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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服务经济思想史》梳理了经济思想史中不同年代的经济学家对服务的不同理解：追溯了古
典时期和马克思的服务理论；介绍了20世纪30－70年代之间逐渐获得影响力的三次产业理论和“后工
业社会”思想；最后探讨了20世纪后期出现的“新工业主义”，该观点强调工业是服务业扩张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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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现在，我们来探讨服务业的生产性质。
它能够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吗？
服务性劳动的结果是有用的，也是物质性的（将其结果称为非物质性是对语言的滥用）。
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秩序中，把生产服务业产出所需的劳动视为价值（服务商品的价值）是理所当
然的。
受雇于物质生产部门的典型工资收入者在某种意义上也在提供服务。
所不同的只是他的劳动被固化并投射在某个特定的物质形式上，这一物质形式有利于资本对其付出的
劳动时间作出合适的评价。
在商品经济社会中，劳动时间可以用来衡量产品价值，但这一点并不能改变劳动也是一种“服务”的
性质。
但是，服务业部门工人的劳动时间被固化的方式不同，使其并不适合于这种评价标准。
　　解决个人服务业劳动生产性问题最简单的理论方案可以是这样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创造
价值和剩余价值，不论其产出的形式是否适合于资本主义形式。
我们可以从自然形式和经济形式的差别中得出某些推论。
首先，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个人服务总是在生产的同时就被消费掉，与此同时劳动转化为货币和利
润。
而当时，生产性劳动、剩余价值和利润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别。
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些服务的提供已经社会化了。
在特定地点完成某项服务工作和在不同地方完成相似服务工作之间的关系必然与普通产品所适用的关
系有所不同。
竞争的形式多种多样，市场的类型也不尽相同。
购买服务的个人不构成产品价值，但服务活动仍然需要购买者的积极参与。
个人服务可以由工资收入者提供，但此类服务由独立的专业人士和个体经营者提供更为合适。
另一方面，服务活动的机械化、全新的运输条件及信息技术使得距离和时间不再是问题，很有可能成
为个人服务业导向企业化运作的最重要因素。
　　2.运输部门　　上述分析应用到运输部门能得到一个更令人满意也更为复杂的结果。
我们首先回顾一下马克思对运输业的分析。
　　在商品运输方面，马克思清晰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因为商品的效用是否实现取决于其所处的地点，将商品从A地运输到B地也就相当于对商品本身作了变
动。
马克思认为运输部门的劳动有其价值的外在形式，即所运输商品的价值。
如果上述论断成立，我们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马克思如何对待客运工作。
尽管马克思对这两类运输作出了区分，却没有进一步关注客运，这一点可以从以下摘自马克思《剩余
价值理论》的篇章看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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