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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价值是指作为客体的物与作为主体的人的需要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认为劳动是价值的源泉，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的价值来自人的劳动与各种生产要素的

结合。我们要发挥土地、资源、科技、管理方法的作用，实现共同富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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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值的源泉是什么？到底是什么创造了价值？一直以来，古典经济学家将价值归结为劳

动，而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理论认为：只有直接从事生产劳动才能创造价值，商品价值是

人类抽象劳动的凝结。于是，我们有了一个简单的努力方向：人类只要劳动，就可以创造价

值，就可以创造社会财富。但是，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发展，科技生产

力以及先进的管理方法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影响日益加大，人们产生了一种新的观点：

人类的劳动、土地等生产资料、科学技术与管理方法的结合共同创造了价值，是价值的源泉。

这就是凯恩斯的生产要素价值论。那么是否只有劳动，才能创造价值？如何解释自然资源如

土地的价值源泉和有偿使用？科学技术与管理方法是否也参与创造了价值？价值的源泉到

底是什么?笔者尝试从价值的概念以及对以上两种观点加以对比去寻找答案。  

  首先我们从经济学范畴重新解读价值的概念。“价值”，就其最一般的意义来说，是指

作为客体的物与作为主体的人的需要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任何东西有无价值及其价值大小,

要以它是否能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或欲望为衡量。马克思说过:“‘价

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简单的理解：

某一物体有价值是因为它有使用用途，能够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那么，价值就是衡量商品

与人之间的“关系”概念，而不是一个“实体”。商品的使用价值，即它本身固有的属性，

是价值关系的起源和前提，商品没有使用价值，就不能满足人的需求，也就不能构成价值关

系；反之，从主体出发，人对商品的需要是价值关系得以建立的动力和目的，没有人的需要，

价值关系也就无从谈起。如遗落在深海的“海洋之星”，在没有满足人们的欲望之前，也只

是一块普通无奇的石头，无价之宝的价值难以体现。  

  我们常说的商品的价值，除了使用价值外，还有交换价值，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商品的

二重性。有的学者提出交换价值其实也是使用价值的一种延伸和另一种广义的使用价值。一

个商品如果能直接满足所有者的需要，即使用价值随之体现，如果是通过交换其他商品才取

得满足需要，那么它就具有交换价值，实际上，交换的目的也是为了获取其商品的使用价值。

因而交换价值是使用价值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当然，交换价值作为商品交换的比例，并不一

定等同于商品本身使用价值的大小，甚至很多时候是分裂的，但二者仍然是结合在同一个商

品上的。交换价值是商品交换过程中的交换双方实现其使用价值的一个中介，不是商品本身

固有的性质。所以交换价值是使用价值的延伸这种说法未尝不可。 

价值的客体是具有使用价值的商品，价值的主体是人。商品的价值是商品和人的需要之间的

关系，也就是价值体现的是人与物的关系，价值的大小取决于关系的双方，而不是其中单独

的一方。作为价值的客体是商品，是客观存在物；作为价值关系的主体，人的需要，也不尽

然就是纯主观的欲望、动机和感受。人的需要本身总是受社会的历史的决定，具有客观社会

性，并不可能完全脱离实际，天马行空，胡思乱想。人的需要，有效的现实需要，总要受到

社会历史环境、生产发展水平、阶级地位、经济收入、风俗习惯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不可

能仅以人的主观随意决定。因而，构成价值关系的人的需要也有客观性。那么，价值反映的

人与物的关系也是客观存在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商品交换的基础在于包含某种共同物，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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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物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蕴涵在其中的人的抽象的劳动，因而价值的背后体现的是

人与人的关系。诚然，人们同商品发生关系，得通过交换，人与人之间会发生关系，但是在

这当中，人与人的关系是中介与桥梁，不是目的。一般情况下，人们是为了获取商品的使用

价值才产生交换，并不是为了与谁发生关系才交换的。所以，交换的动力和目的还是在于满

足人们的需要，实现的是人与物的关系。  

  对价值的概念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那么到底是什么创造了价值呢？劳动是价值的唯一

源泉么？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会发现，这当中的理论和现实有着极大的矛盾。例如：如何解

释在现今的社会生活中，资本、土地、管理以及科学技术在价值形成中的作用？我们一直以

为，最合理的分配方式是按劳分配的，谁劳动谁就有报酬，付出多少劳动就能得到多少财富，

这也是我们秉承的“劳动者光荣，不劳动者可耻”的一贯理念。但是在现实中，我们所见到的

却不是这么简单。凭借财产所有权参与分配的现实使很多人对价值的形成产生了迷茫。于是

就陷入了一个困惑——价值的形成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只有人的劳动创造出价值？还是

生产中的各要素都对价值的形成做出了贡献呢？之前我们肯定了价值体现的是人的需要与

商品之间的关系。那么，就应该认识到商品的价值也就取决于关系的两方，而不是其中单独

一方。商品的价值，社会的财富就应该是人和自然界结合而成，是人的劳动与生产资料结合

的结果，是劳动者利用生产工具加工原材料创造出来的，是人类从事生产活动的产物。  

  对照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与凯恩斯的生产要素价值论。马克思认为商品价值是人类抽象劳

动创造的，劳动价值论只承认人类的劳动，而且是抽象劳动，其实这只是在价值的关系中看

到人的一面，只看到人的主观能动性，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有一定的意义，即是想唤起无

产阶级，让他们要看到自己的力量，肯定自己的力量能创造出价值，创造社会财富。同时，

劳动价值论有些观点有点偏颇，如认为决定商品价值的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只是谈到了生

产，并没有涉及到人的需要，忽视了价值产生的动力和目的，因此，价值关系是不能成立的。

如只涉及到生产中人的劳动因素，而完全忽略了生产中的其他生产要素，在马克思所处的时

代里，人的劳动力的作用是比较显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还没有开始，因而那时还未能看到

科技、先进管理方法对价值如催化剂的倍数作用。还有劳动价值论把人的劳动分为具体劳动

和抽象劳动，并认为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价值，这样的解释比较晦涩。劳

动过程的本质，无非是生产者运用工具加工材料制造产品。不管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

都参与了劳动，这又如何严格划分为两个过程呢？  

  相比之下，对照现实生产活动或经济生活，生产要素价值论似乎更贴切实际些。它肯定

了劳动力的作用，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创造性。同时也不忽视土地、科技、管理方法这些要

素的作用。威廉•配第曾经说过:“土地和劳动都是财富的源泉。”土地怎样创造财富价值呢？

在生产中,土地根据其使用价值产品的不同性质发挥不同的作用,有的是土地中的物质元素凝

结在产品中,有的是为某些产品提供了工作场所和位置,形成了对土地的占用；尤其是,土地本

身就是“具有生产性能的自然力”，人类生产的绝大多数产品都离不开土地。这些产品生产要

么占有了地力、要么占有了地利、要么占有了地位。�因而土地之所以能创造价值,根本的原

因在于自然力发挥作用。人类劳动的本质不过是“人使自然力跟他一起从事生产工作 �” ,在人

和自然力的相互关系的力量对比中,虽然人的劳动是能动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却只是辅助性

的。所以人们把生产中的主要自然力排斥在价值生产之外,而把生产中处于辅助地位的自然

力——劳动界定为价值生产的唯一源泉显然失之片面,也不可能与客观实际相符。我们在生

产和社会实践中，不能再忽视土地的作用，如对它再任意蹂躏，随意砍伐，滥自开采掠夺，

只能是受到它的惩罚。如近些年来的一些自然灾害，沙尘暴、东南亚的飓风，美国的丽塔风

暴无不让我们体会到自然力的巨大反作用力。科学技术、管理方法作为生产要素的意义，是

它对生产效率的巨大提速，对世界发展规律的不断探索，并将知识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从

而推动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科技与先进管理方法的作用在当今时代表现的更为突出。在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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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物、计算机科学、海洋科学、通讯、国防等各个方面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这些成

果把人类的财富及文明推动到一个以前难以想象的程度，可以说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同时，

对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作了很大的改变。  

  生产要素价值论与传统的劳动价值理论相比，在价值的源泉的论证上不再只局限于人类

的劳动，而是看到了自然资料、科技的推动力，在解释现今多层次多元化的经济生活与社会

生活的复杂纷繁的现象中，是比较有说服力的，尤其更符合我国现阶段的社会经济生活实际，

对于调动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劳动者及社会各阶层的积极性有激励意义，同时，也让我们

更注重土地等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对科学技术、管理方法等要素的研发、创新更加

积极，因为这些要素都是价值的和财富的源泉。我们承认人们有权按照自己的劳动获得收入，

也承认按照其他非劳动要素合法的取得收入的合理性，这是对实现公平分配制度的基本要

求，同时促进了社会持续稳定健康快速的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促进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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