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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现代企业活劳动减少而价值量增加之谜
———一种劳动价值论视域的研究

刘冠军　邢润川

[摘要 ] 科技应用导致现代企业“活劳动相对减少而价值量不断增加”的矛盾之谜 , 实

质上是传统价值理论与当今经济社会现实的矛盾。在现代经济社会语境中 , 将科技劳动与价

值的关系纳入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范围 , 能够合理地解决这一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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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科技的迅速发展和科技在经济社会领域

的广泛应用 , 尤其是自 20 世纪中叶以来的新科

技革命的深入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推进 , 马克思

的劳动价值理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 遇到了

一系列难以直接回答的新问题。其中 , 一个典型

而关键的问题是 : 科技的应用导致现代企业“活

劳动相对减少而价值量不断增加”, 这也就是理

论界所谓的“现代企业活劳动相对减少而价值量

不断增加的矛盾之谜”。是否能够运用马克思劳

动价值论基本原理、基本思想对这一问题作出科

学合理的解答 , 成为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能否接

受挑战、经受检验和取得发展的一个关键。

　　一、科技应用导致现代企业“活劳动

相对减少而价值量不断增加”矛盾之谜的

由来

科技的应用导致现代企业“活劳动相对减少

而价值量不断增加”的矛盾问题 , 是我国理论界

运用传统价值理论来解释现代企业由于科技的发

展和应用所导致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一社会事

实的过程中而产生的。许多经济学专家和学者在

运用传统经济理论来解答这一问题时 , 总是显得

“力不从心”, 显得难以“自圆其说”, 不能令人

信服。具体说来 , 我国传统经济理论得出“商品

的价值量与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成正比而与

劳动生产率成反比”的结论 , 主要是引用马克思

的这句话 : “劳动生产力越高 , 生产一种物品所

需要的劳动时间越少 , 凝结在该物品中的劳动量

就越小 , 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小。相反地 , 劳动生

产力越低 , 生产一种物品的必要劳动时间就越

多 , 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大。可见 , 商品的价值量

与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量成正比 , 与这一劳动

的生产力成反比。”〔1〕运用这一思想来直观地、机

械地考察现代企业由于科技的应用所导致的劳动

生产率的提高这一社会事实时 , 从表面上看 , 的

确存在着矛盾的两个方面 :

一方面 , 伴随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科学技术在

现代企业中的运用 , 现代企业中的“在现场操作

的生产工人”的人数逐渐减少 , 即现代企业中的

“活劳动”逐渐减少。这就像马克思在当时分析

科学技术的产物 ———机器的运用 , 必然产生“排

挤工人”〔2〕的现象一样。而工厂中“活劳动”的

减少 , 必然导致凝结在生产产品中的劳动量减

少 , 进而使生产产品的价值减少。

另一方面 , 在现实中 , 由于科学技术在现代

企业中的运用 , 必然提高劳动生产率 (力) , 使

现代企业生产出更多的价值 , 获得更高的经济效

益。这也如马克思所指出的 : “生产力特别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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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起了自乘的劳动的作用 , 或者说 , 在同样的

时间内 , 它所创造的价值比同种社会平均劳动要

多”〔3〕, 而且这种企业获得的“相对剩余价值与

劳动生产力成正比。它随着生产力提高而提高 ,

随着生产力降低而降低”〔4〕。

综合上述两个方面 , 构成了科技应用所导致

的现代企业“活劳动相对减少而价值量不断增

加”的矛盾问题。

　　二、科技应用导致现代企业“活劳动

相对减少而价值量不断增加”矛盾之谜的

症结之所在

笔者认为 , 由于科技的应用而导致的现代企

业“活劳动相对减少而价值量不断增加”的矛盾

之谜 , 实质上是传统价值理论与当今经济社会现

实的矛盾 , 是机械地理解马克思关于商品的价值

量与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成正比而与劳动生

产率成反比这一结论 , 没有充分注意到马克思创

立劳动价值论和得出这一结论的社会背景、历史

条件和劳动价值理论之理论建构的出发点而导致

的。进一步讲 , 是没有将科技劳动尤其是从事理

论研究的科学劳动 (或基础性科学劳动) 纳入价

值创造的范围 , 而仅仅将科技劳动的产物 ———科

技成果 ———看作是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外在条件所

导致的。

马克思在其劳动价值论中关于商品的价值量

与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成正比而与劳动生产

率成反比的结论 , 是在当时多方面的社会历史条

件下得出的。笔者认为 , 其中最主要的社会历史

条件有以下几个方面 :

第一 , 当时的科学实践活动与经济实践活动

是相分离的。自近代科学诞生以来 , 科学知识的

生产即科学实践活动 , 一方面 , 从物质生产实践

活动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实践活动 , 大大

推动着科学的发展和成熟 ; 另一方面 , 从某种意

义上讲 , 科学知识的生产从此便游离于经济活动

之外 , 即科学实践活动与经济实践活动是分离

的。这正如贝尔纳在分析研究这一历史现象时所

指出的 , 尽管“科学的确是有利可图的”, 但是

科学家们的“个人和集体不追求超过研究工作所

需要的金钱和权力”〔5〕。科学和经济的分离 , 使

马克思在创立劳动价值论并构建其政治经济学理

论体系时 , 不得不着重抓“经济”主体或主要矛

盾 , 即着重研究当时企业内部生产过程中的劳动

与价值的关系 , 将“科学”仅仅看作是劳动生产

力提高的外在条件 , 没有具体考察科技劳动与价

值的关系。

第二 ,“自然科学是不费分文的生产力”, 这

是当时的一个社会历史事实。在马克思时代 , 科

学与经济的分离以及其它方面的原因 , 造成了这

样一个历史事实 ———科学成果尤其是理论科学成

果的运用是“不费分文”的〔6〕。这如马克思所表

述的 : “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势必引起科学和劳

动的分离”〔7〕,“资本不创造科学 , 但是为了生产

过程的需要 , 利用科学 , 占有科学”〔8〕。资本对

科学的利用和占有是无偿的 , 在一定意义上讲 ,

科学是“不需要资本家花钱的生产力”〔9〕, “使资

本家不费分文的生产力”〔10〕。马克思在创立其劳

动价值论并构建其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时 , 尽管

已经洞察到 , 随着社会的发展 , 资本家对科学的

利用不可能将继续是不费分文的 , 但是为了揭露

资本剥削工人的实质 , 揭示价值的源泉和剩余价

值的来源 , 不得已将科学劳动的产物 ———科学成

果 , 看作是“不费分文”的 ,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

政治经济理论分析。

第三 , 当时科学的认知背景是以“简单性”

科学为核心的。“简单性”科学是相对 20 世纪中

叶以后出现的系统论、信息论、耗散结构论、协

同学、突变论等“复杂性”科学而言的 , 是一种

以分析性、还原性、孤立不变性为特征 , 并且以

建构线性和机械性模型为标志的科学。这种“科

学”的研究方法“是由伽里略、牛顿、培根、笛

卡儿发展出来的 , 再由洛克、亚当·斯密、达尔

文将它扩展到生物、社会和经济领域的。这是一

种原子论和机械论的认知图像 , 它认为世界是由

可以分割开来的大小不等的实体组成 , 这些实体

之间由某种作用力来维系 , 较高等级的实体的属

性都能从组成它的较低等级的那些实体的属性和

相互作用中得到解释 , 它们都受某些决定论的规

律的支配 , 沿着单一轨线进化”〔11〕。只有在这种

认知背景中 , 才能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为什么在当

时只对“纯经济”领域的生产劳动与价值的关系

展开论述 , 而未对科技活动领域的科学劳动与价

值的关系展开分析。

第四 , 马克思创立劳动价值论的根本目的是

为国际工人运动的正确发展提供理论依据。马克

思根据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理论背景 , 针对社

会实践中工人运动的不同派别、不同观点和不同

主张 , 对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来源及资本主义生产

的实质等作了科学合理的揭示 , 其根本目的是为

国际工人运动的正确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因此 ,

马克思在创立和运用劳动价值论进行具体理论分

析时 , 总是抓住当时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

面 , 而将当时的一些次要矛盾和矛盾的次要方面

“舍弃掉” (只是在必要是偶尔论及) , 以便于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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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分析和解决。而且也只有如此 , 才能达到其

根本的目的。

应当特别注意的是 , 马克思作为一位伟大的

理论家 , 在进行科学的经济研究时是极其严谨、

周密和系统的 , 对上述的情况 , 马克思不仅都已

经洞察到 , 而且在必要之时都有所交代。譬如 ,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特别指出 , 科技产

品作为商品“可能是最复杂的劳动产品”, 科技

劳动“可能是最复杂的劳动”, 但是为了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的方便 , 即“为了简便起见”, 我

们将这种最复杂的劳动及其产品的价值加以“简

化”,“把各种劳动力直接当作简单劳动力 , 这样

就省去了”以后再“简化”的“麻烦”〔12〕。从科

学研究方法论的角度讲 , 这是可行的、必要的 ,

而且就当时的具体情况来看 , 也是必须的。因为

不进行这样的“简化”, 是难以建构起“庞大的”

《资本论》体系的。

因此 , 马克思所创立的劳动价值论 , 以及据

此得出的商品的价值量与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时

间成正比而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的结论 , 在当时

的历史条件下是合乎实际的 , 是科学的。问题在

于 , 如果将马克思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创立的理论

和得出的结论 , 机械地套用到对科技与经济一体

化的现代企业中的劳动与价值的关系的分析 , 势

必产生理论与现实的矛盾。

　　三、科技应用导致现代企业“活劳动

相对减少而价值量不断增加”矛盾之谜的

破译之前提

科技应用导致现代企业“活劳动相对减少而

价值量不断增加”的矛盾之谜的破译之前提 , 就

是系统地分析科技劳动与价值的关系。换言之 ,

要想科学而合理地解答科技的应用导致现代企业

“活劳动相对减少而价值量不断增加”的矛盾问

题 , 必须在坚持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基本原

理、基本方法的前提下 , 将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

加以发展。因为 , 从理论建构的社会历史条件来

看 , 现代社会条件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已经发生

了巨大的转变。表现在 :

第一 , 世界主题已经发生转换。从马克思所

处的时代到现时代 , 世界主题发生了复杂的新的

转换 , 由“战争和革命”转换为了“和平与发

展”,“经济增长和社会全面发展”成为衡量社会

优越性的主要指标题。邓小平早在 1985 年就以

敏锐的深邃的历史眼光洞察到了这一世界局势的

历史转换 , 他指出 :“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 ,

带有全球性的战略问题 , 一个是和平问题 , 一个

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概而言之 ,“和平

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13〕世界主题的

转换 , 导致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斗争方式

的转换 , 由军事优势的竞争转换为综合国力的竞

争 , 尤其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泉

———科学技术的竞争。也正是在这样的世界历史

背景下 , 邓小平同志鲜明地提出了“科学技术是

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既然科学技术是第一

生产力 , 那么 , 就没有理由将科学技术排除在经

济范畴之外 , 这时 , 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之核

心和基石的劳动价值论也就不应当仅仅研究“纯

经济”领域的生产劳动与价值的关系 , 而应当且

必须将科技劳动纳入价值创造的范围来分析科技

劳动与价值的关系。

第二 , 科技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

化或质变。在当代 , 科技与经济、科技知识的生

产与经济活动已经融为一体 , 达到了一体化的紧

密程度 , 呈现出科技经济化和经济科技化的大趋

势。而在科技与经济一体化的社会事实面前 , 人

们在研究经济现象时 , 没有理由不对科技的经济

功能进行分析。这在客观上要求将马克思劳动价

值论从“纯经济”领域拓展到科技生产领域。

第三 , 经济形式的发展产生了质的分跃。马

克思时代的经济形式主要是工业经济 , 与此相适

应 , 价值的创造主要表现为工人的劳动。因此 ,

马克思在创立劳动价值论时 , 主要分析研究了生

产工人的劳动与价值的关系 , 尤其是在他的代表

著作《资本论》中 , “把各种劳动力直接当作简

单劳动力”〔14〕来处理。社会发展到今天 , 经济形

式已经开始和正在发生质的飞跃 , 突出地表现为

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高新科技的产业化 , 形成了

大量的知识密集型高新技术产业。这些高新技术

产业表现出高效益、高智力、高投入、高竞争、

高风险、高势能的“六高”特征和技术的改造、

技术的复合、技术的创新的“三新”属性。这些

高新技术产业及其特点显示出高新技术成果能够

迅速地转化为经济效益 , 甚至直接显化为经济效

益。这正是知识尤其是科技知识之经济效益的体

现。从这个意义上讲 , 知识 , 尤其是科技知识 ,

本身就凝结着科技人员的高级复杂劳动所形成的

价值 , 直接就能转化或显化为经济效益 , 这是知

识经济时代来临的重要标志和突出特征。这在客

观上也要求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从“纯经济”领

域拓展到科技生产领域。

第四 , 现代科学的认知背景是以“复杂性”

科学为核心的。“复杂性”科学是研究复杂系统

及其非线性关系的学科群。自 20 世纪 40 年代

始 , 一般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等关于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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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并广泛地传播、普及 , 深

入影响社会生活 , 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 , 诞生了

以耗散结构理论为先导的自组织理论 , 这标志着

复杂性科学开始兴起。自 20 世纪 70 年代始 , 诞

生了协同学、超循环理论、突变论、混沌学、分

形学等一系列系统自组织理论 , 使复杂性科学发

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种复杂性科学乃是对传

统经典科学的一种具有革命性的思维方式转换 ,

其最大特点就是将复杂系统与非线性联系起来 ,

使系统科学的图景更加精细、深刻、准确 , 更接

近于真实的世界 , 使人们的思维由线性思维转向

非线性思维、由简单性思维转向复杂性思维。众

所周知 , 包括经济系统在内的社会系统是宇宙中

最复杂的系统 , 其中 , 复杂劳动与价值的关系也

是复杂的非线性关系。对这种复杂系统及其非线

性关系的研究是复杂性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 因

为 , 只有将这种复杂系统及其非线性关系纳入到

这门科学的视野之内 , 它才是完善的。从另一个

角度讲 , 复杂性科学为人们研究科技劳动这种复

杂劳动与价值的关系奠定了科学的基础 , 提供了

方法论的指导。

在这样的现代经济社会语境中 , 必须将马克

思劳动价值理论加以发展 , 将科技劳动与价值的

关系纳入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分析研究的范

围 , 才能科学合理地解答科技的应用导致现代企

业“活劳动相对减少而价值量不断增加”的矛盾

问题。科学价值的“库存”模型和“孵化”机制

的理论正是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在现代社会背景

条件下发展的产物〔15〕。下面我们运用这一理论

来对科技的应用而导致现代企业“活劳动相对减

少而价值量不断增加”的矛盾问题进行解答。

　　四、科技应用导致现代企业“活劳动

相对减少和价值量不断增加”矛盾问题的

实质之破译

破译科技应用导致现代企业“活劳动相对减

少和价值量不断增加”的矛盾之谜 , 关键在于揭

示这一矛盾的实质 , 即透过科技应用导致现代企

业“活劳动相对减少和价值量不断增加”的现

象 , 揭示矛盾的两个方面内在统一的实质。

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 , “劳动是惟一

的价值源泉”〔16〕, 价值本身除了劳动以外 , 没有

任何别的“物质”〔17〕。这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

基本思想。科学劳动作为社会分工的产物 , 作为

社会系统中的一种重要的劳动方式 , 是人类劳动

的一种主要的组成部分 , 它是科学价值的源泉。

而科学价值的实质是凝结在科学使用价值中的人

类抽象劳动。并且 , 由理论科学成果的价值转移

具有转移而不减的“奇异性”特点所决定 , 该种

成果在某种意义上为人类提供了一个“用之不

竭、取之不尽”的“科学价值库”。究其实质 ,

科学价值库是历代所有从事基础性研究的科学人

员高级复杂的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总和〔18〕,

用数学公式表示为 : W = W0 + m1 + m2 + ⋯⋯+

mn + ⋯⋯ (其中 n 为正整数) ———这就是科学

价值的“库存”模型。

理论科学成果中的科学价值 , 或者说科学价

值库中的价值 , 是以潜在的形式隐形地存在着

的 , 它要在社会经济系统中显形地表现出来而成

为现实商品社会的经济价值 , 现化为社会的经济

效益 , 需要一个相当复杂的“孵化”机制和“孵

化”过程。这一“孵化”机制和过程 , 首先是科

学价值库中的价值借助于应用性研究和开发性研

究向技术成果转移 , 然后再通过技术成果并入社

会生产向物质性产品转移 , 最终在社会经济系统

中表现出来的。因此 , 科学价值的“孵化”机制

和过程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步骤 : 第一步 , 科学价

值库中的价值借助于应用性研究和开发性研究向

技术成果转移 , 这是科学价值向社会物质性产品

的价值转化的一个中介环节 ; 第二步 , 通过技术

成果并入社会生产过程中 , 潜伏在技术成果中的

科学价值库的价值进一步向物质性产品转移 , 成

为物质性产品价值的一部分 , 进而在社会经济系

统中实现〔19〕。

依据上述科学价值的“库存”模型和“孵

化”机制理论 , 笔者认为 , 科技的应用只是在表

面上导致现代企业“活劳动相对减少而价值量不

断增加”的矛盾 , 但是在本质上并不构成矛盾 ,

即 , 从本质层面看 , 上述的两个方面具有内在的

一致性。这是因为 , 现代企业在将科技应用于其

中的同时 , 在现实性上已经将科技生产过程作为

整个现代企业生产过程的一部分 , 这是科技与经

济一体化、科技生产与企业生产一体化的历史必

然。表面上看 , 现代企业中“在场的活劳动减少

了”, 但实质上 , 现代企业的生产已经在现实性

上形成了科学原理的发现 ———技术原理的发明

———工艺流程的设计 ———实施方案的制定 ———开

发阶段的限量生产 ———中试阶段的批量生产 ———

现代企业的大量生产等生产链条。这正如马克思

所预言的 , “劳动的社会生产力 ⋯⋯包括科学的

力量”〔20〕, “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

并入生产过程 , 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 , 这一

点是一目了然的。但是生产力的这种提高并不是

靠另一个地方增加劳动消耗换来的 , 这一点却绝

不是同样一目了然的”〔21〕) (着重号为笔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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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言外之意 , 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提高劳

动生产率 , 实质上是“靠在另一个地方增加劳动

消耗换来的”。而在另一个地方增加的劳动消耗

指的是什么呢 ? 答案应该而且肯定是创造科学成

果的科学人员的劳动 , 包括科学原理的发现者

———科学家的劳动 , 技术原理的发明者 ———工程

师的劳动 , 工艺流程的设计者 ———技术员的劳

动 , 实施方案的制订者 ———高层管理者的劳动 ,

开发阶段的限量生产者和中试阶段的批量生产者

———科技人员的劳动 , 等等。

由此可以看到 , 现代企业的大量生产仅仅是

这个链条的最后一个环节 , 而这个环节中的“生

产工人”的减少 , 即现代企业中“在场的活劳

动”的减少 , 并不说明整个生产链条的“人员”

的减少。而从现代企业的整个生产链条来看 , 科

学原理的发现者 ———科学家、技术原理的发明者

———工程师、工艺流程的设计者 ———技术员、实

施方案的制订者 ———高层管理者、开发阶段的限

量生产者和中试阶段的批量生产者 ———科技人员

等 , 在现实性上已经成为现代企业的“非在场

的”生产者 , 如果将这些科学家、工程师、技术

员、高层管理者等考虑在内 , 现代企业的“劳动

者”不仅没有减少 , 而且有增加之趋势。因此 ,

现代企业的“活劳动”并没有减少。话又说回

来 , 即便是现代企业的整个生产链条中的“人

员”有所减少 , 也不会减少其“活劳动”的量 ,

这是由于这些“不在现场的人员”———这些科学

家、工程师、技术员、高层管理者等 , 都是高级

的劳动者 , 它们的劳动都是高级复杂的劳动 , 而

“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

单劳动 , 因此 , 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

劳动。”〔22〕。

同时还应当看到 , 现代企业运用科技的结

果 , 将一系列的科技人员纳入到生产的链条中而

没有使其“活劳动”的量减少 , 同时 , 也大大增

加了现代企业所创造的价值。现代企业把科技并

入生产过程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实质 , 是现代企业

借助于它的一系列生产链条将科学价值库中的价

值加以转化、转移和实现 , 并在现代企业的产品

中“孵化”出来 , 因此使现代企业生产的产品价

值增加。进一步讲 , 现代企业将科学 , 包括自然

科学和社会科学 , 并入生产过程的同时 , 将自然

力 (包括单纯的自然力和社会劳动的自然力) 并

入了生产过程。正是两种自然力伴随两类科学同

时并入生产过程提高劳动生产率 , 生产出更多的

使用价值这一价值的物质载体 ; 而且 , 两类科学

伴随两种自然力同时并入生产过程、参与价值的

增殖 , 赋予新增使用价值以价值。

因此 , 从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基本原理、

基本思想及其在科技第一生产力论背景下的发展

产物 ———科学价值的“库存”模型和“孵化”机

制的理论来看 , 在实质上或本质意义上 , 科技的

应用 , 并没有导致现代企业“活劳动相对减少而

价值量不断增加”的矛盾。科技的应用导致现代

企业“活劳动相对减少而价值量不断增加”的矛

盾只是一种假象 , 在这种假象的背后掩盖着科技

应用而导致现代企业整个生产过程的“活劳动”

在范围上拓展事实 , 这里的“活劳动”既包括

“在场的”生产工人的活劳动 , 也包括“非在场

的”科技人员的活劳动。若如此 , 现代企业中的

“活劳动”不是减少而是增加的 , 这与现代企业

的“价值量不断增加”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

讲 , 科技应用而导致现代企业“活劳动相对减

少”只是一种假象 , 事实上已将“活劳动”的范

围加以拓展并使其量增加 , 从而与现代企业“价

值量不断增加”具有了内在的一致性。

【参考文献】

〔1〕〔2〕〔3〕〔4〕〔12〕〔14〕〔21〕〔22〕马克思 1 资本论 : 第 1 卷 〔M〕1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1975153 , 54 , 482 , 354 ,

355 , 58 , 58 , 424 , 581
〔5〕贝尔纳 1 科学的社会功能 〔M〕1 陈体芳译 1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 19851
〔6〕刘冠军 1 论马克思“不费分文”的生产力思想 〔J〕1 北京 : 自然辩证法研究 , 1996 , (8) 1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 26 卷第 3 分册 〔M〕1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197417891
〔8〕〔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 47 卷 〔M〕1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19791570 , 5331
〔9〕〔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 46 卷 (下册) 〔M〕1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19801287 , 2291
〔11〕闵家胤 1 进化的多元性 〔M〕1 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99914241
〔13〕邓小平文选 : 第 3 卷 〔M〕1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19931104 —1051
〔15〕〔19〕刘冠军 1 运用劳动价值论对科技价值的研究 〔J〕1 科学学研究 , 2002 , (2) 1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 26 卷第 1 册 〔M〕1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19721751
〔17〕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 〔M〕1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197611321
〔18〕刘冠军 , 邢润川 1 科学价值的“库存”模型和和孵化机制研究 〔J〕1 北京 : 中国软科学 , 2004 , (2) 1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