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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若干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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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我国政治经济学界在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与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

建设工程的精神鼓舞下，就许多学术理论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与交流，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这里就以

下几个热点问题作一概述。 

    

    关于劳动价值理论 

    

    尽管有人主张用要素价值论、供求价值论、市场价值论、效用价值论等取代劳动价值论，但主张坚

持和发展劳动价值论的仍是主流。 

    

    关于精神劳动创造价值问题。不少学者曾认为，创造价值的劳动只是直接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不

生产物质产品的精神劳动是无形的，价值无所依附，因而不创造价值。近年来，有些学者对精神劳动创

造价值的作用和特点进行了论述。有学者提出，现代精神劳动是高级或超高级的复杂劳动，在相同时间

内能够创造较多的价值。精神劳动所创造的精神产品的价值量，基本上是由精神产品所花费的个人劳动

时间决定的。有些精神产品的劳动报酬，不等于其价值。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提出的决定价值量的社会

必要劳动概念，只适用于物质产品的生产，而不适用于知识产品的生产。知识产品的价值不能由知识产

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来决定，而取决于应用该知识产品引起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节约。 

    

    关于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问题。关于价值创造的问题有两种相反的观点：一种认为非劳动生产要素

仅仅是财富的源泉；另一种认为生产要素既是财富的源泉，又是价值的源泉。由此产生了不同的分配

观：一些学者认为按生产要素分配原则是以生产要素价值论为理论依据的；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按生产

要素分配的依据是要素所有权，因为劳动以外的生产要素不创造价值，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是两回事，

生产要素是使用价值的创造者，它参与分配是凭借其要素所有权；还有学者认为，按生产要素分配的依

据是生产要素在财富生产或价值形成中的实际贡献。 

    

    有学者提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商品按其价值分配，物质资本和智力资本均按其

形成的利润分配。就劳动力所有者按劳动力价值分配来说，其收入源泉是劳动者的必要劳动创造必要产

品价值；就货币资本所有者按其形成的利润分配来说，其收入源泉是劳动者剩余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

就智力资本所有者来说，他不仅拥有按劳动力价值分配形成的归个人所有的劳动收入，而且拥有按利润

分配形成的归个人所有的劳动收入。有学者提出，要正确区分价值创造和财富创造。劳动是价值的源

泉，生产要素的共同努力是财富的源泉。因此，各要素的所有者就有权从它们参与创造或生产的财富中

分得与自己的贡献相对应的份额，这就是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实质，是要素所有权和要素贡献的结

合。 

    

    关于股份制的性质 

    

    理论界对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予以肯定，但对股份制是否都是公有制，则有不同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一切股份制姓“公”；另一种观点认为，股份制既不姓“私”也不姓“公”，它只是一

种资本组织形式；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股份制既可姓“私”也可姓“公”，其性质取决于它是在什么所

有制基础上组建的。 



    

    有学者提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论有无公有股参加，股份制都应定性为公有制。有学者认为，

在如何看待股份制这个问题上，既不能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去套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有

制实现形式，也不应该用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基础之上的股份制来看待建立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基

础之上的股份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股份制是以社会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联合生产方式的直接实现

形式，因而它是公有制。 

    

    有学者认为，不能把一切股份制都断定为公有制。公有制属于基本经济制度范畴，股份制则属于具

体制度范畴。股份制企业的性质，取决于参股资本的性质。只有产权属于国家和集体，或国家资本和集

体资本处于控股地位的股份制企业，才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有学者认为，股份制作为一种具体制度，

在性质上是中性的，但它并不是以“中性”的形式独立于社会之外。股份制由于是一定所有制的实现形

式，自然就具有该所有制的性质。有人提出，把股份制作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因而推论出股份制

就是公有制，这混淆了所有制和所有制的实现形式这两个不同的概念。股份制作为一种资本组织和运营

方式，可以为公有制经济所用，也可以为非公有制经济所用。实行股份制的企业未必都是公有制企业。 

    

    关于收入分配的依据 

    

    分配问题讨论的焦点主要是如何看待收入分配的依据问题，即：按劳分配、按要素所有权分配还是

按要素贡献分配。有学者认为，生产要素只是指资本和技术等劳动力以外的生产资料，不包括劳动力，

所以分配方式应采取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方式。也有学者认为，生产要素应包括劳动

力，所以分配方式应是按生产要素分配。另有学者认为，按劳分配是公有制内部的分配方式，按要素分

配是外资私营企业的分配方式。 

    

    有学者认为，劳动力只是诸多生产要素中的一种，劳动只创造产品的一部分，其他部分是由资本和

土地创造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按生产要素分配是更高层次的分配原则。现阶段的按劳分配是统一在按

生产要素分配规律当中的。有学者认为，按劳分配可能是一种接近按贡献大小进行的功能性收入分配，

但按劳分配所需要的条件很苛刻，尤其是不能有效解决“搭便车”问题，容易在实践中演化为平均主

义。按要素分配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可接受的分配方式，但按要素分配是一种事先分配而不是按贡献分

配。现代经济理论中还没有令人满意的个人收入分配理论以及联系个人收入分配与生产要素分配之间的

桥梁。有学者则认为，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是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

发展相对应的，前者决定于后者。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内部的分配方式，按劳分配不等于按劳动

要素分配。外资私营企业，实行按要素分配。按生产要素分配，只存在于不同生产要素分别归不同主体

所有的经济中。如果生产要素归同一主体所有，无论个体经济、奴隶制经济等私有制经济，还是原始公

社、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都不实行按生产要素分配。按要素分配首先是按要素所有权分配，但分配收

入的多少要由市场机制决定。 

    

    关于居民收入差距问题 

    

    有学者认为，适当的收入差距有利于提高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而过大的收入差距将对经济社会

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损害，必须给予高度重视。根据共同富裕的要求和我国的实际，当前合理调节收入

差距应把重点放在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上；根本途径是通过发展来调节就业结构，有效解决就业

问题。有学者认为，市场经济的精髓是机会均等，必须做到起点平等、过程公正、规则公平。它不是人

为地拉大分配差距，而是凭个人的能力和勤劳参与公平竞争并自然而然形成分配差距的一种制度安排，

应防止和纠正打着改革和市场经济的旗号谋私利而拉大的分配差距。有学者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产生贫富差距现象是不可避免的。政府应利用宏观政策进行有效的调控，保护好低收入者的权益，缩小

贫富差距。有学者提出，在我国现阶段，既不能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片面追求收入分配的均等，也不

能以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而应在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来源：人民日报2005.3.25. 网站编辑：晓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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