值表现形式也有明

显的变化。作者认为 ,从原始社会到 18 世纪中叶是

自然资源无价值表现时期 ;从 18 世纪中叶到 20 世

纪 50 年代是自然资源的模糊价值表现时期 ;从 20

世纪中叶以来是自然资源有价值表现时期。⑧我认

为 ,这样解释自然资源的价值表现形式是不妥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第三节研究价值形

式时 ,着重从商品内部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如

何相互联系表现出来 ,由简单的价值形式发展到货

币形式 ,来说明货币的起源和本质。在这里 ,作者所

认为的自然资源价值表现形式 ,实质上是人们是否

承认自然资源的价值问题 ,也就是人们从开始不承

认自然资源有价值 ,然后逐步认识到自然资源有模

糊价值 ,最后则承认自然资源有价值 ,这是人们对自

然资源的价值认识的发展过程 ,并不是自然资源价

值表现形式的发展过程。如前所述 ,自然资源部分

无价值当然不存在什么价值表现形式 ;自然经济资

源有价值部分是客观存在 ,当然可以直接通过货币

的等价形态在商品交换的市场上表现出来 ,也谈不

上什么价值表现形式的发展过程。诚如作者所言 ,

“自然资源是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物质基础。人

类社会发展的历史 ,就是认识、改造、适应自然环境

的历史 ,也是一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史。”⑨所谓从

原始社会到 18 世纪中叶的自然资源无价值表现时

期 ,实际上是 ,这时候人们对自然资源认识比较肤

浅 ,仅仅认为自然资源是大自然的恩赐 ,由于科学技

术不发达 ,对较多自然资源无法开发与利用 ,而自然

资源的供应仅仅依靠自然资源的自然再生产。对能

够开发和利用的自然资源 ,其效益也是比较微弱的。

可以说 ,这是人们认识和利用自然资源的早期阶段。

从 18 世纪中叶到 20 世纪中叶的所谓价值模糊表现

时期 ,也就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随着资本

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 ,人们对自然资源逐步加深认

识 ,发现了一些新的自然资源是生产的原料和动力

来源 ,正如马克思所说 :“自然力是不费资本分文”。

这时候 ,进入了人类对自然资源大量索取和掠夺时

期 ,也是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挥霍浪费时期 ,这可以算

是人们认识和利用自然资源的中期阶段。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所谓自然资源有价值表现时期 ,随着现

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式发展 ,人们对自然资源的

认识日益深化 ,不仅可以科学地利用现有自然资源 ,

还可以从深度和广度发掘自然资源以应用于社会生

产和经济生活。例如 ,利用铀来建设原子能电站 ,制

造芯片运用于现代通信工具 ,都是在对自然资源深

度认识的基础上深度运用。同时由于人类对自然资

源的开发与利用已达到空前规模 ,一方面 ,认识到自

然资源对经济社会生产和生活起着巨大作用 ,另一

方面 ,也逐步认识到人类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同

时 ,也带来很大的破坏 ,将给人类带来一系列的危害

和灾难 ,因此要保护环境 ,保护自然资源 ,把自然资

源的有效供给和持续利用作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

件 ,可以说 ,这时候是掌握了现代科学技术的人们 ,

对自然资源认识和利用的高级阶段。研究经济社会

的可持续发展 ,是正确认识利用自然资源的重要内

容。

(二)有关“资源无价”的责难

一种观点认为 ,说天然的自然资源没有价值 ,受

此价值观念的影响 ,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了“产品高

价、原料低价、资源无价”的不合理现象。“正是这种

资源无价的观念及其在理论和政策上的表现 ,导致

了资源的无偿占有、掠夺性开发和浪费使用 ,造成资

源损毁、生态环境恶化、极大的削弱了经济发展的基

础。⑩按照这种看法 ,自然资源没有价值的观点导致

了自然资源的无情掠夺和大量浪费 ,“资源无价”成

了罪魁祸首。首先 ,资源无价的“价”是指什么 ? 从

“产品高价、原料低价”的排列来看 ,“资源无价”应是

指价格不是指价值。说自然资源没有价值是客观存

在。如说资源没有价格 ,就不能归罪于自然资源没

有价值了。如前所述 ,没有价值的自然资源同样可

5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以有价格 ,这种价格不一定是价值的货币表现 ,而是

一定的生产关系的产物。在这里 ,决定的关键是所

有权问题 ,也就是产权问题 ,以及经济体制问题 ,还

有科学技术的发展程度对自然资源认识和利用的程

度问题。例如 ,大片矿山 ,自然存在 ,无人所有 ,人们

发现后进行大量圈地 ,谁圈去就归谁所有 ,这时候的

矿山的确是无价的 ;但被所有者圈去 ,有了所有者 ,

后来者要占有它 ,或者用价格购买 ,或者用暴力强行

索取 ,这就是产权问题。产权问题也牵涉到经济体

制问题。如在封建社会里 ,清帝入关时将农民的大

量土地圈起封赠其贵族及功臣 ,这是靠行政权力对

自然资源强力再分配 ,与市场经济无关 ,当然谈不上

什么价格问题 ;到了市场经济时期 ,一切物品都作为

商品进入市场 ,按价格进行买卖 ,这时候 ,自然资源

也作为商品进入市场 ,按价格买卖 ,不管这种价格是

自然经济资源的价值反映部分 ,还是资源的非价值

表现部分 ,都要按价格买卖 ,这时候 ,当然不存在什

么“资源无价”问题。至于自然资源的效用 ,即使用

价值 ,有些在表面上就是客观存在的 ,可以直接利用

它 ,如土地开发后即可种植谷物 ,在科学不发达时期

人们就可以利用它。有些自然资源的使用价值是随

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才被人们认识利用并重视的 ,如

前所说的铀和芯片。当科学技术未发展到一定程度

时 ,对这些自然资源盲目废弃 ,并不是这些资源本身

有无价值的罪过 ,而是人们认识和利用 ,开发自然资

源的水平较低的结果。我们不可能在封建经济体制

下按市场经济的要求来买卖自然资源 ,也不可能在

科学技术不太发达的情况下就能科学而正确地利用

自然资源 ,更不可能在产权不明晰的情况下能合理

地买卖自然资源。自然资源无价值不是造成浪费和

破坏自然资源的罪魁祸首 ,即使说自然资源无价格

也不是由自然资源无价值所造成的。当然 ,资源无

价格对于浪费和破坏资源有一定的影响 ,不利于完

善市场经济、科学利用资源、促进经济稳定增长。但

是“资源无价”的根本原因 ,要从经济体制、产权关

系、科学技术发展程度等方面去寻找。至于“产品高

价、原料低价”,也不在于产品和原料内在价值本身 ,

而是要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强经济管

理、加强经济核算、提高经济效益、充分利用先进科

技于生产过程等方面去探索经济发展的新途径。

(三)自然资源与可持续发展

自然资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也是经济

社会发展的基础。人类的衣食住行无一不需要依赖

自然资源。生产过程的劳动对象、劳动手段也都需

要利用自然资源。随着科学技术的最新发展 ,人类

对自然资源的认识和利用日益深化。有些自然资源

是可以再生的 ,如野生的林木砍伐后可以再植树造

林。有些自然资源是不可再生的 ,如煤矿、油田开采

终极后就不可再采。随着工业化的实现 ,人类占用

自然资源能力大大提高 ,采取先开发、后保护的道

路 ,大量消耗和破坏自然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性的

自然资源的现象十分严重 ,以掠夺资源为代价换取

经济增长。20 世纪 80 年代 ,欧洲一些发达国家首

先提出“可持续发展”,其含义是 :既要能满足当代人

的各种需要 ,又要保护生态环境 ,不对后代人的生存

和发展构成危害。对自然资源要积极保护、合理利

用、科学开发、注意节约。1992 年 6 月联合国环境

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 ,通过了一系列

文件 ,充分体现了当今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思

想。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 ,李

鹏总理亲自率团参加 ,回国后制定了《21 世纪议

程》,积极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对于合理使用、节

约和保护自然资源 ,不断提高资源利用率 ,做了大量

工作。当前 ,人均资源占有量少 ,资源利用率低的矛

盾是我国未来发展的制约力量。我国主要资源人均

占有量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 1/2 或 1/3, 单位国内生

产总值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 3、4 倍。预计至 2020

年我国人口将达到 14 亿至 15 亿 ,人均资源占有量

将持续下降 ,人均资源消耗量将显著增加。�λϖ资源短

缺将严重制约我国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必须

彻底转变思想观念 ,以新的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由以

物为本转变为以人为本 ,实现资源市场化 ,通过市场

运动规律有效地配置自然经济资源 ,从资源依赖和

投资驱动为主向资源集约和创新驱动转变 ,大力节

约资源 ,科学利用资源 ,努力发展再生性资源 ,积极

发现新的替代性资源 ,保护资源产权 ,不断提高资源

利用率 ,充分发挥自然资源在人类经济社会生产和

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

持续发展。

注释 :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 23 卷 ,120～121 页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 46 卷 (下) ,158 页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0。
③④⑤⑥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 25 卷 ,

158、714、702、729、703 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5。
⑧⑨赵秉栋 :《论自然资源的价值问题》,载《河南大学学

报》(自然科学版) ,1999(2) 。
⑩参阅李金昌 :《关于自然资源的几个问题》,载《自然资

源学报》,1992(3) 。
�λϖ《理论动态》编辑部 :《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206

页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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