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T产品价值增值机制和路径 

袁泽沛，石 梁 张 莹 

(武汉大学 商学院，湖北 武汉430072) 

摘 要：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修正的IT产品价值决定模型，并由此更进一步地解释了IT产 

品价值增值机制和 IT产品价值增值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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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前言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 

的数学表达式为：w=c+v+m。其中 C表示不变 

资本， 表示可变资本，m表示被资本家剥削 

的由工人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为了反映 

技术、资本、知识、人力资源、管理创新(企业 

家精神)以及市场交换(服务)等因素对产品 

价值结构的影响，本文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 

模型进行了修正与完善。修正后的劳动价值 

模型可用数学公式表示为： 

W=Ic C +IV vR十v v +IM M M 

(1) 

其中，C，为企业的固定资产投入；Co为 

企业固定资产投入的折旧；V 为企业技术资 

本，主要指企业用于技术创新的投入费用； 

为企业的人力资本，主要指企业用于提升 

人力素质水平的投入；V，为企业管理创新， 

主要指各种实现管理创新的支付成本，包括 

对企业家的激励支出等；V 为企业市场服务 

投入，一般可用企业的市场营销费用来表 

示； 为所有者的权益； 为经营管理者剩 

余权益； 为企业所有员工的资金福利。 

在公式(1)中，构成产品价值 的各价 

值因素 C，、 、 r、 、 ，、 、 、 、 的权 

重在同一产业的不同企业问、不同产业的不 

同企业问，均会呈现出不同的组合比例，这 

反映了不同企业产品市场竞争力的差异⋯。 

因此，我们可以用劳动价值论的修正模 

型来拟合IT产品价值的生成机制。根据劳 

动价值论的修正模型，IT产品价值结构模型 

可以表示为如下的函数式： 

n= C )十 (2) 

在式(2)中， 为IT产品价值，是 C，、 

r、 、 、 、 复合而成的函数。 

式(2)表述的IT产品价值结构模型，刻 

画了关于IT产品价值增值的机制与路径。 

1 IT产品价值增值机制 

关于IT产品价值增值推动因素的内涵， 

式(2)表述的IT产品价值结构模型表明： 

(1)当时间 时，lim --0，刻画了 
uu F 

初始投资对其后续的IT产品价值增值的影 

响。从实证上看，IT产业一个明显的特点就 

是，IT产品生产初始沉淀成本庞大、边际成 

本趋于零。这一特点要求 IT产品必须具有足 

够容量的市场，以平摊高额的初始成本，进而 

降低平均成本。这说明，IT产品高额的初始 

生产投资，是一次性完成价值转换的，即高额 

的初始投资决定了IT产品初始价值的高水 

平特点。这也是IT产品相对于一般工业品而 

言其具有高价值性的原因之一，即当t— 

时lim O W rr
一 0所刻画的内涵。 

U f 

(2) OWrr>0说明了研发费用增加所引 
U r 

致的技术创新、技术提升对IT产品价值增 

值的后发推动作用。从实证的角度考察，微 

软操作软件从 MSDOS到Windows XP的发 

展历程，都强烈表明了技术革新、技术升级 

与跨越突破对IT产品价值增值的驱动作 

用。 

(3) >0同样说明了IT产品价值增 
u u R 

值的另一力量来源：人力资本的优化。人力 

资本对IT产品价值增值的作用，不仅表现 

为IT企业人力资源在某一特定专业领域内 

质与量的提升，同时也表现在动态发展历程 

中IT企业人力资源组合的优化上。在IT产 

业发展的初期 ，由于技术是决定 IT产品市 

场竞争胜负的关键，因此此时IT企业人力 

资源技术水平将是其产品价值量大小的关 

键。随着竞争的发展，IT产业服务化趋势的 

来临，必然要求 IT企业人力资源在市场服 

务经营 上具有相当的独特实力。 

(4) >0表明IT企业市场运作对价 
u r S 

值增值的作用。IT产品市场表现出的品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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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服务化趋势就是很好的证明。比尔·盖茨 

在微软公司发展的早期，通过低费用的市场 

策略，将其操作软件 MSDOS与IBM个人电 

脑捆绑销售，迅速扩大市场份额的实例，说 

明了IT企业市场运作对IT产品价值增值的 

作用。这便是 >0内涵的体现。 
u S 

(5)f 刚im鬻：0，一~．ba 'Wrr<0 
则说明了风险资本在发挥“孵化器”作用后， 

对 IT产品价值增值的影响呈现出下降趋 

势。IT产业是一个高风险、高收益的产业，为 

启动一个IT企业的初始运作，必须要有风 

险资本的介入。美国IT企业的繁荣很大程 

度上得益于其国内风险资本市场的完善与 

有效的运转。高风险高收益转嫁到IT产品 

的价值中去，这也是IT产品价值高于一般 

工业品价值的原因之一。但是，就风险资本 

的本质而言，其追逐的是资本投资收益，一 

旦其目标达到，其会很快退出。在IT产业 

中，最初由风险资本资助建立的IT企业，一 

般最后都以由管理阶层收购风险资本股份、 

风险资本退出rr业而告终结。这也客观地 

说明了风险资本与 IT产品价值增值的内在 

关系 鬻 <0。 

(6) >0，表明了管理创新对 IT产 

品价值增值的促进作用。在全球化竞争的浪 

潮中，日本竞争力由20世纪 80年代的强势 

转变到了90年代的衰退，这其中的一个重 

要的原因就在于，日本 “没有出现比尔·盖 

茨”。“比尔·盖茨”对于IT产业或一个国家 

而言，不再仅意味着一个个人的名字或者个 

人的财富，而是正如熊彼特所刻画的“企业 

家精神”。“企业家精神”是一种资源，它对于 

企业而言就是代表了一种潜在的财富。但 

是，要将“企业家精神”转化为企业财富，必 

须通过一定的载体，并在市场交换中展现自 

身的价值。因此，“企业家精神”在管理创新 

中转化为rr产品的内在价值翻。 

综上所述，可见在决定IT产品价值的 

价值源泉因素中，技术创新、人力资源、市场 

营销运作(服务化)以及作为“企业家精神” 

本质的管理创新四大因素，是 IT产品价值 

增值的四大驱动“车轮”。如果我们用 表 

示 IT产品价值的增值 ，则一个关于 IT产品 

价值增值的模型可以表述为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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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式中： 

(1)W 表示 IT产品价值的增值，其是 

， ， ， ， 的复合函数。 

(2)在某一时期 +1]内， >0；当 

+1时，lim =0。其中，Vr'表示的是IT 

企业的边际技术创新。 

(3) >0。其中VR'表示的是IT企 

业边际人力资源优化，它意味着IT企业在 

某一专业领域内的技能提升，也意味着 IT 

企业人力资源组合优化效应。 

(4)在 IT产品的整个生命阶段(to t )， 

0；当t---~t。 im需 -0'当 
时，lim = 。其中Vs'表示IT企业市场 

营销费用的边际增长量，或者 IT企业产品 

市场服务质量的边际提高率。 

(5) >0。其中VE'表示为企业家的 

新一轮管理创新。 

2 IT产品价值增值路径 

关于IT产品价值增值的四大驱动 “车 

轮”作用于 rI’产品价值增值的增值轨迹， 

(3)式表述的IT产品价值增值模型的深层 

内涵表明： 

(1)在某一时期[cl'cJ+1]内，等 >0；当 
f---~t 时’lim =0表明：一方面在某一 

时期i内，IrI’产品的技术创新对IT产品价值 

增值存在正相关的推动和增进作用，这是 IT 

技术作为其产品价值增值源泉的内涵；另一 

方面，在某一时期 i内，当时间t 趋于t 时， 

lim =0则说明IT技术创新的价值增值 

效应具有阶段跨越性，即某种新的 IT技术 

在初始阶段对 IT产品具有较大的增值效 

应，但随着时间推移，其效用在递减，从而技 

术创新必须进行新的突破，以带动 IT产品 

价值的新一轮增值。 

综上所述，依据式(3)表述的IT产品价 

值增值模型内涵以及一般技术扩散的⋯S’路 

径特征，我们可以用图 1中的曲线来刻画 IT 

技术创新作用于IT产品价值增值的增值轨 

迹过程 

如图 1所示，在整个IT技术创新贯序 

中，IT技术创

第一，IT技术创新增值的轨迹总体上是一条 

向上延伸的曲线，这是 >0的内涵，表 
U T 

明了技术创新对 IT产品价值增值的总体推 

进作用。第二，IT技术创新的价值增值效应 

具有阶段跨越性。在[t⋯t]时期内，推动价值 

增值的是技术 。在I￡J，t ]时期的初始阶段， 

技术 。的价值增值效应强烈，但当时间趋于 

[t t]时期的末期时，技术 作为增值发动 

机的效应趋于零，从而被新的技术创新 、 

所替代。 

Ⅱ ／ ～IT技术创 

增值轨迹 

rr技术 

／ ： ： 新贯宦 

图1 IT产品技术创新增值轨迹 

(2) >0表明：IT企业人力资源的 
u  r 

持续优化，是IT产品价值增值的不竭源泉。 

如果说从表征上看，IT技术的创新与跳跃式 

创新是 IT产品价值增值的直接发动机的 

话，那么，IT企业人力资源的纵向优化和横 

向的组合优化则是lT企业技术创新与跳跃 

式仓IJ新的动力燃料。结合 >0与 > 

0两方面的内涵，IrI’人力资源价值增值轨迹 

可用如图2所示的曲线来拟合。 

源增值轨迹 

增值起点 

IT人力资源 

边际优化 

图2 IT人力资源增值轨迹 

(3)在 IT产品的整个生命阶段(￡o，t )， 

> ，lim ：o，当 

时，lim = 表明：一方面，在IT产品的 

整个生命周期内，IT产品市场营销的服务化 

是IT产品价值增值的不竭源泉，这是市场 

营销服务化自身价值的体现，也是市场营销 

服务化作为IT产品价值力量源泉的内涵； 



另一方面，市场营销服务化在IT产品生命 

周期的初始时刻，其作为 lT产品价值增值 

的推动力，力量十分有限，但随着市场竞争 

的激烈化 ，市场的服务化逐渐成为影响 lT 

产品价值增值的主流力量，且这种主流力量 

还呈现出“滚雪球”式的加速特征。 

在 IT实证上，IT产业利润分布状况的 

变化印证了上述结论。随着 IT产业竞争的 

加剧，制造和销售环节的利润率越来越低； 

I1’市场服务业不断持续加速扩张，并成为了 

新的主要利润增长点 ，如图3所示。 

利 
润 

图 3 IT利润价值链分配格局的演变 

因此，综合在IT产品的整个生命阶段 

^)， ---'to Iẗ im =o， 

当 lim = 的两方面的内涵， 

化 

值 

市场服务化 

图4 IT 市场服务化增值轨迹 

我们可以得到如图4所示的IT市 

场服务价值增值轨迹。 

(4) 表明：体现“企业家 

精神”资源本质属性的IT管理创 

新，是IT产品价值增值的不竭源 

泉。但不同的是，IT管理创新价值 

增值的特点就是，管理创新有自己 

的生命周期性，持续的管理创新会导致产品 

价值增值在量变到一定的程度时导致价值 

的质变，从而使产品价值增值的运动轨迹出 

现所谓的折断与跳跃。由于IT管理创新的 

无形性，管理创新导致的增值跳跃与折断， 

难以用定量

将不能用技术创新、人力资源优化以及市场 

服务化来解释的 IT产品价值增值部分称为 

“增值余数”。这一“增值余数”可归到管理创 

新贡献目录下。IT管理创新的增值路径可描 

述如下(图5)。 

IT管理创新 

图5 IT管理创新增值轨迹与“增值余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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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increased M echanism and Value．．added Path of IT Product 

Abstract：Based on Marx’S labor theory of value，a revised value decision model of IT product has been estab- 

lished．Further to this model，we have explained a value-increased mechanism of IT product and a value-added 

path of IT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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