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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依据卫兴华教授的《劳动价位论雷要创街与发展 》一丈的结构柜 架
,

提 出用 “ 经纬度廷伸
”
这一核心 忍路来

解决 劳动价位论的矛后问通
。

本丈认为
,

传统的关于“

商品 生产 ”的 劳动价值论是狭 巨的
,

应该 经度 由生产廷伸到流

通
,

纬度由商品延伸到服务
,

从而 形成完整 义上 的 劳动价值论 在构建了新框 架体 系基抽 上
,

还探讨 了其它相关

问趁
,

伍明根据
“
经纬度延伸 ”这一 思路能够对劳动价位论 中现有的 矛质进行合理的解释

关一询 劳动价位论 , 经纬度延伸 , 流通价位 服务 商品

中圈分类号 文做标志码

研究劳动价值论的共同前提

对于劳动价值论的各种研究
,

首先必须有一定

的共同基础
,

正如任何科学中的共同假设一样
,

在大

家都承认的基础之上进行探讨和研究
,

才有意义
。

否则大家没有一个共同的前提
,

各人提各人的条件

得出各人的结论
,

也就不具备学术探讨的共同基础

和平台了
。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劳动价值论研究的 目

的和意义所在
。

按照马克思 的原意
,

劳动价值论不

是研究劳动去创造价值的问题 劳动 价值
,

而是

研究价值的来源
,

从而确定价值实现后 的归属的问

题
,

实际上就是论证价值的唯一来源是劳动的问题

价值 劳动
。

换句话说
,

我们研究的 目的不是替

所有的劳动去找它们子女的问题
,

而是替市场上 出

现的价值寻找其父母的问题
。

所有的人都有父母
,

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子女 这是我们必须达成的

第一个共识
。

其次对于劳动价值论的所有研究
,

还应该从概

念上达成共识
,

即对
“

劳动 ”和“ 价值
”这两个范畴的

正确理解
。

它们是贯穿整个研究的概念框架
,

对其

必须有深刻的把握 卫兴华教授在文章中对
“

劳动
”

的范畴已经作了科学的论述
,

这里笔者就不重复了
。

我们来看看
“

价值
” ,

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

的人类劳动
,

在其本质上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 商品

生产者之间 的经济关系
,

我们研究这种关系
,

为的

就是理清这种关系从而解决价值实现后 的归属 问

题 这和我们平常所说的价值不是一 回事 比如我

们说一个古蓝
“

价值连城
” ,

我们的意思并不是里 面

凝结了多少无差别的人类劳动
,

而是其使用价值

这是必须进行区分的问题
,

不能把 日常语境中价值

的涵义与政治经济学中的价值范畴相混淆 但所有

人包括劳动价值论的研究者都生活在 日常生活 中
,

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影响
,

这就要求我们在思考时尽

量保持客观

使用价值与价值是本质不同的范畴
,

这是政治

经济学的常识问题
。

这种质上 的不同
,

大家很容易

接受
。

但两者在量上的区别却常常被大家忽视
。

在

大家的潜惫识里
,

都有这样一条规则 价值 和使用

价值是共增的
。

也就是说
,

一件物品价值 增加的

同时
,

使用价值必须随之增加
。

使用价值和价值质

上根本就不 是一 回事
,

又何来量上 的同比例关系

因此
,

我们必须明确
,

使用价值和价值在 上不是共

增的
,

这是我们必须达成的第二个共识
。

劳动价值论的经纬度延伸

传统观点只承认商品生产才创造价值
,

这里我

们分别从经度上将生产延伸到流通
,

从纬度上将商

品延伸到服务来进行考察

经度延伸 生产价位 生产价位 流通价位

商品一般要经过两个阶段 —生产领域和流通

领域
,

才能到达最终消费者手中
。

传统观点认为
,

只

有生产领域的劳动才创造价值
,

流通领域的劳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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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劳动价值论的经纬度延伸

创造价值
,

商业资本家获取的剩余价值是 由产业工

人创造的
,

是产业资本家让渡出来的
。

这样一来
,

便

造成许多内在矛盾
,

使劳动价值理论无法解释现实

中存在的现象〔” 。

笔者认为
,

解决的唯一办法就是

承认商业工人同样创造 了价值
,

商品在流通 中同样

发生 了价值增加 而不是所谓的
“

让渡
。

那么这种

理论假设是否正确
,

唯一的检验标准就是看它是否

能解释现实问题
。

下面我们进行解释
。

我们的观点是 商品的价值由生产价值和流通

价值共同构成
。

这里引人 “
流通价值

”的概念
,

代表

商品在流通过程中发生的价值增加部分 永不消失

的出厂价与零誉价之间的差额
。

这里流通过程指

商品从生产者手中出售后到最终消费者的过程
,

包

括运输
、

仓储
、

销售等环节
。

流通价值中的一部分来

源于流通工人的劳动
,

即商品中凝结着流通工人的

无差别的人类劳动
。

另外一部分来源于流通领域中

投人的机器设备等资本
。

就是说
,

流通领域的资本

价值和生产领域的资本价值一样
,

也转移到商品中

去了
,

也就是一件商品在流通领域中所发生 的价值

增加部分一流通工人创造的价值 流通资本转移价

值
。

有人肯定反对
,

商品在流通领域中
“

根本没发生

变化 ” ,

价值怎么会增加呢 这里我们就要用我们前

面提到的第二个共识来解释
。

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

值不是一 回事
,

它们在量上不是共增的
。

商品价值

的增加无须 以使用价值的增加为前提
。

因此
,

商

品在流通领域中使用价值没有变化
,

并不能说明价

值也没有变化
。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 流通领域中商

品本身虽然没有发生变化
,

但其位里发生 了变化
。

位置的改变往往具有决定意义
。

我们都知道
,

碳和

金刚石都是由 原子组成
,

仅仅因为 原子的空 间

排列位里不同
,

性质就截然不同 因此我们断言
,

商

品位 的改变与商品本身的改变具有同样的意义
。

以物流企业为例
,

其运输工具 —货车 不能视

为消费资料
,

因为它没有给人带来需要的满足 从使

用到报废
,

其所有价值都转移到被运输的商品中去

了
。

这和生产领域中的固定资本没什么两样
,

尽管

商品中不含有它们的一个原子
,

但都吸收 了它们的

价值
。

有人也许会说
,

它们一个促进了产品的生成
,

另一个却没有
。

前面 已经论述 了
,

改变了产品的位

置呀
,

位置的改变意义重大
。

正如把食物从碗里运

送到胃里一样
,

两个位 有着本质的不 同
。

如果还

要反驳
,

那么生产过程中
,

从一个车间运送半成品到

另一个车间的小推车或机械手与流通领域中的货车

又有什么区别呢 不也纳人 了固定成本
,

转移到商

品中去了吗

纬度延伸 商品 商品 服务

服务与商品的最大区别在于服务是无形的
,

不

能存储的 关于服务
、

商品和劳动三个范畴的详细讨

论请参考本文第 四部分
。

卫兴华教授在文章中举

例说
,

专家学者的高水平报告只有整理成有形的书

籍作为商品时才具有价值
,

报告本身和广播节 目一

样是不具有价值的〔‘, 。

难道只有看得见摸得着的东

西才算商品吗 听得见的东西 报告广播 就不是商

品吗 那么有一个问题
,

电子版图书
、

数据库却是看

得见但摸不着的
,

那它是商品吗 很难 回答
。

实际

上
,

以上这种狭义商品的概念就是
“

看得见摸得着有

形的东西 ” 。

商品的定义应该从其本质来寻求
,

而不

是仅仅依据其现象或形式
。

商品的本质定义应该是

用来交换的使用价值
。

正如书籍
,

人们买它要 的并

不是它有形的东西
,

恰恰相反
,

要的是它所包含的无

形的东西
。

这里我们认为
,

狭义概念 的商品与服务

在本质上是同一的
,

所以笔者引人广义的商品概念
,

广义商品一狭义商品 服务
,

这样一来
,

广义商品就

囊括 了市场上 出现的所有 的价值
,

为 以后分析提供

了方便
。

卫兴华教授在文中讨论了广播劳动是否创造价

值的间题
。

笔者认为这一思路似乎离开 了我们的第

一个共识 我们不是去研究每一种劳动是否创造了

价值的问题
,

我们首先应该看是否存在价值
,

如果存

在
,

那我们就去寻找其来源
。

一切市场化的广播事

业都创造 了价值 非市场化的如行政性质的等不参

加市场交换
,

不创造价值
,

这是不可否认的
。

那这

种价值来源于什么呢 只能来源于广播工人的劳动

还包括广播资本转移的价值
。

至于广播劳动创造

的价值
,

也是可 以衡量 的
。

价值可 以近似地从收听

率所导致 的广播事业 收益 中 如广告 费等 反 映 出

来
。

我们不能保证每次节 目都能获得与其价值相当

纬度延伸

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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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广告费
,

但从长远来看
,

从整个广播业来看 价值

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
,

收听率和广告费绝

对是正相关的
,

而收听率的高低与节 目价值的大小

也是正相关的
。

这样广告费多少就可以近似反映节

目价值的大小
。

让人迷惑的原因在于这里存在的交

换关系不是直接的
,

而是间接的
。

如图 所示
,

广播

台向听众提供服务
,

听众通过厂商向广播台支付
,

完

成交换过程
。

广广广广广广广 听听

厂厂厂 众众

台台台台 商商商商

图 广播台与听众间接交换关系图

下面我们开始用经过
“ 经纬度延伸

”了的劳动

价值理论来解释现实中出现的矛盾问题
。

生产工具
、

机器设备
、

自然界在价值

创造中的作用问题

关于 自然界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问题
,

我们分

成两类 一是原材料的价值问题
,

二是生产过程与 自

然界相关的特殊商品的价值问题

马克思认为
,

商品中的价值
,

一部分来源于原材

料
,

原材料将 自身价值转移到商品中去 了
。

因此
,

原

材料是有价值的
。

那么这种价值从哪里来 原材料

的价值当然不可能来源于 自然界
,

只能来源 于人类

劳动的凝结
,

这是由价值的定义决定的 自然界没有

接受人的劳动凝结
,

不含有价值
,

因而也不会转移价

值
。

这里常常引起争论的原因在于没能区分
“

原材

料
”和

“

原始资源 ”这两个概念
。

原始资源 只有通过

人类劳动从 自然界进人人类社会可以作为生产投人

才能叫做原材料
。

这可 以看作一个流通过程
,

在此

过程中
,

原始资源的价值为零
,

人类的在采掘过程中

投人的劳动凝结成新价值
,

采掘原始资源的机器设

备的价值发生转移
,

共同构成 了原材料的价值
。

与

此同时
,

原始资源 的使用价值也转移到原材料 中
。

注意 如果原始资源 和原材料除位置之外的其它特

性发生了变化
,

那我们就要增加一个生产过程
。

例

如
,

原油从地下开采上来
,

形成原材料
,

这是一个流

通过程 价值增加一流通价值 ,再进行提炼
,

形成商

品 对其它厂商来说它还是一种原材料
,

就是一个

生产过程 再次价值增加一 生产价值
。

就是说
,

流

通过程和生产过程可能是 由一个厂商完成 的
,

但我

们在进行分析时要能区分开来
。

下 面来分析生产过程与 自然界相关的特殊商

品
,

比如树木
。

农民买树苗花 了 元钱
,

成材后卖

元川 ,

价值 由价格反映 发生了巨大变化 有

人认为农民只是植树苗时花 了一点劳动
,

所 以误 以

为 自然界在此过程 中也创造了价值 其实不然
,

农

民将树苗从市场买来带回家
,

以及木材成熟后砍倒

运到市场上出售
,

这中间投人的流通价值 包括人类

劳动凝结的新价值和斧头货车价值的转移 是必须

要计算进去的 其次
,

树苗成长过程中的保护和照

看
,

难道不是投人劳动吗 如果说不需要的话
,

那世

界上怎么还会有护林员这一职业呢 就算农民树栽

下后都不照顾
,

可是所有的树苗都能成活吗 都能

成材吗 这样
“

平均
”起来

,

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并

不少
。

否则的话
,

为什么不 是全 民都种树致富呢

相反
,

农民对种树很不积极 另外一个是茅台酒 的

例子
。

茅台酒随时间而增加的价格
,

一方面是由于

物以稀为贵
,

时间越久
,

价格与价值偏离越大 另一

方面
,

窖藏保护工作也投人 了人类的劳动
,

且窖藏保

护所投人的资本价值也转移到茅台酒 中去了
。

自然

界在此过程中不创造价值

生产工具机器设备同样也不创造价值
,

只是转

移价值
。

比如电脑不论是在生产还是流通领域
,

它

都是将 自身价值转移到商品 当中
,

而不创造价值

那人们为什么还要制造这些机器设备呢 这是因为

机器设备能使人的劳动更复杂
,

吸收人的更多精力
,

从而使人创造的价值更多 如果机器设备真能创造

价值
,

真能创造 比人更多的价值的话
,

那为什么机器

设备不是越先进越好呢 为什么发展中国家要采用

适用技术而不是先进技术呢 成本呀 成本 这里

单指不变成本 是什么 就是用来转移的价值 生

产出的商品中包含着的并不都是新创造的价值
,

还

有机器设备转移来的价值
。

机器设备的价值越大
,

商品中被转移来的价值份额就越大
,

而新创造的价

值就份额越小
。

正因为科技成本具有 自身不创造价

值
、

使启员人数减少
、

使劳动复杂化的特性
,

资本家

才会在雇员人数和单个雇员价值创造 之间取得平

衡
,

以获得最大的价值创造总 和剩余价值 我们

用 代表技术
,

代表雇员人数
,

则 是 的减函

数 一
,

表明技术越先进
,

所需雇员越少 用

代表单个雇员价值创造
,

则 是 的增 函数

二
,

表明技术越先进
,

雇员人均价值创造 越

大 用 代表价值创造总
,

则 一
·

,

我们的 目标就是求出一个 使得 获得最大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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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相关问题

价值创造和实现的问厄

传统观点认为
,

商品的价值在生产领域创造
,

在

流通领域实现
。

我们的观点是 商品的生产价值部

分在生产领域中创造和实现
,

商品的流通价值部分

在流通领域中创造和实现
。

商品生产者生产出了商

品 创造 了价值
,

经过交易
,

商品进人到流通领域
,

一旦交易完成
,

就是实现了价值
。

而在流通领域
,

商

人从生产者手中购得商品
,

是作为一种成本 用来转

移的价值
,

然后他雇佣工人投人劳动
,

使商品发生

变化 位置
、

包装
、

乃 至消费者对商品的看法等
,

实

现增殖
,

然后卖给最终消费者
,

一旦交易完成
,

也就

实现了价值和价值增加
。

这与生产者其实一样
,

都

是买来原材料或商品等用来转移的价值 成本
,

投

人劳动
,

进行交易
,

获得价值和价值增加
,

实质并没

有任何不同
。

每一次市场交易的完成
,

都是价值的

实现
,

不论是供应商与生产商之间 生产商与销售商

之间 销售商与消费者之间
。

一句话
,

商品的价值在

同一过程中创造和实现
。

否则如果按照传统观点
,

有些商品可能永远没

有实现其价值的一天
。

打个 比方
,

西周时代我们一

位伟大的祖先甲制作了一件青铜器
,

拿到市场上交

易
,

被另一个聪明的祖先乙收藏了 因为祖先乙预测

到若干年后这件青铜器将是一个古董
,

可 以卖个好

价钱
,

我们告诉祖先甲
,

你的商品价值没有实现 不

久这件青铜器以更高的价格又被另一个人买走 了
,

可是还没有到最终消费者手中
,

因为谁也不知道最

终消费者在哪里
,

于是我们又去告诉祖先甲
,

你的商

品价值还是没有实现 , 这样经过了几千年
,

青铜器经

过 了无数人的手
,

今天躺在一个私人收藏家 的柜子

里
,

但谁也不知道私人收藏家是用于投资还是消费
,

我们还去告诉我们的祖先甲
,

你的价值还没有实现

呀
,

我们的老祖先恐怕要永不膜 目了
。

商业刹余价位的问厄

依据前文的分析
,

与生产领域一样
,

商品在流通

领域的价值增加部分减去资本转移价值和劳动力价

值后的余额就是商业剩余价值
。

商品流通领域中的价值增加部分 一 流通工人

创造的价值 流通资本转移价值

商业剩余价值 一 商品流通领域中的价值增加

部分 一 流通资本转移价值 一 劳动力价值 一 流通

工人创造的价值 一 劳动力价值

服务是否创造价值的问颐

“
服务有价值或价格

,

同服务创造价值是不同的

问题
。

,, ”而学术界却有许多学者在论证服务是否创

造价值的问题
。

产生分歧的真正根源在于对服务的

范畴界定不清
。

一种观点认为服务是和劳动平行的

概念范畴
,

一种观点认为服务是和商品平行的概念

范畴
。

前者认为服务也是劳动
,

所以服务创造价值
。

后者认为服务也是商品 广义
,

所 以和狭义商品一

样
,

服务包含价值
,

但不创造价值
。

我们赞同后一种观点
。

服务不是劳动单独完成

的
,

它需要各种设施和工具的辅助 由劳动单独完成

的服务不能说没有
,

但情况极少
,

只能算作特例
,

不

能把特例当成事物的本质 以理发为例
,

除了理发

工人的劳动
,

还需要许多理发工具的
“
工作

” ,

它们共

同形成了理发服务
,

为顾客所消费
。

理发服务作为

一个整体
,

具有不可分性
。

因此
,

我们说服务与商品

具有同一性 共同构成广义的商品
。

劳动加不变资

本生产出商品
,

劳动加不变资本也
“
生产

”出服务
,

商

品和服务包含价值
,

如图

图 服务也是商品包含价值

正如商品 自身不创造价值一样
,

服务 自身也不

创造价值
。

他们都是包含了劳动创造的价值
。

所以
“
服务价值论

”
的提法是不正确的

,

如果一定要突出

服务
,

应该是
“
服务劳动价值论

” ,

那么传统的劳动价

值论相对应就可 以称为
“

商品劳动价值论
” “

商品

劳动价值论
” 和只服务劳动价值论

”
共同构成完整的

“

劳动价值论 ” 。

理论体系概要及结论

两个共识
。

第一个共识 研究思路是从价值

到劳动
,

不是从劳动到价值 第二个共识 使用价值

和价值在盆上不是共增的
。

两 个 定 义
。

我们 在 前 文 给 出 了 两 个 新 定

义 —广义“

商品
”
和不变

“ 成本
” ,

这两个定义是进

行劳动价值论经纬度延伸的基础
。

市场上一切价值

在到达消费者时
,

都以包含在商品和服务中的形式

出现
。

商品和服务的本质具有同一性
,

都是
“
用来交

换的使用价值
” ,

这为我们进行劳动价值论的纬度延

伸提供了基础
。

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的成本 这里

指除劳动力以外的一切投人如机器设备等
,

其本质

都是“ 用来转移的价值
” ,

而在两个领域劳动都是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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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来创造新价值的
,

这为我们进行劳动价值论的经

度延伸也提供了基础
。

经度和纬度的同时延伸构成

了完整愈义上的劳动价值论
。

如图

的经度延伸应该如图

后向延伸

广广义商品的定定定 商品与服服服 劳动价值值
义义 用来交换的的的 务的本质质质 论的纬度度
使使用价值值值 同一性性性 延伸伸

流通价值
· ·

⋯

经度 前向廷伸

二 生产价值
· · · ·

⋯ ⋯流通价值

纬度延伸

不不变成本的定定定 生产与流流流 劳动价值值
义义 用来转移的的的 通的本质质质 论的经度度
价价值值值 同一性性性 延伸伸

图 完整意义上的劳动价值论

价值来源构成 如图
。

图 完整意义上的经度延伸

价值变化过程如图 括号中为价值

自然界‘

①劳动创造
②设备转移

流通价值
原材料

①劳动创造
②设各转移

生产价值

①劳动创造

区巫丛困
,

墨黯
‘巨亘亘亘亚回

图 经纬度延伸意义上劳动价值论 中

价值变化过程

图 价值来源构成

劳动价值论研究的仅仅是和价值有关的那部

分劳动
,

不是所有的劳动 所有非市场化的劳动都

不创造价值
,

但创造使用价值 物质财富和精神财

富
。

自然界不创造价值
,

所有与 自然界有关的商

品的价值必须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
,

而不是 由

某些
“

特殊的 ”个别劳动时间决定
。

生产工具
、

机器设备只转移价值不创造价值
,

但能使人的劳动更复杂
, “
吸收

”
更多价值

。

服务是和狭义商品平行的范畴
,

不是和劳动

平行的范畴
,

它由人类劳动的凝结和不变资本的转

移共同构成
。

每一次市场交易的结束
,

都是价值的实现
,

不

论是生产领域还是流通领域
。

可用最简单最典型的

流程表示如图

在现实中
,

商品整个生命过程的起点都是 自然

界
,

终点是消费者
。

在这一过程中
,

存在许多生产和

流通环节
,

上图所示的仅仅是最初的三个环节
,

后面

可能还有许多环节
。

在每一个环节都投人了人类劳

动和资本设备
,

人类劳动创造新价值
,

资本设备转移

自身价值
,

每经过一个环节商品所包含的价值增加

一部分
,

直到商品被消费掉为止
。

参考文橄

蔽正而卜全旦 玉荞司 一全旦 原画福飞一生旦一
卜

一 朋价

一 朴价

一
‘

新 ’
商品 。

值实现 值实现 价值实现

消费者

图 市场交易价值实现流程 图

在前文 中为了说明问题的针对性和论述 的

方便
,

我们只对劳动价值论进行了前向延伸
,

即只考

虑了商品成品生产出来之后 的流通过程
。

实际上
,

在此之前的流通过程也具有同样的性质
。

所以完整

〔 〕卫兴华 劳动价值论豁要创新与发展【 〕经济学家

〔 〕马克思
,

思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 , , , , ,

〔 〕马克思
,

愚格斯 资本论 书信集 〕北京 人 民出版社
,

以 〕马克思
,

思格斯 马克思愚格斯全集 第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 〕马克思
,

愚格斯 马克思思格斯全集 第 卷口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 〕马克思
,

思格斯 马克思愚格斯全集 第 卷 》〔 〕北京 人

民出版社
,

〔 〕马克思
,

愚格斯 马克思愚格斯全集 第 卷 【 〕北

京 人民出版杜
, ,

〔 〕陈征 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运用与发展〔 〕北京 高娜胜

育出版社
,

〔的 白光 现代政治经济学蓦础理论教程【 〕北京 中国人 民大

学出版社 玲始
·

下转第 页

注 ①这里的
‘

新
’

商品是指在流通硕城中本身没有变化
,

但位 或在消费者心 目中的形象等方面发生了变化的商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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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
,

优化了区域旅游资源空间配
,

从而实现旅游

生产力空间布局合理化
。

另一方面
,

增设社会综合

资产 ① 简称 心

作为考核地方政府政绩指标
。

在旅游业的发展过程

中
,

旅游资源
,

尤其是那些不可再生 的人文旅游资

源
,

一旦破坏或者污染
,

就会永久性地减少当地的社

会综合资产
。

地方政府为了保持或增加本地社会综

合资产
,

在发展旅游业的过程中
,

会更加注重保护旅

游资源
,

并采取有效措施促进旅游业的和谐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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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杜会稼合资产 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历年来积 的所有与旅游相关的国民财产和旅游资抓的总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