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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转形问题”研究的三个学术基础
Ξ

白暴力　詹纯新

　　摘要 :“价值转形问题”研究有三个必不可少的学术基础 :第一 ,马克思基础 :即马克

思对生产价格理论的原始论述 ,说明马克思生产价格方程组 ;第二 ,数学基础 :“Frobenius

定律”,说明马克思生产价格方程组解的数学特性 ;第三 ,方法论基础 :经济过程的客观性 ,

在“Frobenius定律”基础上 ,说明“平分余量”是一个客观存在 ,而不是主观方法 ,“平分余

量”的存在与马克思的理论没有任何冲突 ,更不可能否定马克思的理论。

关键词 : 价值转化形式 　“Frobenius定律”　平分余量 　客观性

　　“价值转形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经济学课题 ,近
来有不少学者发表了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成果 ,推进
了对“价值转形问题”的研究 ,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但是 ,也有一些文章由于缺乏必要的学术基础而误
入存在严重缺陷的技术路线。为了进一步推进“价
值转形问题”的研究沿着有效的技术路线开展 ,本文
将阐明“价值转形问题”研究的必不可少的三个学术
基础 :马克思基础、数学基础和方法论基础。

一、“价值转形问题”研究的马克思
基础 :马克思生产价格方程组

　　研究“价值转形问题”,首先要弄清马克思的论
述 ,弄清马克思说了什么 ,这是研究“价值转形问题”
的第一学术基础。所以 ,我们首先介绍马克思对生
产价格理论的原始论述。

(一)马克思生产价格构成模型
在《资本论》第三卷中 ,马克思论述了 ,由于剩余

价值在各生产部门资本家之间按资本量平均分配 ,

剩余价值转化为平均利润 ,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
11 剩余价值转化为平均利润
资本本位制的分配原则 :按资分配。在资本主

义经济关系中 ,资本在经济体系中占主导地位 ,是经
济体系中的统治力量 ,或者说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是
“资本本位制”社会 ,域此 ,剩余价值必然要按资本量
来“平等”分配 ,也就是要按资本量来平均分配 ,等量
资本得到等量剩余价值。马克思指出 :“不同的资本
家在这里彼此只是作为一个股份公司的股东发生关
系 ,在这个公司中 ,按每 100 资本均衡地分配一份利
润。”①

分配的标准 :平均利润率。剩余价值按资本平

均分配的标准就是平均利润率。马克思指出 :“平均
利润率是资本家阶级每年生产的剩余价值同社会范
围内预付的资本的比率”②。平均利润率可用公式

r=
∑S

∑( Kc +K v)
(1-1 ) 　　⋯⋯⋯⋯⋯⋯⋯⋯

表示 ,其中 ,Kc 表示不变资本 ,Kv 表示可变资本 ,S

表示剩余价值。
分配的量 :平均利润。剩余价值按资本平均分

配的量就是平均利润 ,各部门的平均利润等于本部
门的资本量乘以平均利润率 ,可用公式

πi =rK i (1-2 ) 　　⋯⋯⋯⋯⋯⋯⋯⋯⋯⋯⋯

表示 ,平均利润就是剩余价值按资本量比例在社会
总资本之间的分配结果。

总计相等 :原理与图解。马克思指出由于平均
利润是“总剩余价值 ⋯⋯均衡分配时归于总资本的
每个相应部分的剩余价值”③ ,因而“加入某种商品
的剩余价值多多少 ,加入另一种商品的剩余价值就
少多少”④ , 因此 ,社会平均利润总和等于社会剩余
价值总和。这个关系可用公式

∑π= ∑S (1-3 ) 　　⋯⋯⋯⋯⋯⋯⋯⋯⋯⋯
表示。

可以用图 1 来说明“社会平均利润总和等于社
会剩余价值总和”这一关系。图 1 中 ,假定有 A、B、
C、D、E5个生产部门 ,分别生产 Ma、Mb、Mc、Md、Me 的
剩余价值 ,总加起来构成社会总剩余价值 ,这是分配
的内容。这个总剩余价值在 A、B、C、D、E5个生产部
门按资本量平均分配 ,分别形成平均利润πa、πb、πc、
πd、πe ,总加起来构成社会总利润 ,这是分配结果的

总和。剩余价值是分配的内容 ,利润是分配的结果 ,

在这个闭环系统中 ,两者总量自然是相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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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关于利润的度量单位 :劳动时间。平均利润是
剩余价值的分配 ,所以 ,利润与剩余价值的度量单位
是相同的。在这里 ,剩余价值是商品价值的一部分 ,

其度量单位也就是价值的度量单位 ,是劳动时间。
因此 ,利润的度量单位是劳动时间。

当然 ,利润也有货币表现形式 ,在经济运行的表
面形式上 ,利润是以货币形式表现的。用πm 表示由
货币表现的利润 ,则用货币表现的利润与用劳动时
间计量的利润之间的关系为 :

πm =
π
Wg

其中 ,Wg 是单位货币的价值量。
但是 ,在将利润作为剩余价值的分配 ,在利润与

剩余价值总量相等中 ,利润与剩余价值的度量单位
是同一的 ,在马克思关于价值转化形式的论述中 ,剩
余价值是由劳动时间计量的 ,所以 ,在这里 ,利润也
是用劳动时间计量的。⑤

21 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 :马克思生产价格构成
模型

马克思生产价格构成模型。在商品经济中 ,社
会财富的分配不是通过人类自觉行为进行的 ,不是
通过某种社会机构进行的 ,而是通过市场交换行为
进行的 ,是通过价格机制实现的。剩余价值按资本
量平均分配也是通过市场交换行为进行的 ,也就是
说 ,平均利润是通过市场交换行为进行的 ;平均利润
的实现机制是生产价格 ,生产价格等于成本价格加
平均利润 ,各部门通过将商品按照生产价格出售而
得到平均利润。由此可见 ,生产价格有两部分构成 ,

第一部分是成本 ,第二部分是平均利润。马克思指
出 ,一个部门总产品的生产价格可用公式

生产价格 =C+rK (1-4 ) 　　⋯⋯⋯⋯⋯⋯
表示。⑥其中 ,C 表示成本 ,r 表示平均利润率 ,K 表示
资本量 ,rK 就是平均利润。

为了有利于进一步准确表达 ,用下标 i 表示第 i

部门的量 ,用 WT
i 表示第 i 部门总产品的生产价格 ,

则有 :

WT
i =C i +πi =C i +rK i 　i=1,2, ⋯,n

(1-5 ) 　　⋯⋯⋯⋯⋯⋯⋯⋯⋯⋯⋯⋯⋯⋯
假定没有固定资本 ,即有 :Ki =C i

则有 :

WT
i =C i +rC i = (1+r ) Ci (1-6 ) 　　⋯⋯⋯⋯

(1-4 ) 、(1-5 ) 和 (1-6 ) 就是生产价格构成的不同
表达式 ,表示了生产价格的构成部分和构成因素。
这就是马克思生产价格构成模型。

总计相等 :原理 ,图解。由于生产价格是平均利
润的实现机制 ,是剩余价值的分配机制 ,因此 ,也是
社会总价值的分配机制 ,社会总价值通过生产价格
的形式在不同部门之间分配。社会总价值是分配的
内容 ,生产价格是分配的结果 ,因此 ,与社会平均利
润总和等于社会剩余价值总和一样 ,社会生产价格
总和等于价值总和。这个关系可以用公式

∑WT
i = ∑W (1-7 ) 　　⋯⋯⋯⋯⋯⋯⋯⋯⋯

表示。
可以用图 2 来说明“社会生产价格总和等于社

会价值总和”这一关系。图中 ,假定有 A、B、C、D、E5

个生产部门 ,分别生产 Wa、Wb、Wc、Wd、We 的价值
量 ,总加起来构成社会总价值量 ,这是分配的内容。
这个总价值量在 A、B、C、D、E5 个生产部门按“成
本 + 平均利润”原则分配 ,分别形成生产价格 WT

a 、

WT
b 、W

T
c 、W

T
d 、W

T
e ,总加起来构成社会总生产价格 ,这

是分配结果的总和。价值是分配的内容 ,生产价格
是分配的结果 ,在这个闭环系统中 ,两者总量自然是
相等的。

图 2

关于生产价格的度量单位 :劳动时间。生产价
格是价值的分配 ,所以 ,生产价格与价值的度量单位
是相同的 ,是劳动时间。

当然 ,生产价格也有货币表现形式 ,在经济运行
的表面形式上 ,生产价格是以货币形式表现的。用
WmT

i 表示由货币表现的生产价格 ,则用货币表现的

生产价格与用劳动时间计量的生产价格之间的关系

为 :WmT
i =

WT
i

Wg
,其中 ,Wg 是单位货币的价值量。

但是 ,在将生产价格作为价值的分配中 ,在生产
价格与价值总量相等中 ,生产价格与价值的度量单
位是同一的 ,在马克思关于价值转化形式的论述中 ,

价值是由劳动时间计量的 ,所以 ,在这里 ,生产价格
也是用劳动时间计量的。⑦

31 一个必须记住的理论基点
马克思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理论实质上是讨

论 :价值和剩余价值 ,以生产价格的形式 ,按平均利
润标准 ,在不同部门资本之间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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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马克思对数例计算中“误差⑧”的说明 :马
克思生产价格方程组

为了简单明了地说明 (不是论证) 上述理论 ,马
克思使用了一个简单的数例 ,⑨在使用上述数例说
明了生产价格的计算之后 ,马克思立即做了以下重
要阐述 :

“我们原先假定 ,一个商品的成本价格 ,等于该
商品生产时所消费的各种商品的价值。但一个商品
的生产价格 ,对它的买者来说 ,就是成本价格 ,并且
可以作为成本价格加入另一个商品的价格形成。因
为生产价格可以偏离商品的价值 ,所以 ,一个商品的
包含另一个商品的这个生产价格在内的成本价格 ,

可以高于或低于它的总价值中由加到它里面的生产
资料的价值构成的部分。必须记住成本价格这个修
改了的意义 ,因此 ,必须记住 ,如果在一个特殊生产
部门把商品的成本价格看作和生产该商品时所消费
的生产资料的价值相等 ,那就总可能有误差。对我
们现在的研究来说 ,这一点没有进一步考察的必
要。”⑩(下面一段是与前面紧接着的 ,不过为了准
确 ,引用恩格斯亲自校译过的英文版) “无论这个
‘误差’怎样 ,一个商品的成本价格总是小于它的价
值这一点仍然是真实的。�λϖ这是因为 :无论一个商品
的成本价格对用于生产这个商品的生产资料的价值
的偏离量是多少 ,这个偏差对资本家来说是无关紧
要的 ;对于资本家来说 ,一种特定商品的成本价格是
既定的、独立于资本家本人的确定条件 ,而生产的结
果则是一个包含剩余价值的商品 ,因此 ,是一个大于
它的成本价格的价值量。虽然 ,在其他方面 ,命题
‘成本价格小于商品的价值’,在目前的研究层次上 ,

实际上已经变成为命题‘成本价格小于生产价格’;

但是 ,对于社会总资本 ,由于生产价格等于价值 ,命
题‘成本价格小于生产价格’等同于命题‘成本价格
小于价值’。因而 ,虽然 ,对于个别生产领域 ,命题有
所修正 ,但是 ,对于社会总资本 ,‘社会总资本生产的
商品的成本价格小于它们的价值’这一基本事实始
终是存在的 ,或者说 ,对于社会商品总量 ,成本价格
小于它们的生产价格 ,而它们的生产价格等于它们
的价值。商品的成本价格仅仅涉及包含在这个商品
中的有偿劳动 ,而它的价值则涉及全部有偿劳动和
无偿劳动。商品的生产价格涉及有偿劳动与一个确
定的无偿劳动量之和 ,这个确定的无偿劳动量是任
何特定的生产领域无法控制的。”�λω

在这段重要阐述中 ,马克思指出了三个问题 :

第一 ,在精确计算中 ,成本价格应该以生产过程
耗费的商品的生产价格计量 ;用生产价格计量成本
价格的计算结果是精确值。在这里 ,马克思生产价
格构成模型 (1-6 )式

WT
i =C i +rC i = (1+r ) Ci 　i=1,2, ⋯,n

(1-6 ) 　　⋯⋯⋯⋯⋯⋯⋯⋯⋯⋯⋯⋯⋯⋯
中的 Ci 以生产过程耗费的商品的生产价格计量 ,

即 :

Ci =w T
1 Xi1 +w T

2 Xi2 + ⋯+w T
nXin

= ∑
n

j=1
wT

j Xij (1-8 ) 　　⋯⋯⋯⋯⋯⋯⋯⋯⋯

其中 ,Xij是第 i 生产过程中耗费的第 j 种商品的数

量 ,wT
j 是第 j 种商品的生产价格。这里 ,需要注意的

是 :由于成本 C 中包含了可变资本 ,所以 ,在投入 X

中也包含了实物工资。
将 (1-8 )式代入 (1-6 )式 ,得 :

WT
i = (1+r ) ∑

n

j=1
WT

j Xij 　i=1,2, ⋯,n

(1-9 ) 　　⋯⋯⋯⋯⋯⋯⋯⋯⋯⋯⋯⋯⋯⋯
(1-9 )式就是马克思生产价格方程组。

第二 ,在《资本论》使用的数例中 ,成本价格是以
构成成本的各商品的价值计量的 ,各项计算结果总
会有一定的误差 ,计算结果是近似值。在这里 ,马克
思生产价格构成模型 (1-6 )式

WT
i =C i +rC i = (1+r ) Ci (1-6 ) 　　⋯⋯⋯⋯

中的 Ci 以生产过程耗费商品的价值计量。为了与
精确值计算中的成本相区别 ,在近似值计算中 ,用下
标w 表示以生产过程耗费商品的价值计量成本时
相关的各种量。由此 ,在近似值计算中公式 (1-6 )

表现为 :

WT
wi =C wi +rC wi = (1+r ) Cwi 　i=1,2, ⋯,n

(1-6A ) 　　⋯⋯⋯⋯⋯⋯⋯⋯⋯⋯⋯⋯⋯
其中 :

Cwi =w iXi1 +w 2Xi2 + ⋯+w nXin

= ∑
n

j=1
wjXij (1-10 ) 　　⋯⋯⋯⋯⋯⋯⋯⋯⋯

wj 是第 j 种商品的价值。

第三 ,但是 ,这些误差的存在 ,不会影响“成本
价格小于价值”或“成本价格小于生产价格”这两个
基本命题 ,也就是不会影响到剩余价值的存在和产
生的基本规律。所以 ,在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和基本规律为目的的《资本论》中 ,对这个“误差”和
生产价格的“精确值”没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成本价格小于价值”或“成本价格小于生产价
格”这两个基本命题可用公式表现为 :

Ci <W i (1-11 ) 　　⋯⋯⋯⋯⋯⋯⋯⋯⋯⋯

Ci <W T
i (1-12 ) 　　⋯⋯⋯⋯⋯⋯⋯⋯⋯⋯

∑C< ∑W (1-13 ) 　　⋯⋯⋯⋯⋯⋯⋯⋯⋯
∑C< ∑WT (1-14 ) 　　⋯⋯⋯⋯⋯⋯⋯⋯⋯
实际上 ,在“价值转形问题”中 ,对于马克思理论

来说 ,关键命题不是“两个总计相等”,而是“两个小
于”。因为 ,“两个总计相等”是价值转形的自然前
提 ,而“两个小于”则是剩余价值存在的数量表现。�λξ

二、“价值转形问题”研究的数学
基础 :“Frobenius定律”与马克
思生产价格方程组的数学特性

　　对“价值转形问题”的研究 ,需要有一个数学上
的基础 :“Frobenius定律”,这个定律将说明马克思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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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价格方程组的特性 ,揭示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过
程中的客观经济现象。

(一)马克思生产价格方程组的矩阵表达

用 qi 表示第 i 种商品的数量 ,则 wT
i =

WT
i

qi
表示单

位商品的生产价格 ,αij =X ij/q i 表示生产单位第 i 种
商品所耗费的第 i 种商品的数量 ,则马克思生产价
格方程组

WT
i = (1+r ) ∑

n

j=1
wT

j Xij 　i=1,2, ⋯,n

可写为 :

wT
i = (1+r ) ∑

n

j=1
wT

jαij 　i=1,2, ⋯,n

用矩阵表达则为 :

[ (1+r ) A-I]w T =0 (2-1 ) 　　⋯⋯⋯⋯⋯⋯
其中 ,A= (αij) n ×n是生产耗费系数矩阵 ,I 是单

位矩阵。(2-1 )式就是马克思生产价格方程组的矩
阵表达。

(二)矩阵的特征值和特征向量与生产价格方程
组的解

11 矩阵的特征值和特征向量
数量λ称为 n ×n 阶矩阵 A 的一个特征值 ,如果

存在一个 n 阶向量 x ≠0 使 Ax=λx, 则向量 x 称为 A

的特征向量。
21 方程组的解
调整 Ax=λx 为 :

Ax- λx=0

[A- λI]x=0

[
1
λA-I]x=0

满足这个方程组的λ和 x 就是 A 的特征值和特征向
量 ,或者说 ,A 的特征值λ和特征向量 x 就是这个方
程组的解。

31 马克思生产价格方程组的解与 A 的特征值
和特征向量

令 (1+r ) =
1
λ ,即 :λ=

1
1+r

或 r=
1
λ -1=

1- λ
λ ,则有 :[ (1+r ) A-I]x=0

令 x=w T ,则有 :[ (1+r ) A-I]w T =0, 这正是马
克思生产价格方程组。根据前面的说明 ,可以看出 ,

马克思生产价格方程组的解中的利润率 r 是由矩阵
A 的特征值λ决定的 ,生产价格向量 wT 则是特征值
λ对应的特征向量。

(三)Frobenius 定律 �λψ

11 如果 A= (αij) n ×n ≥0,A 有至少一个非负特
征值 ,最大的非负特征值称为 A 的 Frobenius根 ,记
为λ(A) 。A 有一对应于λ(A)的非负特征向量。

21 如果 A= (αij) n ×n ≥0 是不可分解的 ,则 : (1)

Frobenius根λ(A) >0 是特征方程的一个单根 ,并且
存在一与之相对应的特征向量 x>0; (2) 如果 Ax=
μx 对于某一μ≥0 和 x>0 成立 ,则μ=λ(A) 。

(四)马克思生产价格方程组解的特性
由于 : ( 1) 马克思生产价格方程组中的 A=

(αij) n ×n ≥0 是非负的 ; (2)假定所有的产品都直接或
间接加入其他产品生产 ,也就是都是基本品 ,即 A=
(αij) n ×n ≥0 是不可分解的 (存在非基本品时 ,情况会
复杂一些 ,但所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 。

因此 ,根据 Frobenius定律 ,马克思生产价格方程
组有唯一一组正实数解 :利润率 r (λ)和相对生产价格
wT ,这组解是由生产价格方程组 [ (1+r ) A-I]w T =0

自身决定的 ,或者说是由矩阵 A 决定的。由此得到
以下结论 :

马克思生产价格方程组解具有两个特性 :第一 ,

有唯一一组利润率和相对生产价格的正实数解 ;第
二 ,这个解是由矩阵 A 所决定的。

三、“价值转形问题”研究的方法论基
础 :经济过程的客观性与“平分余量”

　　研究“价值转形问题”不是要用主观方法去论证
什么 ,而是要揭示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过程中的客
观经济现实及其规律。这是“价值转化形式”研究
的一个方法论基础。

由于上述马克思生产方程组解的两个数学特
性 ,在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过程中 ,存在一个“平
分余量”。必须注意 ,“平分余量”是一个客观存在 ,

是在“Frobenius定律”基础上揭示出来的客观现实 ,

而不是解决“价值转形问题”的主观方法。
(一)约束条件下的“分不尽”现象和“平分余量”

的客观存在
由于在马克思生产价格方程组中 ,利润率 r 是

由矩阵 A 决定的 ,而矩阵 A 决定的利润率 r 并不直

接等于 ∑S
∑( Kc +K v)

,所以 ,在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

中 ,价值和剩余价值分不尽 ,存在一个“平分余
量”�λζ。下面用一个简单的数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11 假定
表 1 和表 2 是一个假定的数例。
表 1

生产部门 q K=C w k S(s′=200 %) W

Ⅰ 50 100 75∶25 50 150
Ⅱ 100 50 50∶50 50 100

总计Σ ΣCw =150 ΣS=100 ΣW=250

表 2

生产部门
投入

Ⅰ Ⅱ
→ 产出

Ⅰ 30 10 → 50
Ⅱ 10 20 → 100

21 马克思生产价格方程组
根据马克思生产价格构成模型 (1-6 ) 式和表

1, 有 :

50wT
1 =C 1 +rC 1 = (1+r ) 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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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wT
2 =C 2 +rC 2 = (1+r ) C2 (3-1 ) 　　⋯⋯⋯

根据表 2, 有 :

C1 =30w T
1 +10w T

2

C2 =10w T
1 +20w T

2 (3-2 ) 　　⋯⋯⋯⋯⋯⋯⋯

将 (3-2 ) 式带入 (3-1 ) 式 ,可得出本数例中的
马克思生产价格方程组 :

50wT
1 = (1+r )( 30wT

1 +10w T
2)

100wT
2 = (1+r )( 10wT

1 +20w T
2) (3-3 ) 　　⋯⋯

31 马克思生产价格方程组的解
(1)相对价格体系计算 :Frobenius定律与解的唯

一性
由马克思生产价格方程组的基本公式 (3-3 ) 式

可解得 :

r=3- 6 • 55105%

wT
1 =4 145wT

2 (3-4 ) 　　⋯⋯⋯⋯⋯⋯⋯⋯⋯

根据 Frobenius定律 ,这是生产价格方程组基本
公式 (3-3 )式的唯一一组正实数解。这组解包含着
一个唯一的利润率和一组生产价格的相对值 ,也就
是两个生产价格的相对比例关系。这个唯一的利润

率 r=3- 6 • 55105%, 并不直接等于
∑S

∑( Kc +K v)
=

100
150

=
2
3
≈67%

(2)绝对价格体系计算 :“平分余量”的客观存在
由解 (3-4 )式这个生产价格的相对值还不能直

接得到生产价格的绝对值。下面 ,进一步求生产价
格的绝对值。

在这个计算中 ,一个从表面无法看到的客观现
象 :“约束条件下的‘分不尽现象’和‘平分余量’的存
在”,将浮出水面。

在相对解 (3-4 )

wT
1 =4 145wT

2 (3-4 ) 　　⋯⋯⋯⋯⋯⋯⋯⋯⋯

中有两个变量 ,这个解只能表明两种商品生产价格
比例 ,要确定这两种商品的生产价格的绝对值 ,还需
要再有一个方程。

前面的方程中有两个方程可供我们选择 ,一个
是生产价格总量等于价值总量 :

∑WT = ∑W (1-7 ) 　　⋯⋯⋯⋯⋯⋯⋯⋯⋯
另一个是平均利润总量等于剩余价值总量 :

∑π= ∑S (1-3 ) 　　⋯⋯⋯⋯⋯⋯⋯⋯⋯⋯
由这两个方程 ,可得下式 :

∑C= ∑Cw (3-5 ) 　　⋯⋯⋯⋯⋯⋯⋯⋯⋯
即以生产价格计量的成本总和等于以价值计量的成
本总和。(3-5 )式也可作为一种选择来确定生产价
格的绝对值。因此 ,有三个方程可供用来确定两种
商品生产价格的绝对值。

然而 ,在绝对价格计算的三种选择中�λ{ ,可以看
到 ,如果选择生产价格总量等于价值总量 ,即 :

∑WT = ∑W (1-7 ) 　　⋯⋯⋯⋯⋯⋯⋯⋯⋯
则剩余价值不能以平均利润的形式分配完毕 ,会有
一个余量 :

∑S- ∑π=100-92 195=7 105

如果选择了平均利润总量等于价值总量 ,即 :

∑π= ∑S (1-3 ) 　　⋯⋯⋯⋯⋯⋯⋯⋯⋯⋯
则价值总量不能以生产价格的形式分配完毕 ,会有
一个余量 :

∑W- ∑WT =250-281 13=-31 13

如果选择了以生产价格计量的成本等于以价值
计量的成本 ,即 :

∑C= ∑Cw (3-5 ) 　　⋯⋯⋯⋯⋯⋯⋯⋯⋯
则不仅剩余价值不能以平均利润的形式分配完毕 ,

而且价值总量也不能以生产价格的形式分配完毕 ,

会有余量 :

∑W- ∑WT =250-232 15=17 15

和 ∑S- ∑π=100-82 15=17 15

这些计算结果表明了一个客观存在 :社会总价
值和总剩余价值 ,以生产价格形式 ,按平均利润率标
准分配 ,不能被分尽 ,会有一个余量 (这个余量可以
是正值 ,也可以是负值或零) 。

这就是“分不尽现象”,我们将这个余量称为“平
分余量”,平分余量可以是正值 ,也可以是负值或零。
分不尽现象和平分余量的存在是一个客观存在。�λ|

分不尽现象和平分余量的存在可以用图 3 和图
4 来形象的表达。

图 3

　　图 3 表示 :A、B、C、D、E5 个生产部门 ,分别生产
Ma、Mb、Mc、Md、Me 的剩余价值 ,总加起来构成社会

总剩余价值 ,这是分配的内容 ;这个总剩余价值 ,以
生产价格的形式 ,在 A、B、C、D、E5 个生产部门按资
本量平均分配 ,分别形成平均利润πA

a 、π
A
b 、π

A
c 、π

A
d 、

πA
e ,不能分尽 ,存在一个平均利润平分余量 dπ。

图 4

　　图 4 表示 :A、B、C、D、E5 个生产部门 ,分别生产
Wa、Wb、Wc、Wd、We 的价值量 ,总加起来构成社会总

价值量 ,这是分配的内容 ;这个总价值量在 A、B、C、
D、E5个生产部门按“成本 + 平均利润”原则分配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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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形成生产价格 WTA
a 、WTA

b 、WTA
c 、WTA

d 、WTA
e ,不能分

尽 ,存在生产价格平分余量 dw。
(二)分不尽现象和平分余量存在的客观原因 :

有约束条件下的分配
分不尽现象和存在平分余量的客观原因是分配

中存在着特定的约束条件。
一定的总量 ,按特定的约束条件 ,往往是分不尽

的。这种分不尽现象 ,是人们凭感性感觉不到的 ,但
是 ,它又是确实存在的。这种现象只有通过数学理
论才可以认识和发现。这就像物理学中的“场”一
样 ,人们难以凭感性感觉到 ,但是 ,它确实存在。

在剩余价值转化为平均利润和价值转化为生产
价格中 ,剩余价值分配形成平均利润 ,价值分配形成
生产价格。这个分配的约束条件是 :第一 ,按平均利
润率分配 ;第二 ,必须满足生产价格方程组。在这两
个约束条件下 ,剩余价值分配为平均利润 ,价值分配
为生产价格 ,虽然它们都是连续的量 ,但是 ,一般是
分不尽的 ,会有一个平分余量。

为了通俗地说明“分不尽现象和平分余量存在”
这个问题 ,我们举一个极简单的例子。例如 ,如果 ,

有约束条件 :第一 ,平均分配 ;第二 ,分配结束后还必
须是“人”。那么 ,在这两个约束条件下 ,101 个人分
为 10 个组 ,就分不尽 ;10 个人一组 ,余下一个人 ,这
一人就是“平分余量”;平均分配率只能是 10 人/ 每
组 ,而不直接就是 101/10=10.1 人/ 每组。

(三)平分余量的市场配置 :市场 (生产) 价格与
市场实际利润

11 市场 (生产)价格与市场实际利润
马克思指出 :“在资本主义生产中 ,一般规律作

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趋势 ,始终只是以一种极错综
复杂和近似的方式 ,作为从不断波动中得出的 ,但永
远不能确定的平均情况来发生作用。”�λ}在资本主义
市场经济中 ,市场价格并非直接等于生产价格 ,而是
围绕着生产价格波动 ,生产价格正是通过这种波动
来实现的。将这种围绕着生产价格波动的是市场价
格称为市场 (生产)价格。市场 (生产)价格有时会高
于生产价格 ,有时会低于生产价格。图 5 表示了这
种情况。在图 5 中 ,在 t1 时 ,市场 (生产)价格高于生
产价格 ;在 t2 时 ,市场 (生产)价格低于生产价格。

图 5

由于市场价格并非直接等于生产价格 ,而是围
绕着生产价格波动 ,因此 ,市场实际利润也就并非直

接等于平均利润 ,而是围绕着平均利润波动 ,市场实
际利润有时会高于平均利润 ,有时会低于平均利润。
图 6 表示了这种情况。在图中 ,在 t1 时 ,市场实际利
润高于平均利润 ;在 t2 时 ,市场实际利润低于平均
利润。

图 6

21 平分余量的市场配置
在实际市场运行中 ,市场 (生产) 价格并不直接

等于生产价格 ,而是围绕着生产价格波动 ,市场实际
利润并不直接等于平均利润 ,而是围绕着平均利润
波动。所以 ,在同一时刻 ,不同部门的市场 (生产)价
格也不绝对等于生产价格 ,有的部门市场 (生产) 价
格大于生产价格 ,有的部门市场 (生产) 价格小于生
产价格。同样 ,不同部门的市场实际利润并不绝对
等于平均利润 ,有的部门的市场实际利润大于平均
利润 ,有的部门的市场实际利润小于平均利润。图
7 和图 8 表示了这种状况。

图 7

图 7 和图 8 中 ,在时刻 t1 ,A 商品的市场 (生产)

价格高于生产价格 ,市场实际利润大于平均利润 ;B

商品的市场 (生产) 价格低于生产价格 ,市场实际利
润小于平均利润。在时刻 t2 ,A 商品的市场 (生产)

价格低于生产价格 ,市场实际利润小于平均利润 ;B

商品的市场 (生产) 价格高于生产价格 ,市场实际利
润大于平均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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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而 ,在实际市场运行中 ,在市场 (生产)价格的
波动中 ,平均利润平分余量 dπ和生产价格平分余量
dw 会被分配到某些部门 ,构成这些部门市场实际利

润和市场 (生产)价格的一部分。

图 8

(四)两个总计相等
既然平均利润平分余量 dπ和生产价格平分余

量 dw 会被分配到某些部门 ,构成这些部门市场实际
利润和市场 (生产)价格的一部分 ,那么 ,也就构成市
场实际利润总量与市场 (生产) 价格总量的一部分 ,

所以 ,市场实际利润总量等于剩余价值总量 ,市场
(生产)价格总量等于价值总量。

这两个总量相等的关系可以用图 9 和图 10 来
表达。

图 9

图 10

就 10 人分 3 组的例子来说 ,在实际分配中 ,余
下的 1 人 ,会被分配到某一组 ,这组的实际人数大于

每组平均人数 ,3 组实际的人数总和 (10 人) 等于被
分配的人数总和 (10 人) 。

四、结束语 :“平分余量”的存在
与马克思理论没有任何冲突

　　本文阐明了“价值转形问题”研究的马克思基础、
数学基础和方法论基础 ,这三个学术基础是研究“价
值转形问题”的基础平台 ,在这些平台上 ,我们可以进
一步深入研究“价值转形问题”,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在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过程中 ,“平分余量”
是一个客观存在 ,是一个在“Frobenius定律”基础上
揭示出来的客观现实 ,而不是解决“价值转形问题”
的主观方法。这个“平分余量”的存在 ,既与马克思
的理论没有任何冲突 ,也是不可能用任何“主观方
法”去消灭的。将“平分余量”的存在看作与马克思
的理论冲突 ,就如同将风车看作魔鬼一样。

马克思建立了生产价格构成模型 ,进行了近似
值的计算 ,提示了近似值的“误差”的存在和精确值
的计算要点 ;将对“误差”和精确值的研究留给了我
们。目前 ,我们在对“误差”和精确值研究中发现了
“平分余量”的客观存在 ,将对“平分余量”量的确定
的研究留给了后面的工作。“平分余量”量的确定是
“价值转形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也是推进
“价值转形问题”研究的一个方向。

注释 :
①③④⑥⑨⑩�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 25卷 ,

177～178、177、181、180、174～176、184～185、181 页 ,北京 ,人
民出版社 ,1975。

②《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中文版 ,267 页 ,北
京 ,人民出版社 ,1976。

⑤⑦关于用货币计量的利润与剩余价值的关系 ,可见白
暴力 :《论价格直接基础或价值转化形式》,89～91 页 ,西安 ,

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1986。
⑧“误差”是指近似值对精确值的差额。
�λϖ着重号是本作者为强调相关文字而加的。
�λωKarlMarx,1959.Capital,Volume Ⅲ.ForeignLanguages

PublishingHouse,Moscow,pp.162-163.

�λξ关于“两个小于”,本文不进行讨论 ,我们将在其他论
著中讨论。

�λψ参见 KnutSydsaeter等著 :《经济学家数学手册》,中文
版 ,158～159 页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λζ当矩阵 A 决定的利润率 r 直接等于 ∑S
∑( Kc +K v)

时 ,

“平分余量”等于零。关于这种特殊情况的数学条件和经济
条件 ,见白暴力 :《论价格直接基础或价值转化形式》,94～98

页 ,西安 ,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1986。
�λ{计算过程从略。
�λ|平分余量是一个客观存在 ,而不是“解转形问题的方

法”。有人将“平分余量”理解为一种解“转形问题”的主观方
法 ,这是在方法论上理解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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