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必须阐明的几个背景问题 

文/黄伟年 

   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的基石，因而长期以来一直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课堂教学的重中之重。然而，笔
者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却发现，劳动价值理论课堂教学中普遍存在活力不足、效果不佳的问题，尤
其是用于解释当前社会经济的新现象时，更是显得苍白无力，有如纸上谈兵。因此，在讲授劳动价
值理论时，必须明确劳动价值理论面临的现实，讲清楚劳动价值理论产生及其发展的背景问题，引
导学生结合现代和未来经济发展的新动向、新特点、新趋势去理解劳动价值理论并用之于指导实
践。 
   一、必须阐明现阶段关于劳动价值理论的几种不同观点 
   在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教学中，相信不少同行们都曾经遇到过类似的尴尬：现在
都是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的时代了，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已经过时了！面对同学们的发难，怎
么办？的确，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不但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相应带来了经济、社会等
各方面的巨大变革，同时也给传统经济理论提出了许多新的研究课题。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基
石的劳动价值理论也不例外，面临着新的挑战。在深化对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中，主要有以下几种
不同的观点必须讲清楚，以供学生进行争鸣与讨论。 
   一是生产要素价值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提出，为什么资本、科技和经营管理这些生产力或
社会财富的动力和要素，同我们所崇尚的劳动价值理论不能沟通呢？从根本上说，它们是两类不同
范围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所研究是是生产关系而不是生产力，所要揭示是原始实物交
换的基础，而不是社会生产力和社会财富本身的性质及其源泉。因此，应当面对现实，除了一般的
劳动以外，还应认可自然资源、资本、科技、知识、经营管理等要素在生产力发展中应有的地位和
作用。它们都是现代生产条件下参与价值创造的不可缺少的要素。 
   二是知识价值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在信息经济社会里，价值的增长不是通过劳动，
而是通过知识实现的。知识的使用，不仅能够在生产中创造出新的价值，而且能够创造大于生产或
购买它所花费的价值。这可以从信息高速公路建成后对经济增长的巨大贡献得到有力的佐证。由此
可见，知识是能够创造价值的，提出应当创造一种知识价值理论来取代劳动价值理论。 
   三是新的活劳动价值一元论。提出这一观点的学者既不赞成把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局限在物
质生产领域的传统观点，也不赞成把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扩展到纯粹买卖、纯粹中介之类的经济领
域，甚至延伸到党政军和公检法之类非经济活动领域。他们主张凡是直接生产物质商品和文化商品
（精神商品），以及直接为劳动力商品的生产和再生产服务的劳动，其中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实体的
内部管理劳动和科技劳动，都属于创造价值的劳动。 
   四是社会劳动价值论。该观点的基本内涵是：物化劳动是物质化的活劳动的简称，是凝结了
的活劳动，具有物质与劳动的两重属性。作为物质属性，它不同于天然物，具有价值的内容；作为
劳动属性，它不同于一般的活劳动，是各种活劳动的凝结，各有其特定的使用价值，作各种不同的
目的使用。社会劳动大分工大协作，正是借助于物化劳动为载体、为中介，促使社会再生产正常而
有秩序地进行。因此，从社会看是活劳动创造价值，而从企业看则表现为物化劳动、活劳动共同创
造价值。物化劳动来自活劳动，在企业讲是物、活劳动共同创造价值，对社会讲则是活劳动创造价
值，因而是完完全全的劳动价值论。 
   五是科学技术价值论。一些学者认为，科学技术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创造价值。如当新技术
应用于生产时，在能够增加商品的个别价值的前提下，它不仅转移了价值，而且有条件地创造了新
价值。特别是在现代生产条件下，技术因素的贡献率越来越大，活劳动的耗费越来越少；先进技术
作为复杂劳动的积累和物化，在生产中替代和节约了活劳动，提高了生产力。因此，科学技术不仅
能够把自身的价值生产出来，而且能够创造出比活劳动更多的价值。 
   二、必须阐明当今时代与马克思当年所处时代的不同 
   就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而言，它是抽象的、本质的理论，它揭示的是整个商品经济发展
的本质和规律，不是商品某一阶段的具体规律。在商品经济不同发展阶段的劳动价值理论有不同的
表现形式。探讨这些具体形式，必须牢牢把握时代的特点。劳动价值理论教学的主要目的，就是要
使学生能够根据时代条件的变化对劳动价值理论作出新的认识，并用于解释现实经济生活的新现
象。为此，教学中必须向学生讲清楚马克思所处时代的特点和当今时代的特点。 
   一是讲清楚马克思所处时代的两个主要特点。 



 

   马克思创立劳动价值理论的时代，有两个主要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正处
于工业化初期，乃蒸汽机时代，生产机械化程度比较低，生产自动化更是根本没有出现，物质生产
部门在社会生产中占主体。因此马克思沿袭当时西方经济学家的普遍方法，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出
发点和基本范围定位在社会物质生产部门，因而其劳动价值理论的分析层面也局限于物质生产，着
重研究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主要指的是直接生产过程的劳动。第二个特点
是当时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正处在上升时期，国内市场需求潜力巨大，跨国界的经济交换尚未成
为主潮流，商品的价值在一国或一个地区的范围内就基本可以得到实现。因此，马克思对劳动的涵
义和劳动价值理论的分析，基本上摒弃了国际市场这一个重要因素。 
   二是讲清楚当今我们所处时代的两个突出特点。 
   我们今天所处时代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经济信息化的程度不断加
深。现代科学技术不断渗透到生产领域，并成为第一生产力，使得生产出现了电子化、自动化，劳
动生产率大大提高。这种状况极大地改变了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使得以知识服务、技术服务和信
息服务为主导的第三产业迅速崛起，无论是就业人数还是产出值，都成为经济结构的重要内容。精
神劳动和服务劳动在社会总劳动中所占的比重日渐增大，非物质生产部门在社会总部门中所占的比
重日渐增大，智力劳动在个人劳动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也日渐增大。如此一来，就提出了诸如此类
的问题：第三产业包括教育等是不是生产劳动，创不创造价值呢？ 
   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经济活动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以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和资
本全球化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国际间的经济往来十分频繁。据联合国贸易和发
展会议最新统计，截止2004年底，全球共有6.4万家跨国公司以世界为工厂，以各国为车间，在全
球范围内组织生产，形成85万多家海外分支机构，跨国公司内部贸易总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3以
上。 
   三、必须阐明我国社会主义现阶段与马克思当年所设想的社会主义不同 
   如前面所述，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是抽象的、本质的理论，探讨劳动价值理论在商品经
济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表现形式，这不是马克思的任务，他也不可能对当时还没出现的“阶段”的
一般理论的具体表现形式作出准确描述。这一任务正是马克思的后继者——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
应该做的事。将抽象的理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具体化，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 “实行
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是经典马克思主
义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最本质的表述。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在吸收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合理
成分的同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深刻的剖
析并指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产生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发展对自身否定的结果；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
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产物；为了同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相适应，社会主义必须实行全社会对生产
资料的共同占有。据此，马克思当年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条件下，通过变革
生产关系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在这一制度下，生产资料将实行全社会公有，建立单一的生产资料
社会所有制。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劳动，共同分享劳动成果。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设想，是根据对资
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规律的分析作出的预测，是建立在抽象的理性分析基础上得出的结
论，他们并没有为未来社会主义实践提出具体的方案。因此，与我们今天所实践的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也就有着很大的不同。 
   四、必须阐明我们今天研究劳动价值理论与马克思当年研究劳动价值理论的出发点不同 
   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是深深植根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并为实践所证明的科学理论。
然而它不是教条。根据时代发展变化的情况及各国具体实践的要求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
论，正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时代品质的内在要求。教学中能不能指引学生以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
理论为指导，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所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笔者认为，还必须
要讲清楚我们今天研究劳动价值理论的出发点与马克思当年研究劳动价值理论的出发点有何不同。 
   马克思当年研究劳动价值理论的目的是为了划清劳动与剥削的界限，为了揭示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的运行特点和基本矛盾，从而为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可以说，它
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但今天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研究劳动价值理论是在工人阶
级已经掌握了政权的情况下进行的，我们的目的不再是为了无产阶级革命，而是为了建设社会主
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用它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一个是为了革命，是破
旧；一个是为了建设，是创新，后者远比前者要复杂得多，艰难得多。因此，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
弘扬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时代品质，运用发展观和创新论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在不
同的学术争鸣和讨论中求得真理。而教学中向学生阐明以上研究劳动价值理论之目的的变化，正是
避免学生学习中陷入教条主义的关键所在。 
   结语 
   理论教学不仅仅是局限于理论本身的灌输，否则容易陷入教条。忽略了发现和探索，学习就
会成为学生被动地接受、记忆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创立至今，毕竟已经过去了一百多
年。如何能够使教学中学生不再高呼“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 如何能够指引学生活学活用马

 



克思主义，结合现代和未来经济发展的新动向、新特点、新趋势去理解劳动价值理论并用之于指导
实践，笔者认为，在讲授劳动价值理论时，明确劳动价值理论面临的现实，讲清楚劳动价值理论产
生及其发展的背景问题，显然十分必要。 
（作者单位：桂林工学院人文社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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