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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的科学劳动价值理论 ,仍然是一个关系重大、需要深入研究的基础理论问题。为此需

要全面把握劳动价值理论的主要观点。本文结合现时国内外实际 ,论述了近十年来我国劳动价值论的论战 ,及劳动

价值论对现实现象的解释力 ,强调坚持和发展劳动价值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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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一百多年来各种不同观点众说纷纭 ,但迄

今为止 ,马克思的理论依然如磐石一样岿然不动 ,马

克思本人在西方媒体 ———英国广播公司 (BBC) 于

1999 年所评选的全球最有影响的千年思想家中高

居榜首 ,其次才是爱因斯坦、牛顿、达尔文 ,由此对于

位居马克思经济学基础的劳动价值论而言 ,其无可

争辩的历史地位可见一斑。本文就近十年来我国劳

动价值争论做一个简要综述。

1 　十年来我国价值论战

111 　价值源泉

近十年来 ,争论中不同观点的提出 ,是由于现代

市场经济的发展 ,特别是我国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

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中 ,出现了

与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时许多不同的新情况。“看

来 ,对劳动价值论产生模糊认识或出现错误说法的

原因至少有两个 :一是在我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

经济的过程中 ,市场经济呈现出来的表面现象很容

易使人产生一种错觉 , ⋯⋯,二是近年来我国媒体反

复出现的“新经济”“知识经济”“信息经济”“高科

技经济”等 ,很容易使人产生一种错觉 , ⋯⋯。[1 ] ”可

见 ,理论来源于实践 ,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劳动

价值论也是如此。近些年有关价值论的探讨有个鲜

明的特点 :结合新的实际 ,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

件下价值的源泉问题 ,提出了多种不同观点和见解。

“在涉及经济学的根本问题 ———价值问题时 ,也

只有两大类观点 ,活劳动价值论或要素价值论 ,而没

有第三种。[2 ] ”我认为 ,这短短的几句话就对诸多学

者关于价值论的争论做了一个概括。本文以此为标

准 ,对近十年来我国劳动价值争论进行简要综述。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 ,作为马克思主

义政治经济学基石的劳动价值论 ,同样也必须与时

俱进 ,因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要深化对源泉的认识

和研究。

总的来说 ,坚持“活劳动价值论”的学者有苏星、

卫兴华、吴易风、邓先宏、傅军胜、毛立言、刘诗白、白

暴力、程恩富、马艳、何炼成、叶祥松、白永秀、胡培

兆、弓孟谦、陈永志、吴宣恭等人 ,在此不一一列举。

“活劳动价值论”者认为深化对劳动的认识 ,必须坚

持马克思关于劳动是“人类有目的活动”的基本观

点 ,坚决批判其他动物的本能活动也是劳动、机器的

运转也是劳动的庸俗观点 ,当前应当批判“机器人”

的活动也是劳动并创造价值的观点。劳动对象和劳

动资料都不创造价值 ,只有活劳动才是价值的唯一

源泉 ,这里的劳动是指创造价值的抽象劳动。其中

白暴力[3 ] 教授用百米短跑竞赛做比喻 ,只有运动员

的活动被看作是成绩的源泉 ,光荣与成绩只属于运

动员 ,而不同时属于跑鞋。有的学者采用现代经济

学的方法 ,选取一个替代指标体系来分析劳动、物化

劳动与创造价值之间的因果关系 ,通过实证分析方

法论证了劳动创造价值 ,物化劳动不创造价值的结

论[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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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要素价值论”的学者有晏智杰、谷书堂、钱

伯海、王莉霞、刘有源、田辉玉、郭晓玲等人 ,也不再

一一列举。“要素价值论”者认为财富由多种要素共

同创造 ,价值不过是从另一个角度观察的财富 ,所以

它理应也由创造财富的多种要素共同决定。价值不

仅包含劳动的凝结 ,而且还包括地力、科技力、社会

的自然力等一切自然力耗费的凝结。要顺应历史发

展潮流 ,重建多元价值理论 ,这是大势所趋 ,也是坚

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和坚持“三个代表”根本思想

的必然要求。当代经济发展主体正在走向多元化 ,

与其相适应的经济价值论也应是多元化的。

112 　生产劳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关于“生产劳动”大讨论

中 ,宽派代表人物、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认为只要参

与物质产品生产行业的劳动都属于生产劳动。而窄

派代表人物、老一辈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认为创造

价值的生产劳动只能是物质生产劳动。随着生产力

的进一步发展 ,我们需要对生产劳动的范畴做进一

步讨论。

国内学者从各个角度对生产劳动的范畴进行了

扩展。蒋学模[5 ]教授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创造

商品的劳动这一范畴也扩大了 ,不仅工农业部门创

造物质产品的劳动是生产劳动 ,而且创造各种精神

产品的精神劳动和提供各种服务产品的服务劳动 ,

也成为创造商品和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 ,并且精神

劳动和服务劳动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越

来越重要。钱伯海[6 ]教授认为承认高科技劳动与管

理劳动能够创造价值 ,创造更多的价值 ,是一个重大

的突破。钱教授还认为鉴定一种活动是不是生产 ,

是否为生产性劳动 ,就在于他劳动投入所取得的成

果 ,是不是满足人们需要。何炼成[7 ] 教授认为教科

文的劳动同样创造价值 ,而且创造更大更多的价值。

党政部门为人民服务付出的劳动理应属于生产性劳

动 ,这种劳动能创造高倍数的价值。易培强教授指

出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劳动是复杂程度很高的劳

动 ,具有自乘的或倍加的创造价值的能力 ,能形成更

多的价值 ,能生产出更多的相对剩余价值。洪银

兴[8 ]教授指出随着现代趋势的发展 ,管理人员、工程

技术人员的比重以及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于直接劳动者。现在的绝大部分私营企业家也可能

通过其管理、技术的投入以及市场的开拓而参与价

值创造 ,而且其创造的价值可能多倍于直接劳动者

的简单劳动。胡代光认为第三产业部门中大部分劳

动都是生产劳动 ,但是如政府、军警、公检法部门的

社会公务活动则不能属于生产劳动 ;虚假广告宣传

和造谣惑众的新闻传播更不能视为生产劳动 ;特别

是西方国家的第三产业中往往还包括色情行业、毒

品行业、巨额赌博活动等等 ,都不属于生产劳动的范

畴。私营企业主的管理劳动和指挥劳动应该被视为

生产性劳动 ,参与了一定份额的价值创造。邓先宏

等强调物质生产劳动是非物质生产劳动的基础 ,前

者决定后者的规模和发展速度 ,它们都属于生产劳

动的范畴 ,随着物质生产领域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劳

动和劳动力向非物质生产领域的转移就成为必然的

趋势。蒋少龙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 ,第三产业比重

日渐增大 ,所谓的“非生产性劳动”在价值贡献中的

比例也不断增大 ,要承认第三产业对价值创造的应

有贡献 ,尤其是承认金融、保险等新兴产业中的劳动

者对价值创造的特殊作用。

113 　价值分配

我国处于社会主义现阶段 ,面对的是发展中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 ,按劳分配

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因为在肯定活的抽象劳动是

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的同时 ,我们决不能排斥资本、

土地、技术、信息等其他生产要素在价值形成和财富

创造中的作用 ,参与价值形成的生产要素是多元的 ,

生产要素结构又具有多层次性 ,这就决定了分配关

系的多样性。鉴于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在我国实

践中已较好的结合在一起 ,故本文对二者就不再做

论述。本文着重论述按要素分配的两种观点 ,即按

生产要素“所有权”分配和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

孙咏梅[ 9 ]认为“要素所有权”是生产方式的前提和起

点 ,它决定生产资料和社会成员在各生产部门间的

分配 ,是“按要素分配”原则存在的依据 ,“要素贡献”

是按要素分配原则的最终决定原因。

其中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又有两种观点。其

一是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也就意味着承认要素价

值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蔡继明、晏智杰、钱伯

海、张君等人。蔡继明教授认为生产要素的所有权

仅仅是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法律依据 ,至于各种生

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尺度 ,则是各种生产要素在价值

创造中所作的贡献。在完善的市场经济中 ,价值的

创造与价值的分配是统一的。晏智杰[10 ] 教授认为

“按要素分配”或“按要素的贡献及其合法产权分配”

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之理。它认可各种生产要素在创

造商品和社会财富中的贡献 ,从而承认它们都有参

与分配的权利 ,也承认从这些要素的贡献转化来的

合法产权的权利。钱伯海[11 ] 认为“按资分配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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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明按资分配的来源 ,完全区别于资产阶级

的三要素论。”钱教授虽然白纸黑字说的很清楚 ,按

资分配是完全区别于资产阶级的三要素论 ,但其实

质内容的论述都是资产阶级的生产要素论 ,对从其

价值源泉的论述到价值分配 ,其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其二是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承认的是各种生

产要素在价值形成和财富创造中的贡献 ,对于非劳

动的其他生产要素而言 ,这种贡献只是为价值形成

和财富创造提供了条件 ,而并非说它们本身也创造

了价值。持这种观点的有谷书堂、王璐、逄锦聚、弓

孟谦、李振国、陈永志、任力、何雄浪等人。谷书堂教

授认为分配的对象是财富 ,是使用价值 ,不是价值。

在使用价值的创造过程中 ,包括土地、资本在内的要

素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都应该参与分配。逄锦

聚[12 ]教授认为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 ,承认的是

各种生产要素在价值形成和财富创造中的贡献 ,对

于非劳动的其他生产要素而言 ,这种贡献只是为价

值形成和财富创造提供了条件 ,而并非说它们本身

也创造了价值。大部分学者都持按生产要素“所有

权”分配的观点。卫兴华[13 ]教授认为断言按生产要

素分配就得承认要素价值论的论断缺乏科学性。洪

银兴教授认为资本、劳动、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属

于不同的所有者 ,分配过程也就是各个要素所有权

的实现。胡培兆[14 ] 教授认为价值固然是劳动创造

的 ,但劳动要能创造价值 ,必须借助其他生产要素的

投入合成组织起劳动过程。这些要素虽然不创造价

值 ,但对价值创造有帮助 ,是不可缺少的客观条件 ,

因此也要参加价值分配。

114 　劳动价值论对第三产业的解释

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的变化 ,已

使工农业等物质生产部门在社会总劳动中所占的比

重日趋减少 ,而商业、金融业以及各种为生产服务和

为生活服务的部门即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则日趋增

大。为了解释当前现实的经济情况 ,需要把马克思

的劳动价值学说发展一下。关于第三产业创造价值

与否这一方面的争论主要有以下二种观点 :

第一种观点是认为第三产业劳动都创造价值。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钱伯海、李江帆、萧灼基、邓先

宏、傅军胜、毛立言等人 ,钱伯海[ 15 ] 教授认为国家管

理、国防治安、文化教育、科研卫生以及城乡交通管

理等部门 ,是社会劳动总体的组成部分 ,其从业人员

的劳动同样创造价值 ,故称社会劳动创造价值 ,它们

的劳动成果 ———各种服务 ,应该当仁不让地计入国

内生产总值 ( GDP) 之中。李江帆教授认为三大产

业的所有劳动 ,只要它们能创造出用于交换的使用

价值 ,就创造价值。第三产业的劳动是社会劳动总

体的组成部分 ,其从业人员的劳动同样创造价值 ,故

称社会劳动创造价值。邓先宏、傅军胜、毛立言认为

第三产业的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劳动 ,其理由为 :一是

尽管第三产业主要是非物质生产劳动 ,但都属于商

品生产劳动范围 ;二是第三产业的劳动同样是人的

体力和智力的耗费 ,他们的劳动也同样要在商品交

换中实现 ,三是第三产业的劳动创造的使用价值多

数是非物质性的或无形的 ,其抽象劳动的凝结有多

种情况。

第二种观点是认为部分第三产业创造价值。代

表人物有卫兴华、程恩富、李运福、弓孟谦、邓世敏、

叶祥松、白永秀、白暴力等人。“卫兴华教授认为第

三产业中的党政军、公检法部门的劳动是不创造价

值的。程恩富教授认为不能把整个第三产业的服务

劳动都视为创造价值的劳动。有的属于不为市场交

换的目的或不进入市场交换而进行的政治、军事、行

政、法律等服务劳动 ,如党政军、公检法等有关部门

的活动。不是为要市场交换而从事的生产性服务劳

动。李运福教授认为国家机关、党政机关、社会团

体、军队和警察等不创造价值。[ 16 ]”

2 　劳动价值论对一些经济现象的解释
力

211 　脑力、智力、管理、服务劳动等是否创造价值

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就指出 :“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的特点 ,恰恰在于它把各种不同的劳动 ,因而也

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 ,或者说 ,把以脑力劳动为主

或者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各种劳动分离开来 ,分配给

不同的人。但是 ,这一点并不妨碍物质产品是所有

这些人的共同劳动的产品 ,或者说 ,并不妨碍他们的

共同劳动的产品体现在物质财富中。[17 ] ”尽管马克

思已经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 ,却没有明确地承认这

一点 ,笔者认为是由于当时无论是作为管理者还是

技术人员 ,其脑力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在价值总额中

所占比例很小的缘故。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 :“要尊

重和保护一切有益于人民和社会的劳动。不论是体

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 ,不论是简单劳动还是复杂劳

动 ,一切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的劳

动 ,都是光荣的 ,都应该得到承认和尊重。”

李罗力认为随着不断发展的专业化和社会化分

工进程 ,人类就开始从以体力劳动为代表的传统经

济历史发展阶段 ,进入了以脑力为代表的知识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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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新经济历史发展阶段。胡培兆教授认为脑力劳

动、智力劳动、知识劳动、信息劳动、管理劳动、组织

劳动、服务劳动等一样都能创造价值 ,这些具体的劳

动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所共有。蒋少龙[ 18 ]

认为以智力劳动为代表的复杂劳动是倍加的简单劳

动 ,尤其是在现在的知识经济时代 ,智力劳动贡献比

例增大 ,体力劳动比例下降是一种必然趋势 ,科技和

知识分子对价值的贡献应给予足够重视。在现代社

会里 ,要重视科学技术 ,要探讨其发展的规律 ,这也

可以使我们明确科技人员的贡献究竟如何 ,应得到

多少报酬。科技人员按其实际贡献的大小 ,给以合

理的报酬符合社会主义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在市

场经济条件下 ,分配必须市场化。搞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 ,就要把科学技术推向市场 ,科技人员要走向市

场 ,政府要大力保护知识产权。科学技术和知识的

价值只能在市场上实现 ,科技人员的应得报酬要在

市场上取得。科学技术与市场经济相结合 ,两者才

能相互促进 ,共同快速发展。

212 　知识、科学、技术经济是否创造价值

马克思指出 :“资本通过使用机器而产生的剩余

价值 ,即剩余劳动 , ———无论是绝对剩余劳动 ,还是

相对剩余劳动 ,并非来源于机器所替代的劳动力 ,而

是来源于机器使用的劳动力。[19 ] ”大多数学者都认

为知识、科学技术等本身不创造价值 ,但能提高劳动

生产力 ,降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使得剩余价值不断

地提高 ,在创造更多的财富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知识劳动、科学技术工作者等的劳动能创造高价

值。“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是邓小平

理论的重要内容 ,是邓小平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

家的生产力理论的基础上的重大创新和突破。它提

出了对于生产力的发展 ,即对生产力三个要素的提

高起着推动作用的诸因素中 ,科学技术是占第一位

的 ,阐明了科学技术的每一次进步都使人类认识世

界的水平达到新的高度 ,改造世界的能力实现新的

飞跃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 ,而且对生产力

的发展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科学技术是社会进步

的基础 ,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基础。也有

学者认为科学技术本身也创造价值 ,如钱伯海教授。

巩建华[20 ]指出知识的本领再大 ,它也不可能主

动地与生产资料结合 ,而劳动者的劳动却具有这种

功能。知识是价值形成的必要条件 ,劳动则是价值

形成的根源。劳动创造价值在知识经济时代仍然成

立 ,只是在知识经济时代 ,创造价值的劳动主要是知

识劳动或智力劳动。杨继瑞认为大量内化在活劳动

中的知识技术 ,以活劳动的抽象支出形式 ,不仅能够

创造价值 ,而且能比过去创造更多的价值 ;大量内化

在生产资料中的知识技术不能创造价值 ,只能在有

效转移价值的过程中吸收活劳动所创造的价值 ,激

发并扩张、放大活劳动创造价值的效能。何炼成[21 ]

教授认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是指科技是构成生产力

的第一重要的要素 ,它直接表现为劳动生产力的提

高和使用价值的增加 ,但并不能创造价值和剩余价

值。只有科技劳动者的活劳动才是复杂的脑力劳

动 ,它的运用不但可以创造新价值 ,而且可以创造倍

加的剩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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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合规化、集约化建设 ,反之 ,合规化建设和集约化

建设又能进一步促进银行全面风险管理流程化建

设。所以 ,这三项工作之间有互相影响、推动的关

系。

在此之下 ,电子化建设则是整个环节的基础 ,因

为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在商业银行运营中的广

泛使用 ,其发挥的作用也日益增强 ,银行要构建全面

的风险管理架构必须借助信息技术这个工具 ,因此

整个银行的电子化建设是基础 ,不仅为其他三项工

作提供了技术上的保障 ,更重要的在于电子化形成

了新的银行经营理念。

4 　结论

全面风险管理建设是一项耗费时间和精力的巨

大工程 ,或许在当前阶段会被个别业务单位视为业

务发展的障碍。因此 ,在真正开展该项工作的时候 ,

需要将所有的业务单位纳入到风险管理体系的建设

中来 ,各业务单位需要充分地协调合作 ,尤其是与风

险管理部门之间的合作 ,这也许将耗费较长的时间

与努力来实施完成该项任务。但全面风险管理不应

该被视作短期行为 ,它是一项长期的持久性任务 ,因

此银行需要从战略层面来规划整个工作的开展 ,以

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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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f The Strategies of Overall Risk Management in Commercial Banking between

the Western Countries and China and the Research on Creative Improvements

ZHAN G Guo - hua
( Hangzhou Branch of t he China Everbright Bank , Hangzhou 310006 ,China)

Abstract : The capability of risk management becomes a key factor in determining t he core competency of a bank in commercial banking in t he

current open banking environment as t he progressing in our commercial banking reform. The assessment of t he capability of t he risk manage2
ment of a bank has become t he banking management evaluation standard. Therefore , t his article analyzed t he differences in t he practices of t he

risk management in commercial banking between t he western count ries and China. It also benchmarked t he best practices of t he risk manage2
ment f rom t he western banking system. It ( The aut hor) proposed t he creative management st rategy on t he overall domestic Risk Management

System by applying t he reengineering met hodologies on t he banking processes in t he following four areas , i . e. , identification of t he risk man2
agement , risk cont rol point s , organizational support of risk management and t he management of t he banking proce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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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China’s Value Theory : 1996 -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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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of Economy and Monetary ,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 Bengbu Anhui 233041 ,China)

Abstract : Marxian science physical labour value t heory , still is t hat one count s for much , needs t he basic t heory problem studying in a deepgo2
ing way1 Need t he main viewpoint grasping t he value t heory working all round for t his purpose1 The main body of a book union at present home

and abroad has been actual , has discussed t he debate being close to 10 come to our count ry labour t heory of value , has reached labour t heory

of value making an explanation to real phenomenon emphasizing to insist on and develop labour t heory of value to have important t heory and to

carry out significance st renuously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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