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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形问题的双量及多量模型 

陈志烨 

(西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9) 

摘要：依据 劳动的矢量性为转形问题建构 了双量及 多量模 型。数值计 算结果表 明，马克思关于转形 

问题 的 结论 是 正确 的 。 

关 键 词 ：劳动 矢量 ；转形 ；双量模型；多量模型 

中图分类号 ：F2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74 X(2002)03—0321—04 

关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3卷中阐述的有关转 

形的结论[1]，一直是争论不休的问题。其主要原因是 

争论中主张成立的一方从来没有建起过转形的模 

型，并未从数值上做过有说服力的验算。本文依据劳 

动的矢量性特点为转形问题建立了双量及多量模 

型，数值验算表明马克思关于转形问题的结论是正 

确的。 

1 双量模型 

1．1 从劳动矢量角度看 

为说明问题起见，假使有两个劳动矢量OL ， 

OL ，大小分别为 z ，z ，OL 的技术有效劳动矢量为 

，大小为(兀1·z )，0≤ 兀1< 1， 与物质资料再 

生产循环轨道方向的倾解为 a ，OL 的技术有效劳 

动矢量为 ，大小为(7【 ·z )，0≤ 7【 < 1， 与物 

质资料再生产循环轨道方向间的倾角为 a 。OL 的 

价值量 z 与OL 的价值量z 将依社会有效劳动量之 

比即 兀1z cosa1：7【 z cosa 的比例转形 为各 自的生产 

价格 pD￡ 的生产价格应为 篆 号 ， 
OL 的生产价格应为 。由于 

， l ， 
(Z1+ Z2)兀1Zlcosal 。 

￡ 十  一 —rqllcosal+—nzlzcosaz十 

(Zl+ Z2)7c2Z2cosa2 

丌1ZlCosa1+ 7r2Z2cosa2’ 

所以，总价值与总生产价格相等，即总价值转形成了 

总生产价格。现在需要验证的是，当价值转形为生产 

价格后，总剩余价值与总利润是否相等。为进一步说 

明问题起见，我们再假设再生产单位劳动力所需社 

会有效劳动时间为 志，OL 的劳动力数量为 。OL。 

的劳动力数量为 · ，记为 ，即 · 一 ．，2 · 
‘ l ‘1 

志小于 7【1 lcosal， 2·志小于7【2z2cosa2，则在此情形下 ， 

劳动 的剩余价值为(z 一 )，"~TgIJOLz的 

剩余价值为(zz一 )。现在我们来看当对成 

本价格做 出不同规定时 的总的利 润情况 ：① 成本价 

格 为生产价格形态的成本价格 。在此种情形下 ，OL 

的利润为 

(Z1+ Z2)兀1Zlcosa1 

7r1／~cosal+ 7【2Z2cosa2 

／ 1 ‘宠 I 2 。 宠 ， 

互二 ；三要 ，同样．。￡!的利 7【l lcos以l+7【2 2cos以2 ’ n⋯! 
润 为 ( ll + l_z)Fnz lz co saz 一 

( + —  7【，z cos口， 

1co sa co sa ， 总 利 兀
1Z l十 丌2 2 2 ⋯ 。 

润为 

± 上 
7clZlcosal+ 7c2Z2cosa2 。 

± ! ! 一 
丌1Zlcosal 7cl+ 7c2Z2cosa2 

( + )丌 cos 
7c】 · co sa 1 丁c ‘ cosa ‘ 

— —  _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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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osaI

+ c osa2 z ⋯ z 
， ， 7r1 ‘ 7r2 ‘ 。 。 。 ， 1 ， 

—— 干 『 _ 一‘ 十 一 

一  

，显然等于总的剩余价值；② 兀1．COSa 1 7r， ·COSa2’业  J 心 口 邓 ul ’ 

成本价格为价值形态的成本价格。在此种情况下， 

OL 的利润为 

—  L±二_生 一 
，0

~l／1COSal ~212cosa2 COSaI 
￡ 的利润 十 兀

1 ‘ 。 ⋯ ’ 。 ’ 

为—~
l llC OS

卜_
a z+ 

生7rz lz cosaz一 ，总利润为 刀— — 一 ’ 利 罔刀 

(Z1+ Z2)7rlZ1COSa1 (Z1+ lz)7r2Z2COSa 

~lllCOSa1十 ~2lzcosa2 兀1ZlCOSa1十 ~212COSa2 

COSaI 一  cos
a 2

一 z + z 一 COSa 一  7r
1 ’ 7rZ ‘ ‘ 。 7r1 ‘ 1 

，显然也等于总的剩余价值。因此，不管是 

哪种情形，当总价值转形为总的生产价格后，总的剩 

余价值总是能够等于总的利润，即总的剩余价值能 

够同时转形为总的利润。如果要论及上述两种情形 

间的差别，那差别也不过是在 ①、② 两种情形下OL 

与OL 各 自的利润并不相同。对于这个差别，马克思 

在《资本论》第 3卷中是注意到了的 。需要指出的 

是，在笔者的上述推证过程中，似乎没有涉及平均利 

润率，因而也就似乎没有涉及在平均利润率基础上 

依据资本量形成利润，并进而产生生产价格的过程， 

其实只是表面上如此。笔者认为，上述的解答过程实 

际上 蕴含着下 述的一个平 均利 润率，即[(z 一 

H  一 )]／ + 

)。依此，平均利润率及被视为DLl的价值 

形态的资本量 ，0￡ 的价值形态的资本量 

n2 - k
，我们可以回头验证前述DL】与D￡ 的生产 

价格。根据马克思的有关论述，OL 的生产价格当为 

( + ) Z】cos口 
儿 1 ’ CO S~ 1 儿2 ’ U S“ 2 。 

7r1Z1COSa1+ 7r2Z2COSa2 ’ 

( + ) Z】cos口】 
儿 1 ’ U (‘1 兀 ， ’ U (‘' 

-·_-----------------——-------·-----·--·------------------·-——·——---—----------------------—-·-------一  ● 

7r1Z1COSa1+ 7r2 1 2COSa2 

一  )+ 一 ) 

1·k ． 2·k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7r1 ‘ COSa1 7r2 ‘COSa2 

(Z】+ Z2)7r1Z1COSa】 

7r1Z1COSa1+ 7r2Z2COSa 2’ 

恰巧为OL 的前述生产价格。同样，我们也可以验证 

OL 的前述生产价格。此外，还需说明的是，在笔者 

的以上论证过程中，似乎也没有涉及不变资本存在 

的情况，其实也只是表面上如此，因为现实的生产运 

动是连续不断地进行的，人类最初的生产并非就已 

经是不变资本存在条件下的生产，因此只要历史地 

而非静态地看待生产，则不变资本是可以以其价值 

形态计入累积的价值总量中去的，而在这同时，我们 

考察的资本量当然就只能是在动态上历史地不断累 

积的可变资本量。 

1．2 从包含剩余价值的总价值角度看 

设部门 1的总价值构成为 C ： ：m⋯总价值 

为(c + + m )，对应的劳动矢量不妨就设为前述 

的劳动矢量OL1，因此有 C1+ 1+ m1一Z1，cl+ 1一 

，部门 2的总价值构成为C2： ： ，总价 

值为(c + +m )，对应的劳动矢量不妨就设为前 

述 的劳动矢量OL2，因此有 C2+ 2+ m2一Z2，c2+ 2 

一  

。利用上一小节 中的转形公式 ，部 门1的 

产出品生产价格 当为 

(c1+ 1+ m1+ C2+ 2+ m2)(c1+ 1+ m1) 

／(c + 7J1+ m1) + z+ m2) 

半 ，即 
c2 十  2 

(c + + -+ cz+ z+ m2) ／(c + 

Vl + + (cz + z + mz) 

C2+ 2+ m2 

( 2 q- 2)(C1 q-Vl q-m 1)。 

投入品生产价格当为 

(c + + cz+ z)(c + + ) ／(ct+ 

+ + + + 

(c +7J1+cz+ z)(c-+7J1+ { ／(c + 
7J1+ + (cz + + z) 

(c2+ 2)(c1+ 1+ m1)。 

部门 2的产 出品生产价格当为 

(c1+ 7J1+ m1+ C2+ 2+ m2)(f2+ 2+ 2) 

／(c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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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 ，即 
f2十 V2 

(f1 + 口1 + m1 + f2 + 口2 + 2) 

幸等 m + + (f2+口2)(f1+口1+ 1) 。 一 f1+口1。 

(f2十 z+ 辛 。 
投人品的生产价格当为 

(c + 口 + cz+ 口 )(cz+ 口z+ z) ／(c + 

口 + + (f2+ 口 + 

+v2 幸等 
／(c +口 + {l一+(cz+口z+ z) 

f。+ 口。+ m。 

平均利润率则为 

2 多量模型 

m 1 。 m 2 

2．1 从劳动矢量角度看 

假使有劳动矢量OL ，大小分别为 ，，OL 的技术 

有效劳动矢量为01"，，大小为Or；·li)，0≤ <1，OT 

与物质资料再生产循环轨道方向间的倾角为 a ，再 

生产OL 的劳动力所需 的有效劳动时间 ，z ·k( 为 

OL 的劳动力数 ，志为再生产单位劳动力所需的社会 

有效劳动时间量)，i= 1，2，⋯， 。那么，根据双量模 

型 中 的 推 理， 的 生 产 价 格 为 >： ，， 
J 1 

7c cosa ／∑7r．jljcosaj，其生产价格形态的成本价格 
J 1 

为 7~,．1icosai／ n砒 c。s 式 中 ===1
， 

2⋯， 。平均利润率为∑ (z 一 
i一 1 

： 

i= l

'c， 。cosa 。 

2．2 从包含剩余价值的总资本角度看 

设被考察的 7"／个部门中的 i个部门价值构成为 

： ：m ，总价值为( + +m，)，i=1，2，⋯7"／，则根 

据双量模型中的推理，这第 i个部门的产出品生产 

价格 为 

喜(fJ + 

投入 品的生产价格为 

(f，+ J+ J) 

(fJ+ ，)(fl+ 1+ 1) 

i一 1，2，⋯，7"／。平均利润率为 
∑ 

3 模型的数值验算与结论 

现将上述从包含剩余价值的总资本角度看的多 

量模型，运用到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3卷第 9章中 

给出的 5部门转形模型中去，可以得到表 1。该表 1 

由于同时转形了投入品与产出品价值，因而与马克 

思制作的表格 ]，有了明显的区别。这个新制作的表 

1显然是对马克思所作表格的一个修正。 

表 1 对马克思所作表格的一个修正 

Tab．1 A revise to Marx table 

资本 价⋯值星 用篓篆 ⋯值搴 纂 ⋯ ⋯润率 
I ·80C+20V 1OO 

I ·70C+30V 1OO 

I ·60C+ 40V i00 

IV ·85C+ 15V i00 

V ·95C+ 5V 1OO 

合计 

2O 

3O 

40 

l5 

5 

11O 

50 

51 

51 

40 

10 

202 

7O 

81 

91 

55 

1 5 

312 

90 85．35 

111 112．19 

131 139．O9 

70 65．71 

20 19．66 

422 422 

63．10 

82．95 

1O2．83 

48．58 

14．54 

312 

％ ％ ％ 

5  5  5  5 —0 

2  2  2  2  2  

5  5  5  r3 5  

3  3  3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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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即使依据平均利润 我的博士导师何炼成教授对本文的写作作了指导，在此 

率同时把产出品与投入品的价值进行转形之后，马 致谢。 

克思 的有关转形的结论依然能够成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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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 姚 远 ) 

Plural variables model to the transformation problem 

CHEN Zhi—ve 

(Faculty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orthwest University，Xi an 710069，China) 

Abstract：Taking use of the vector characteristic of labour，double variables model and many variables 

model are created，meanwhile，the result of numerical calculation shows that the conclusion made by M arx 

is proper． 

Key words：labour vector；transformation；double variables model；many variables model 

· 学术动态 · 

电分析化学及其相关技术研究取得新进展 

1．示 波分 析 

示波分析是高鸿院士开创的一个新的电化学研究领域。近年来，该领域的研究取得了4个方面的进展。 

一 是解决 了铂 电极瞬时响应非 电对 离子 的机理 ，并建立 了瞬时信号分析 法。二是建立 了 多种 示波分析新方 

法 ，提 出了动态示波分析 法、银 电极 示波分析和 高低频 示波计时电位法等 6种 示波分析新方法 ，改善 了示波 

图的重现性，使示波计时电位法的灵敏度提高了1～3个数量级。三是使示波分析发展到计算机化、从手工测 

量发展为可以用化学计量学方法进行非线性校正等 自动测量方法。四是促进了有关理论研究和多功能示波 

分析仪 器的研制 。 

2．有机化舍物的极谱催化波的研 究 

有机化合物的极谱催化波研究是 高鸿院士率领的研 究群体在 国内外首先开辟 的一个新的电分析研 究方 

向。该研究的核心是有机化合物电生自由基与氧化剂及其还原自由基之间反应特性与反应动力学。研究有 

机化合物的新型极谱催化波对电分析化学学科本身的发展、理论和应用，对生命科学、生物医学和有机化学 

有重要学术价值和实用意义。近年来，该研究群体在有机化舍物的极谱催化波的研究方面取得 了4个方面的 

成绩。一是提 出了有机化合物极谱催化波的概念；二是发现了有机化合物的两类极谱催化——有机化合物的 

平行催化波和有机化合物的多重催化氢波；三是探索并总结了有机化合物极谱催化波的一些规律与特征；四 

是研究 了多种有机化合物产生极谱催化波的机理 ，并应用于分析 实际。 

3．化学计量学与过程分析 

该研究群体在药物和生物大分子的结构与性能关系研究和在过程分析化学计量学及化学传感器的研究 

方面也取得 了重要进展 。如研 究 了吗啡类拮抗物的结构与抑食活性及酪氨 酸激酶抑制剂的三维构效关系，不 

仅有助于了解它们的生物学意义，且在新型减肥药及癌的化学预防和治疗上有应用前景。 

高鸿院士领导的研究群体取得的研究成果在学术界产生了良好的影响。1998~2001年间先后在国内外 

高层次期刊上发表论文 150余篇 ，其 中，在 SCI源期刊发表论文 56篇 ，EI收录期-fl】发表论文 6篇。获得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八五”重大项 目子课题等 5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及教育部“高等学校骨干教师资助计划”项 

目等多项纵、横向基金项目资助。“电化学免疫分析方法研究与应用”和“示波分析新理论新方法研究”等成果 

分别获得 陕西省科技进步二、三等奖等奖励。 

(薛 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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