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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价值论与均衡价格理论之比较研究

杨新荣
(岳阳师范学院经管系，湖南岳阳414000)

[摘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西方均衡价格理论既有明显区别，又不乏相同之处。只

有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强调供求对价格的决定作用，才能科学地解释各种经济现象。在

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建立一种既反映商品价值，又反映供求关系的灵敏的价格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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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理论界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是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西方均衡价格论

对立起来，用前者抨击后者；二是用西方均衡价格理论来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主张

用均衡价格理论来指导市场经济。对此，笔者认为应当从劳动价值论与均衡价格理论的

比较研究中来正确把握二者，而不应采取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的形而上学的态度。
■

一、劳动价值论和均衡价格理论的基本内涵

纵观马克思的《资本论》，我们认为，最广义的劳动价值论应当包括以下内容：1．价值

实体。作为抽象人类劳动的凝结就是价值。马克思说：“使用价值或财物具有价值，只是

因为有抽象人类劳动体现或物化在里面”⋯I。2．价值量。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

定。马克思在这里所揭示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包括生产产品的“必要劳动时间”和社会

供求关系所决定的“劳动时间”二重涵义。3．价值形式。指商品价值的表现形式，商品的

内在价值尺度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形式。4．价值规律。它包

括：价值决定的规律，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量的规律；价值交换关系，即等价交换

的原则，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的关系。5．价值本质。它体现商品生产者之间交换劳动

的社会关系。6．价格和价值的关系。1)价值决定价格。价值规律要求商品的价格与商

品内在的价值相一致。2)价格与价值量的背离。在实际上，个别场合商品价格和价值量

并不正好相等，而是经常背离的。这是因为价格作为商品价值量的指数，是商品同货币的

交换比例指数，但不能反过来说，商品同货币的交换比例指数必然是商品价值量的指数。

3)价格和价值之间质的背离。价格形式不仅可以在量的方面与价值偏离，而且可以在质

的方面完全背离。“价格可以完全不是价值的表现。有些东西本身并不是商品，例如良

心、名誉等等，但是也可以被他们的所有者出卖以换取金钱，并通过它们的价格，取得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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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因此，没有价值的东西在形式上可以有价格[21(P1加_12¨。7．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和

价值。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是价值的源泉，能创造比劳动力自身价值更大的价值。8．价值

转形。在剩余价值向利润转化过程中，由于资本家之间的自由竞争，促使利润的平均化，

商品的价值也就转化为生产价格。9．虚假的社会价值。它是指提供级差地租的那部分

价值，是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结果。10．价值构成。它包括价值的组成及转形和分割。

西方经济学中的均衡价格理论，主要体现在三个定理上：1．需求定理：它是说明商品

本身价格与其需求量之间变动关系的理论。其基本内容是指：在影响需求的其他因素不

变的前提下，某商品本身的需求量与价格之间反方向变动，即需求量随着商品本身价格的

上升而减少，随商品本身价格的下降而增加。需求定理的例外主要是指炫耀性商品等。

2．供给定理：它是说明商品本身价格与其供给量之间变动关系的理论。其基本内容是指

在影响供给的其他因素不变的前提下，某商品的供给量与价格之间同方向变动，即供给量

随商品本身价格的上升而增加，随商品本身价格的下降而减少，供给定理的例外主要是指

劳动力的供给和土地文物等的供给。3．供求定理。即需求变动引起均衡价格与均衡数

量同方向变动；供给变动引起均衡价格反方向变动，而均衡数量同方向变动。

二、两种价值论的比较

综上所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西方均衡价格理论有着明显的区别。

首先，劳动价值论在正确认识价值实体、价值本质、价值量、价值规律和价值形式的基

础上，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商品价值的构成及价值向生产价格转化的客观

规律性。是一个具有完整科学体系的价值理论。而西方经济学的均衡价格理论，属于供

求决定论，它以供求为核心，强调供给与需求的均衡决定价格，分析了供求对价格形成的

作用，其理论是表层的。但只要从供给与需求这两个基本范畴出发，就可以较好地把握微

观经济学理论及其分析方法。

其次，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从大量的经济现象中抽象出来的价值理论，回答的是价

值的本质问题，研究的是价值的深层内核。在马克思之前所有经济学家都只涉及到劳动

创造价值，但不能回答什么样的劳动创造价值的问题。只有马克思科学地将劳动区分为

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二重属性，并且阐述了只有抽象劳动才能创造价值。其在劳动二重

性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坚实的劳动价值理论至今仍然具有指导作用。它揭示了商品价

值的真正来源和内在本质，而价格只不过是价值这种内在本质的外在表现。但外在表现

的东西往往是易逝多变的。有的人借用没有价值的东西可以有价格来否认劳动价值论是

不能成立的。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早就揭示了。马克思说：“虚幻的价格形式——如未开垦

的土地价格，这种土地没有价值，因为没有人类劳动物化在里面——又能掩盖实在的价值

关系或由此所派生的关系。”⋯(P121)可见，没有价值的东西可以有价格，这是矛盾的特殊性

和普遍性的关系，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共性寓于个性之中，但我们不能用特殊

否定一般。而西方经济学的均衡价格理论研究的是表层价格理论，它避开隐藏在价格背

后的深层本质去探讨市场上的供给与需求对价格的作用和价格对供求的反作用。只从具

体的市场供求状况来思考和理解价格问题，显然是片面的。但这一理论仍然可以从供给、

需求和价格这三个要素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上来研究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

再者，无论是一般人类劳动创造价值，价格在供求的作用下围绕价值波动，还是供求

决定价格，其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价值的产生是在生产领域还是在流通领域，或是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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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产生的问题。马克思说：“这些物现在只是表示，在它们的生产上耗费了人类劳动力，积

累了人类劳动。这些物，作为它们共有的这个社会实体的结晶，就是价值——商品价

值。”[1]可见，按照劳动价值论，商品的价值一般是在生产领域产生的。创造价值的劳动首

先应当是生产领域的劳动，即生产劳动。马克思对生产劳动有两重涵义：一是生产劳动一

般，即直接或间接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都是生产劳动，这是一切社会都适用的。二是

资本主义生产劳动，这是与特定的历史的生产关系相联系的生产劳动。资本主义生产劳

动的特定含义是：只有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由此可引申出社会主义的生

产劳动，首先也必须是直接或间接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但是还不够，作为社会主义

生产劳动还必须与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相联系，只有为了满足社会需要而直接或间接地

从事的物质生产的活动才是社会主义生产劳动。

任何理论的产生都离不开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马克思巨著《资本论》的诞生正处于

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的重要历史时期，科学技术有了一

定程度的发展，但科技对生产力的作用还远没有充分显示。人们涉及到的主要是有形商

品，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和人们生活质量的逐步提高，在当今出现的日益增多的诸如

专利技术、科技发明、管理才能等知识形态的无形商品，由于创造这些商品的劳动没有形

成物质产品，因此这些劳动者提供的劳动不是严格意义的生产劳动，属于非生产劳动。在

这里，显然不能用没有价值的东西可以有价格来解释。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必须

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笔者认为，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劳动的

范围在不断扩大，不仅有形商品的价值包含着在生产领域中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

动。而且大量知识形态的无形商品的价值也包含着在非生产领域中的一般人类劳动。

而西方经济学的均衡价格理论则从流通领域来探讨价格问题，认为价格是由供给价

格和需求价格的均衡价格决定的，完全取消了价值这个反映商品经济本质特征的范畴，甚

至把“价值”当做一个虚幻的概念，用价格取代价值，混淆了现象和本质的关系。从表面上

看，我们看到的是市场上供求的不断变化引起商品价格的上下波动，容易产生供求决定价

格的表象，因此，西方经济学的均衡价格理论容易被相当大一部分人接受。但只要人们更

深一层去研究，就会发现，无论供求怎么变化，人们都不会用～单位高档消费品去换取一

单位日用生活品，这其中就必有一个本质属性的东西不能抹杀。除了发生价值转移的成

本不同外，就是二者中凝结的一般人类劳动是不能等同的。只是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和

人民的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瞬息万变的市场供求关系对商品价值量的决定作用会越来

越大。决定价值量大小的不仅仅是劳动的量，还应当包括商品的供求关系。

从两者的比较研究中，我们也不难发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西方经济学的均衡价

格理论尽管研究的层次不同，目的不同，但不乏有某些相同和相互补充之处。

第一，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并不否认供求对价格的决定性影响。马克思关于社会必

要劳动时间的两重含义在某种意义上蕴涵着供给价格与需求价格的思想。从生产领域的

供给角度，马克思提出了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创造某种使用价值所必要的

劳动时间”，从流通领域的需求角度，马克思提出了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为

了满足社会需要”的劳动时间。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价值量，而只

有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问才能实现商品的价值。

第二，尽管马克思是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来解释价格的实质，而西方经济学是从主

观心理因素即买者和卖者愿意接受的价格来解释价格的波动，但从供求两端来分析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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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这是两者的共同之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深刻分析了供求对价格的影响，指出：

“如果某种商品的产量超过了当时社会的需要，社会劳动时间的一部分就浪费掉了，这个

商品量在市场上代表的社会劳动量就比它实际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小得多。⋯⋯这些商品

必然要低于它们的市场价值出售。”∽J又说：“需求按照和价格相反的方向变动，如果价格

跌落，需求就增加，相反，价格提高，需求就减少。如果需求增加，因而市场价格高于市场

价值⋯⋯生产就会增加。”[2](P213)还指出：价格就是受供求关系的作用围绕价值上下波动

的。“它是由买主和卖主之间的竞争即供求关系决定的。”可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强调

了供给与需求这两种社会力量同时参与价格与市场价格的决定。

第三，在研究方法上，劳动价值论着重从规范分析的角度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二重性理

论，在此基础上构筑了价值形式、价值实体、价值量、价值决定、价值本质、价值与价格的背

离、生产价格等价值理论，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和系统性。均衡价格理论着重从实证分析的

角度，从分析供给和需求的变化人手，借助数据、图表，论证了供给与需求对价格和产量的

决定性作用，具有一定的适用性和针对性。两者在研究方法上具有一定的互补性。

第四，劳动价值论并不排斥“弹性理论”。马克思科学地分析了供求弹性，指出：“在需

求方面，看来存在着某种数量一定的社会需要，要满足这种需要，就要求市场上有一定量

的某种物品。但是从量的规定性来说，这种需要具有很大的伸缩性和变动性。”【3J3这种伸

缩性(可译成“弹性”elastic)主要体现在：“如果市场价值降低了，社会需要(在这里是指有

支付能力的需要)平均说来就会扩大，并且在一定限度内能够吸收较大量的商品。如果市

场价值提高了，商品的社会需要就会缩减，就只能吸收较小的商品量。因此，如果供求调

节着市场价格。或者确切地说，调节着市场价格同市场价值的偏离，那么另一方面，市场

价值调节着供求关系，或者说，调节着一个中心，供求的变动使市场价格围绕着这个中心

发生波动。”【3](e202)关于供给弹性，他认为价格的变动对不同商品的供给量的影响是不一

样的，而且价格的不同比率的变动，对同一商品供给量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有些商品的

价格提高一定比率，供给量会增加相同比率；而有的商品价格提高一定比率供给量不变；

还有些商品，如某些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会引起生产和供给发生突然的放大。有些生活资

料价格上涨，会使其生产大幅度增加。马克思的这些论述与西方经济学的弹性理论有相

似之处，也科学地揭示了价格变动的对供求的深刻影响。

三、结论

通过对上述两种价值和价格理论的比较研究，我们应当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的

劳动价值论，辩证地看待均衡价格理论。

第一，商品的价格一方面取决于由一般人类劳动所决定的价值，另·方面，也取决于

供求状况。其理由是商品的价值是由一般人类劳动创造的，而商品的价格是由生产和非

生产领域的劳动量和流通领域的供求状况共同决定的。创造商品价值的劳动并不惟一决

定商品的价值量。它符合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理。如果否认前者，就会使

商品价格的决定失去本质内涵和客观存在，从而导致主观的供求可以任意决定价格，使生

产者和消费者只关注流通，而不重视生产本身。如果否认后者，就会使生产者只关注商品

的生产，而忽视流通过程对生产过程的制约作用，而市场经济正是以流通过程中的市场作

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手段的经济体制。

第二，只有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之上，强调供求对价格的决定作用，才能科学地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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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经济现象。随着当今科学技术的发展，一些经济现象按照传统的劳动价值论是难以

解释的，比如，单位商品的价值量与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量成正比，而与劳动生产力成反

比，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而事实上，当今几乎所有国家劳动生产力都在普遍提高，而

商品的价格都处于上升的趋势。在这里，仅用价格偏离价值的理论是无法解释的。笔者

认为，要分析这一问题，必须认识三点：一是即使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价值下降了，但只要

需求增长了，而供给不变或小于需求增长，价格仍可能保持不变；如果价值下降的幅度小

于需求增长的幅度，价格可能上升，或供给增长的幅度小于需求增长幅度，价格仍可能上

升。二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引起货币本身的价值下降，即货币贬值，且当商品价值降低

的幅度小于货币价值降低的幅度时，衡量一定量商品价值的货币价格则会上升。马克思

说：“如果这些商品的价值比货币价值增加得慢些或增加得快些，那末，这些商品的价格的

降低或提高，就由这些商品的价值变动和货币的价值变动之间的差额来决定。”【3 J(P117)三

是垄断控制下的价格制度会使价格长期背离价值。又比如，一名歌星的劳动未必能比得

上一名科学家劳动的复杂程度，但一名歌星在同一时间内获得的报酬却可能远远高于一

名科学家，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价格受供求关系的影响和消费者的主观效用感受。

第三，价值、价格、供求都是商品经济的历史范畴，也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它们之

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的联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建立起一种既反映商品内在价

值又反映供求关系的灵敏的价格机制。这样的价格机制一方面会促使生产者努力提高劳

动生产率，节约生产成本，加强企业管理，不断更新产品质量和生产工艺过程，使自己生产

产品的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而使产品的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获得

超额利润。另一方面又会促使企业及时捕捉市场信息，时刻关注市场供求变化，从而不断

地根据市场调整企业的生产经营方向，改善产品品种，改变经营作风，形成对消费者更为

有利的买方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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