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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资本论》在研究当代世界的适用性问题，目前经济学界有许多争议。其中一种比较流行的

说法，把《资本论》与前苏联有关计划经济的教科书理论等同起来，认为它是一种只研究价值和计划

经济，不研究财富和市场经济的传统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则是一种专门研究财富和市场经济的现代经

济学，由于我国现在主要需要研究市场经济中的财富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所以我们对经济学的创新

发展就是使用西方经济学一种范式或话语体系，创新发展这种现代经济学，《资本论》及马克思主义

经济学都与当代世界无关，它的一套话语体系应该完全放弃不用。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也是不

利于当代世界研究的。 

《资本论》的理论和作为西方经济学范式支柱的边际效用论、一般均衡论等理论一样，都是在19

世纪后期形成的。《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于1867年，第二、三卷是在作者去世后分别于1885年和1894

年才问世的。当代西方经济学范式的奠基人杰文斯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理论》出版于1871年，门格

尔的代表作《国民经济学原理》也发表于1871年，瓦尔拉斯的代表作《纯粹经济学要论》则是在1874

年出版的。当代西方经济学范式的另一位奠基人马歇尔的代表作《经济学原理》出版的时间稍晚，是

1890年，但其中的基础部分局部均衡理论的形成要早于杰文斯、瓦尔拉斯和门格尔著作的出版。 

《资本论》不是有关计划经济的著作。它开宗明义第一段话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

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

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有人从《资本论》没有从货币、资本等来开始它的经济学研究这一现象，推

论说《资本论》是一部有关物物交换的著作，这也是不对的。《资本论》从商品开始它的经济学研

究，是因为货币和资本等相对于商品来说，是市场经济已经发育起来的身体，商品则是市场经济的细

胞，虽然已经发育的身体比身体的细胞容易研究些，但要彻底研究身体必须先从对细胞的研究开始。 

马克思和西方经济学家的不同之处，并不在于研究不研究财富，而是在于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劳动

在财富形成中只是和物的力一样的一种体力，马克思则认为劳动是指与物的力既有共性又有区别的具

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统一、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统一，承认劳动者具有物所不具备的主动适应人类

需要改造自然，创造人类财富，推进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人类财富的增加不能只靠自然的恩赐，更

重要的是要靠人们不断增加改造自然的能力，用人类特有的劳动积累知识，变革制度，发明工具，改



 

造自然。西方经济学和《资本论》的区别，主要在于因为前者将广大劳动者等同于物，所以在发展生

产力、文化建设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者的关系上，是内在相互割裂和对立的，而在《资本论》

里，这三者却是内在统一的。 

从产生的时间上看，《资本论》和西方经济学都属于现代经济学，但从研究方法看，《资本论》

将人的权利与作用同物区别开来，才更符合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对经济学发展的时代要求，西方经济

学将劳动等同于物，则显然是一种已经落后于时代发展的做法。将人等同于物，虽然对于第一次产业

革命的机器大工业时代有一定适用性，因为用这种方法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解释西方当时盛行的大规模

标准化生产方式的经济。但20世纪中期以来在有更多竞争的经济全球化和知识密集型的当代经济条件

下，将人等同于物的管理和分配制度对于经济效率的负面作用已变得越来越大了。 

事实上，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大规模标准化的传统经济就已经遇到了麻烦。促使其发生变化的主

要力量是技术变革的加快和国际竞争的加剧，它们打破了传统的大规模标准化生产系统及与之相伴随

的企业管理与分配方式，因为它们极大地改变了经济富有生机的条件。在当今国际竞争更为强化的知

识密集技术主导的世界上，经济成功的关键已不是自然资源的多少和经济规模的庞大，而是人力资源

开发的状况。新技术不仅导致了市场的全球化，而且导致了单纯的大规模标准化生产不再像以前那样

能发挥那样大的作用了。尽管生产线可以被自动化，但这并不是最有效的使用新技术的方式。 

计算机化的技术在一个更加动态化和全球化的世界中，在灵活的企业管理和分配体制下，可以比

在旧的生产方式中发挥大得多的作用。企业管理与分配所使用的手段也与过去有很大的不同，过去的

手段主要是降低成本和提高产量，现在则转向了提高质量、生产效率和灵活性。质量的提高可以定义

为更适合顾客的需要，它将由两个原因变得更加重要。第一，随着大规模标准化生产走向成熟和个人

收入的增多，人们越来越不满意一般化的商品了。其次，在一个更多竞争的环境中，经济更多的是由

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支配的。在全球化的竞争中，任何个别企业和政府都很难靠权力和规模大来垄断

市场，强迫消费者使用自己的产品。 

在提高产品质量、生产效率和灵活性的重要性增加的同时，各国的企业组织系统也在发生变化。

因为使用这些手段，要求建立高绩效的生产系统和使用前沿技术。生产效率的改善，只有在企业分配

和管理中，通过更好的库存控制、人力使用和质量管理，在事前防止问题出现，而不是像在传统经济

中那样总是想在事后发现问题才能达到。这样，在与现代经济相联系的企业分配和管理组织系统中，

就必须让工人更多地参与到在传统经济时期被认为是“管理层”的活动中去，这种组织系统将趋于模

糊“员工”和“管理者”界限，不能像过去那样把工人等同于资本。这是因为，高绩效的企业分配和

管理组织系统的一些特点，必然会导致更多的员工参与。 

更多的决策参与作为一种积极奖励，使员工有了提高生产效率的动力；信息技术给予工人工作上

的灵活性，使他们有了改进技术的责任。这种不把劳动等同于物的企业分配和管理制度的优越性是明

显的，因为劳动者作为有自己的独立意志和利益的人，是很难在别人逼迫下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的。因此，尽管企业中企业家和工人之间的利益高度一致和相互信任，在各国目前都还有许多欠缺的

 



地方，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现时代还要将劳动等同于物来对待，在经济发展中肯定会遇到难以克服的

麻烦。正因为如此，西方新出现的一些企业理论，如委托－代理理论、隐性合同理论、效率工资理论

等，已经不得不把劳动作为人来分析了。《资本论》不把劳动等同于物的分析方法，已经成为当代世

界研究方法发展的必然趋势。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摘自《文汇报》2007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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