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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体系与现代西方经济学具有不同的哲学基础和思想方法。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体系以历史唯物主义或者说唯物辩证思想为基础，可进一步上溯到德国的古典哲
学。
在它看来，以最简单的归纳方法所得到的最简单的真理，总是不完全的，因为经验总是未完成的。
它强调事物的普遍联系和运动变化，要求以科学抽象的方法首先把握事物的本质和最一般的规律，然
后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进一步阐释一般规律或本质的特殊作用方式、表现形式以及以一
般规律为基础的事物的特殊规律。
现代西方经济学大体上是以英国的经验哲学为基础，强调经验的总结和归纳，甚至认为经验之外的事
物是不可知的，“本质”或规律是不存在的。
它突出了经济人行为以及行为背后的心理分析，遵循从特例到一般、从微观到宏观的分析路径。
而相对忽视对普遍联系、运动变化的市场背景的分析，或者说对市场背景偏于相对静态的分析。
正因为这样，同样是把研究对象放在严格约束条件下进行分析，马克思认为这种科学抽象能够得出本
质的、一般的结论，现代西方经济学则认为由此得出的结论仅仅是“特例”；放松约束条件后，马克
思认为得出的结论只是一般规律在具体条件下的特殊表现，而现代西方经济学则认为可以获得更为一
般化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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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研究以三大理论难题为主轴，在对这些理论难题进行探索的基础上，推进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
“体系创新”，从而将其落实到更为现实的经济层面。
    第一个理论难题是“转形问题”。
旨在通过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维护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既有体系的科学性，为其进一步拓展确定一个方
向。
在《资本论》第三卷出版以来的100多年中，西方学者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质疑、否定主要是围绕“
转形问题”提出来的。
而“两对总量”能否同时相等是这一问题的核心。
由于“两对总量”只能在“特殊条件”下同时相等，他们普遍认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一般条件”
下是不成立的。
通过对“转形问题”的具体研究，本书得出了以下几点结论：    1.在投入转化为生产价格的条件下，
要使“两对总量”同时相等，确实需要“特殊”的条件。
但是，用数学语言表述的“特殊条件”都可以还原为一个基本条件——总资本有机构成不变。
这一条件确实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转化理论所要求的，并且，在这一“特殊条件”下，投入是否转
化为生产价格没有实质性差异。
然而，这一条件的存在确实意味着马克思的转化理论运用了比较静态的分析方法，因而存在进一步动
态化的问题。
另一方面，在“一般条件”下，意味着总资本有机构成不能保持不变，依据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本
原理，即便投入资本没有变化，价值总量和剩余价值总量必然发生量的变化，总价格和总利润也会相
应变化，由此得出的总价格、总利润与比较静态条件下的总价值、总剩余价值不可能同时相等。
因此，不能由此得出马克思的转化理论乃至整个劳动价值论只能在“特殊条件”下成立的结论。
并且，进一步动态化的问题也是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理论等共同存在的问题。
    2.以生产价格计量的生产资料的“成本价格”与以价值计算的相应成本存在差别(“误差”)，但不能
把这种差别引申为总价格、总利润与总价值、总剩余价值的“误差”，更不能把这种“误差”强加于
马克思。
    3.在投入转化为生产价格且没有“特殊条件”约束的情况下，马克思在转化理论中所运用的平均价
值利润率与运用新古典均衡分析得出的利润率确实是不一致的，用以劳动时间为计价物得出的均衡价
格总计的总投入也是不确定的，这与我们“投入资本没有变化”的假定前提也不一致，这种不一致与
“两对总量”不能同时相等存在内在的关系。
这种不一致是由新古典均衡分析的“资本计量问题”引起的。
因此，就其实质而言，“转形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成“资本计量问题”的衍生物，或者说是这
一问题的幻影，由此产生的“转形问题”不但不能成为否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由，而且它表明将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纳入新古典均衡分析框架是没有出路的。
    第二个理论难题是复杂劳动的还原和价值一价格关系的重构问题。
这是本书的核心内容。
本书运用马克思提出的“简单平均劳动”作为复杂劳动还原条件下商品价值的量的表现形式和计量手
段，这是复杂劳动还原的重要基础。
基期的“简单平均劳动”与社会必要劳动具有相同的内涵。
将基期的“简单平均劳动”运用于比较期的商品价值衡量时，单位商品的价值具有量的确定性，它能
够克服“社会必要劳动”的量的伸缩性引起的麻烦。
在一定社会和时代条件下，“简单平均劳动”与社会必要劳动尽管表现为不同的计量单位，在总量上
依然是一致的，能够用一定的系数进行换算。
在不同的社会和时代，“简单平均劳动”与社会必要劳动具有不同的量。
这种差异表现为换算系数的差异，也表现为社会必要劳动本身的差异，因为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
正常”生产条件、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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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质等量劳动产品‘价值量’相等”这一命题是复杂劳动还原的又一基础。
本书运用马克思对立统一的哲学原理对这一命题进行了论证。
运用“简单平均劳动”的范畴和“同质等量劳动产品‘价值量’相等”这一命题，本书提出了两种复
杂劳动还原的具体思路。
一是以基期各部门的生产商品的平均耗费的直接劳动时间即基期的社会必要劳动为基期各部门的“简
单平均劳动”，然后根据“同质等量劳动产品‘价值量’相等”的原则，以不变价格计量不同报告期
的所有物量，这样可以得到不同报告期的总价格，其总价格可以通过该部门基期的价格一价值系数换
算成“总价值”。
二是以基期的生产价格进行还原。
基本方法是：首先从所有产品中选取一种产品作为基准产品，并求出所有产品与基准产品的比价系数(
比价系数求解以现行市场价格和全社会的平均利润率为基础)。
然后通过比价系数求新价格，再通过新价格求更新的比价系数。
这种迭代到达不动点时，由此形成的各种商品的最终价格，也就是以基准商品为基准的理论价格。
在此基础上，把单位基准商品的平均耗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作为“简单平均劳动”，通过基准商品确定
的价格一价值系数，其他商品的“简单平均劳动”可因此确定。
确定了基期各种商品生产的“简单平均劳动”之后，不同报告期的“价值总量”可通过与前一种方法
相同的方式求出。
由于这一分析是在假定所有劳动为生产劳动的条件下进行的，还必须将非生产部门的收人所体现的价
值作为一种变相的利润回归到生产部门。
具体方法是：第一种思路可把非生产劳动时间以一个平均的份额加到物化产品的“简单平均劳动”中
；第二种思路则可以把非生产劳动部门的收入作为总利润的一部分，并通过平均利润体现到物化产品
的理论价格的形成过程中。
    在复杂劳动还原和其他约束条件放松的基础上，本书对价值规律在较为具体的现实经济中的作用方
式进行了探讨，提出了以交换价值相等为基础的“非等价交换”原则；具体探讨了劳动价值对价格总
量和价格运行的长期趋势的约束作用，以及商品价格的市场决定问题；论证了商品价格由“价值总量
”的市场化再分配确定的观点。
    第三个理论难题是“资本计量问题”。
所谓“资本计量问题”，其实质是指新古典生产函数中投入资本的计量与利润率边际决定的循环论证
问题：已知利润率求资本量，再通过资本量求利润率。
由于琼·罗宾逊、斯拉法等运用这一问题对新古典经济学提出强烈质疑，由此引起了长时规的“两个
剑桥之争”，这场争论至今难以达成共识，由此还引出另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技术再转换”和
“资本倒流”问题。
“资本计量问题”引起的“技术再转换”或“资本倒流”现象使新古典经济学中资本密度与利润率的
逆向单调关系的结论及其相关的一些命题的科学性受到动摇。
解决“资本计量问题”的关键是确定一种独立于收入分配和价格决定的资本计量方式；“技术再转换
”和“资本倒流”问题的核心是不同“时期参数”(设备生产周期和使用寿命)条件下的利息问题，因
而，只有利息的本质及其源泉得到合理的说明，这一问题才能获得合理的阐释。
对于这些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剑桥学派都不可能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案。
事实上，斯拉法的“标准商品”理论同样受到“资本计量问题”的制约，以致不得不陷于循环论证或
预设待证的结论。
对此，本书在复杂劳动还原和拓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对“两个剑桥之争”提出的理论难题
进行了合乎自身理论逻辑的说明。
    在这里，我们对斯拉法体系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指出这一体系存在下面几个问题：(1)商品生产
所费劳动与商品所购劳动存在矛盾。
(2)“标准商品”论证存在多重潜在的循环论证，即商品价格决定与劳动对资本的比例确定的循环、“
标准商品”与“标准体系”的循环、“合成商品”与生产方程的循环。
摆脱这些潜在的循环论证的唯一出路只能是预设待证的结论，因此，“标准商品”理论既缺乏现实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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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又缺乏逻辑的合理性。
(3)由于根深蒂固的利息率观念的存在，劳动还原只有在利润率为零的空想条件下才能成立。
(4)联合生产理论并不是对现实生产的合理反映，且在逻辑上难以成立。
    另一方面，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初步论证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兼容互补关
系，并提出了以下几个观点：(1)新古典经济学要解决独立于收入分配和价格决定的资本计量方式，要
树立必要的“历史观念”，要正确对待“时间价值”，都必须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2)马克思劳动价
值论的发展可以为凯恩斯理论提供合理的宏观基础；(3)发展经济学只有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为指导
，同时吸收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合理因素，才能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如何处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如何处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现代西方经济学
的关系，是本书的主题所在。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既有体系是在诸多约束条件下通过科学抽象获得的对经济表象背后的本质的认识
，研究重点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它通过价值源泉和分配关系的研究，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发展趋势和一般规律。
它对经济增长、市场价格决定等具体经济现象的说明是原则性的、抽象的。
本书通过约束条件的有序放松，使价值规律的作用落实到更为具体的现实经济层面，揭示其较为特殊
的作用方式，以及经济增长、市场价格决定等方面的特殊规律。
这种在约束条件全面放松的基础上重构的理论体系，可以称为“广义转化理论”，它与马克思劳动价
值论的既有体系形成一种相互联系、相互制约而又相对独立的关系，它们是一般与特殊、抽象与具体
的关系，它们的差异以约束条件为转移。
    在复杂劳动还原和价值规律作用方式转化的基础上，根据商品和价格的重新定义，通过引入产权、
收入分配和存量价值等因素，本书对商品的价值一价格关系进行了重构。
市场价格的决定被看成是“总价值”的市场化再分配。
商品价值与价格不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个别商品的价格可以进一步背离乃至完全脱离自身的价值。
在“价值总量”约束和交换价值相等的商品交换原则基础上，个别的、具体的和短期的商品价格决定
反映着市场供求力量的对比。
因此，以价格理论为基础的现代西方经济学可以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获得合理的存在空间，马克
思的劳动价值论则居于基础性、指导性地位。
这样，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得到较为合理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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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问题的阐释    3.5.1  价值总量的增长及其机制    3.5.2  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问题    3.5.3  基于
不同价格体系的国际经济比较问题    3.5.4  价值源泉与剥削问题    3.5.5  关于生产价格理论的进一步说
明4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拓展：经济学新综合的基础  4.1  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缺陷    4.1.1  货币工资率和
利息率决定中的逻辑问题    4.1.2  资本计量与利润率边际决定的循环论证    4.1.3  技术选择与资本密度、
利润率的关系问题  4.2  斯拉法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4.2.1  商品生产所费劳动与商品所购劳动存在矛盾 
  4.2.2  “标准商品”不能作为“不变的价值尺度”    4.2.3  劳动还原中存在的问题    4.2.4  联合生产理论
难以成立  4.3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经济学中的地位    4.3.1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与“剑桥资本争论”   
4.3.2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兼容互补关系结束语中英文人名对照表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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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转形问题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拓展”是围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体系的继承与创新及其与现代西
方经济学的关系展开理论思维的。
理论创新是以科学继承为基础的，但是，每一种理论要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都必须与不同时期的时
代使命紧密结合。
因此，本书在处理如何继承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本思想方面，没有把重点放在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
基本思想和原理的简单重复方面，而是通过解答国内外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提出的主要质疑来维护马
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性。
与此同时，本书自始至终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精神实质贯穿于理论体系的发展、创新方面。
在经过发展、创新的理论体系中，尽管对“商品”“价格”等概念以及价值量的表现形式和价值规律
的作用方式进行了新的表述，生产劳动、价值、价值规律等核心范畴依然以原有的内涵为基础。
我们不是离开原有体系进行另起炉灶式的创新，而是首先找出原有结论的各种明确规定或暗含的约束
条件，然后依照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理论扩展的内在路径，通过约束条件的逐步放松，使理论
在更为具体的层面加以拓展。
这种拓展不是对原有理论的否定或替代，而是原有理论的具体化和进一步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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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转形问题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拓展》的研究以“转形问题”、复杂劳动的还原和价值一价格关
系的重构问题和“资本计量问题”三大理论难题为主轴，在对这些理论难题进行探索的基础上，推进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体系创新”，从而将其落实到更为现实的经济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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