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劳动价值论与商品价格走势冲突的探讨 

文/闫德忱 

   石油的涨价和手机的降价是不争的事实。一般商品从长期看亦有此趋势只不过表现程度不
同，比较明显的还有房产、农产品、家电等。 
   从较长时期看，商品价格变动总体来说有两种走势：一种是上升、一种是下降。 
   而按照劳动价值论的观点，随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商品的价格会下降。 
   一、价格走势的规律性。 
   价格走势是有一定规律性的。其规律性随着历史的发展是发展的。 
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任何商品都由劳动和自然物质组成，商品价格的变动也正是这两
个因素作用的结果。 
   两个世纪前自然资源稀缺性在生产中还没有作为主要矛盾凸显。在自然资源充足的时代，商
品价格形成主要因素是劳动，因为自然资源是极大丰富的，所以自然资源采掘前价格可以忽略不
计。从自然资源的采掘经过各道工序劳动的累积形成商品价值。即商品价格主要决定于商品中凝结
人类劳动量，按照劳动价值论的观点，商品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是完全合理的。 
   两个世纪后的今天，人类劳动生产力大为提高。人口增长科技进步资源储量不断被探明，又
由于人口增长凸显出自然资源的稀缺。一方面，自然资源尤指不可再生性资源采掘前就有一定价格
而且价格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另一方面，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单位商品中价值量呈不断下降的
趋势。那么有价格的资源经过不断劳动生产的商品应该有价值和资源价格两种成分。比如，石油从
十美元升到六十美元若不考虑通货膨胀可以看出其中最少有五十美元是自然资源价格。（而如此大
的涨价幅度通货膨胀的影响将是很微弱的。）因为十美元的时候凝结的价值会随着劳动生产力的不
断提高而减少，那么十美元是劳动凝结的极限，因此升价的根本是稀缺资源价格。 
   二、劳动价值论和资源稀缺理论的结合。 
   商品中劳动的因素仍然是重要的，当今世界很多商品的科技贡献率都很高。而科技进步的速
度也是一日千里。新科技的出现必然导致旧科技的大大贬值，科技体现了极强的再生性。然而自然
资源尤指不可再生性资源价格增长较快。 
   （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建设创新型国家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自然资源作为生产活动的主流地位将进一步凸显。所以经济活动中应
该处理好资源和劳动之间的关系，当今世界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加强了石油储备。日本则特别重视
资源节约、再循环、再利用。我国虽然贸易顺差明显，外汇储备势头强劲，但换来这些的是初级产
品及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可以说是在预支未来。 
   我们可以设想中国的经济不断发展将导致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管理趋于完善，科技不断进
步。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经济互补性将弱化，这将导致伙伴不断向竞争对手过渡。自然资源作为生
产活动的主流地位将进一步凸显。 
   因此，我国应注重宏观战略调整： 
   1、 减少初级产品及低附加值产品出口，减少自然资源流失，提高创新能力加强高附加值产
品出口。出口低附加值产品相当于变卖家底。 
   汽车、日用化工品等也由于缺少核心技术，品牌来自于国外受制于人。 
   由于利润低下，不利于技术投资和生产规模扩大，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近年来将造成近
30%国产手机企业落马。这就是没有自主核心技术的代价。 
   于是，随产品出口资源大量外流，而技术的掌控者则控制着我国企业的命脉，并成为理所当
然的食利者。 
   “技术能引进，创新不能引进”，所以提高附加值关键要加强国内技术创新。 
   2、在现实生产能力条件下，国内生产要素有机组合有能力创造巨大生产力。 
   在我国国内有巨大的产品需求，国内经济增长势头强劲，如果能处理好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
系，利用国内消费拉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将是上策。“不战而驱人之兵，上之上者也”。 
   3、进行自力更生，自立自强，降低国际贸易依存度，化解金融风险。 
   要建立科技转化生产力机制，比如“中国脑”研制数十年，其技术产品却一直高价进口。 
以资源换技术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在技术、资金、管理方面自强自立能改变我国经济对外依赖
性。 
   （二 ） 企业活动谋划 

 



   1、企业较好地预测商品价格变动的趋势和商品价格波动的范围，为企业经营管理的科学决策
提供理论依据，指导企业避免由于商品价格大幅波动而遭受损失。 
   2、经济增长将因为土地资源稀缺性使农产品价格不断提升。 
   3、半导体效应。主要体现在科技含量高同时用材少的产品。这类产品降价是特别迅速的。比
如手机等，相比之下汽车虽是高科技产品却不完全属于这一类。 
   （三 ） 消费行为影响 
   1、消费选择 
   一般半导体效应产品，由于是一种高科技产品存在炫耀性消费人群，但一旦问世之后普及迅
速，又由于科技更新速度快，用材少所以降价最快。 
   2、保值性能 
   用材较多，稀缺资源含量较大的产品一般保值性能强，比如，房地产。 
   住房价格将不断升高，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土地稀缺决定的，二是房体构建材料稀缺决定
的。 
   汽车价格将不是很明显变动。 
   3、农产品消费 
   农产品将不断提价。土地稀缺性将更加明显，人力成本不断升高是劳动密集型农产品提价的
主要诱因。 
（作者单位：吉林农业科技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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