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评论 　2005 年第 2 期 ECONOMIC　REVIEW　No12 　2005

一部理论经济学的创新之作

———马庆泉博士的《新资本论纲要》简评

邰丽华

　　马庆泉博士所著《新资本论纲要》(以下简称《纲

要》)一书 ,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全

书采取对话的体裁 ,通过一个虚拟的七彩光球 ,幻化

出作者本人与已经逝世一百多年的马克思在英国伦

敦的三个不同地点面对面交流的场景 ,对马克思主

义政治经济学的若干基本原理、概念和范畴进行了

较为深入地重新思考 ,就当前争论较多的一些经济

学理论问题如知识经济价值论、各种生产要素的贡

献及收入源泉、人民资本范畴的本质、按劳分配与资

本剩余索取权的边界等 ,提出了一系列原理性的命

题。作者同时还对西方企业制度在当前的发展阶段

表述了不同的看法 ,提出了确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的终极目标、建立未来的和谐社会所应具备的基本

制度特征等。书中既对把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做法

和观点提出了反驳意见 ,同时也立场坚定地反对全

盘否定和彻底抛弃马克思主义 ,转而“拜倒在西方经

济学的石榴裙下”的荒谬主张。书中提出的核心观

点是 :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 ,是由社会

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 ;生产知识产品的劳动所创造

的价值 ,不能直接以其中耗费的一般人类劳动来衡

量 ,而由应用该知识产品所节约的社会必要劳动量

来决定。

《纲要》一书 ,反映了作者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

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前提下 ,谋求进一步丰富、

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努力和决心。这是一

部充满了理想主义与冒险精神的理论经济学的创新

之作。本书的特点如下 :

11 体裁新颖 ,风格独特。《纲要》一书 ,以别开

生面的形式 ,活泼简洁的语言 ,在似梦似幻、轻松幽

默的氛围中 ,把价值论、分配论等一些枯燥、晦涩、艰

深的纯理论问题加以阐述和深化 ,并努力把理论应

用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之中。别具一格的文

风、严谨有序的逻辑、收放自如的表述 ,给沉闷的理

论经济学界吹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 ,使读者在阅读

此书的过程中 ,不仅全无枯燥乏味之感 ,反而进一步

激发了深入研究这一领域的兴趣 ,有引人入胜之妙。

21 理论研究过程中的执著、坚韧与诚实。《纲

要》一书 ,源于作者多年前的心愿 ,是集作者关于价

值理论、分配理论、社会结构和微观组织理论等方面

十余年不懈耕耘思索的结果。作者一再声明 ,他在

本书中阐述的观点 ,既不想迎合某些污蔑歪曲和彻

底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 ,而把西方经济学奉为神明

的学者的品味 ,也不想单纯为了获得某种喝彩而放

弃自己的研究或改变自己的立场。因此 ,正是由于

作者的诚实 ,才使得他有勇气表达出与现今流行观

点大相径庭的看法 ;也正是由于作者本人在科学研

究方面的执著与坚韧 ,才使得广大读者有机会欣赏

到这部既具有与众不同表达方式又具备独到见解的

理论经济学新作。

31 科学上敢于创新的勇气。马庆泉博士在《纲

要》一书中 ,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和创新的观点 :

(1)提出了“知识产品价值理论”这一范畴 ,并从质和

量两个方面给予规范。马庆泉博士认为 ,传统的劳

动价值论只能说明物质产品的价值决定 ,它不能对

知识产品的价值决定问题给予科学合理的解释。而

知识产品价值论将作为科学的价值理论的组成部

分 ,是劳动价值论的补充和发展。(2)对资本范畴给

予重新界定 ,提出了“人民资本”的概念以与传统的

雇佣资本范畴相对应。马庆泉博士提出 ,这两类资

本范畴的本质区别在于 :是资本驱动知识 - 劳动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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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知识 - 劳动驱动资本。人民资本是由知识 - 劳动

驱动的一种新的资本形态 ;反之 ,由资本驱动知识 -

劳动的资本形态则属于雇佣资本范畴。雇佣资本在

我国社会中是客观存在的 ,但处于从属地位。马庆

泉博士同时还认为 ,当公有制在社会经济中占据主

导地位的前提下 ,个别企业的经济属性不完全取决

于谁是资本的所有者 ,而取决于企业内部人与人之

间关系的性质 ,取决于在这个企业中是资本驱动知

识 - 劳动还是知识 - 劳动驱动资本。(3) 扩大了按

劳分配的应用范围。马克思所设想的按劳分配 ,是

社会主义社会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原则。马庆泉博士

认为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要实行按劳分配。此

时的按劳分配 ,不仅要体现在个人消费品的分配上 ,

更重要的是 ,要体现在企业新增资本的所有权上。

因此 ,在知识经济社会 ,不仅对个人消费品要实现按

劳分配 ,对企业新增的所有者权益、企业积累所形成

的新增资本的所有权等项内容 ,也要实现按劳分配。

(4)提出了“和谐社会”的概念 ,并从制度层面设计了

这一理想社会模式的特征 :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科

学而客观地承认一切生产要素的各自贡献 ;一切社

会阶级利益的矛盾和差别得到有效调节 ;一切社会

财富的源泉得到最充分的涌流。马庆泉博士认为 ,

和谐社会制度模式与马克思提出的“重建个人所有

制”的论断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

41 力求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作者深切地

知道 ,经济理论是对经济发展实践的科学总结 ,错误

的、不合时宜的理论会误导经济实践 ,只有科学客观

的经济理论才能够保证经济实践的正确走向。而社

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不是一成不变的 ,这就要求经济

理论也要随着经济实践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地向前发

展和实现创新。因此 ,作者写作本书的初衷 ,虽然是

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若干基本原理、概念和

范畴进行深入的思考和重新的界定 ,但是 ,作者并没

有就此止步。他坚持认为 ,“自己国家经济体制改革

的前途和正确方向 ,其坚实的理论基础 ,存在于政治

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正确表达之中”,他

殷切地期望书中的某些观点能够在我国的改革措施

和政策上得到体现 ,并不遗余力地对知识经济社会

的微观经济组织结构形式进行了描述 ,设计了和谐

社会的制度模式。

不可否认的是 ,《纲要》一书的出版 ,对马克思主

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将产生一定的影响 ,它对理论经

济学的学科建设所具有的价值也不容忽视。但是 ,

笔者并不完全赞同作者的观点 ,书中的一些提法 ,还

有深入探讨和推敲的必要。如作者论述的“知识产

品”这一概念 ,首先排除掉如达尔文的进化论、黑格

尔的辩证法等许多社会科学著作 ,其次还把一部分

自然科学作品和包括文学、艺术、影视作品等在内的

精神产品也排除在外 ,而只是把它定义为与生产资

料相区别的一种生产要素。在考察知识产品的价值

决定问题时 ,作者还把“一切以活劳动的形式直接加

入生产过程的知识分子的劳动”也排除在他的研究

范围之外。这样 ,知识产品范畴的外延过窄 ,又阻断

了知识产品的价值决定与知识分子的活劳动之间的

内在关系 ,在一定程度上就会影响和削弱知识产品

价值理论的说服力。又比如 ,关于超额利润的看法 ,

马庆泉博士不完全赞同马克思的观点。他认为 ,“资

本和劳动仅仅是这种超额利润的条件 ,而不是它的

来源。就资本的量来说 ,所有的资本投入 ,作为旧价

值的转移 ,都全部加进了产品的总价值之中 ,通过产

品的售卖过程 ,它又回到了它的出发点上。而活劳

动 ,则以其社会必要量为限 ,形成并不包含超额利润

的新增价值。”超额利润不是由资本带来的 ,这一看

法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但是 ,如果否认

活劳动与超额利润之间的本源关系 ,就需要有力地

论证超额利润的源泉究竟是什么 ? 书中在这方面的

说理似嫌薄弱。另外 ,作者对“和谐社会”制度的描

述 ,更多的则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

尽管并不完全赞同马庆泉博士的所有观点 ,但

笔者还是被作者在科学研究方面的勤奋和执著的精

神所折服 ,更为书中提出的一些创新观点和独到看

法所鼓舞。作为理论经济学的一部创新之作 ,存在

的不足和遗憾在所难免。但是 ,能够作为“政治经济

学史上新的划时代的人物和著作出现的引玉之砖”,

能够为我国在新的历史时期哲学和社会科学的繁荣

尽一份绵薄之力 ,作者未辱使命。

(作者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流动站

北京 　100875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 　北京 　102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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