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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剩余论》

前言

　　长久以来，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商品价值及剩余价值问题上，我国经济理论界一直独尊劳动
价值论和与之相应的剩余价值论，而将其他理论观点斥为庸俗论调或反动学说，这种理论取向为“以
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思想政治路线和社会经济实践提供了基本理论支撑。　　中
国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成功实践最终打破了这种局面，并且迫切呼唤一种能够与之相适应的价
值论和经济剩余论，同时也为这种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思想元素。对于商品价
值理论，我国经济学界在经历了长期的、几起几伏的激烈争论之后，已经取得了长足进展，尽管至今
仍不免还会有人持有异议，但是一种共识正以不可阻挡之势在广大民众和多数学者中间形成，并且已
经构成我们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的组成部分。在我看来，这种共识的要点可以表述为：多元要素市场
供求均衡价值论是商品价值规律的通则，而以往我们熟知的一元劳动价值论则只是其中的一种特例。
①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关于经济价值论的研究日益深入之际，作为经济价值理论延伸的经济剩余
理论至今仍甚少被涉及，而深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至少与深化对经济价值论的认识一样重要。　　本
书就是对经济剩余的初步探讨，主旨不是（也不可能是）为解决具体经济问题提供方案，而是试图在
多元要素市场供求均衡价值论的基础上，从经济剩余论的角度，试图为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提供进一
步的理论支持和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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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济剩余论》是在《劳动价值学说新探》和《经济价值再研究》两书基础上的进一步研究成果，是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研究”的组成部分(项目号03JZD0011)。作者阐述了
经济剩余论的各个基本方面，还系统梳理和评析了经济剩余观的主要发展阶段和未来趋势。
相对于历来只注重研究基于劳动价值论的剩余价值论，《经济剩余论》所研究的经济剩余论是一个崭
新的课题，其基础是多元要素市场供求价值论，其宗旨在于说明由产出与投入之差额所构成的经济剩
余的不断增长与合理分配，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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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大学党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外
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市场经济研冤中心主任和名誉主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世济
民教育基金会董事长等。　　晏智杰祖籍江苏仪征，1939年12月生于古都西安，1957-1962年就读北京
大学经济学系，1962-1965年师从陈岱孙教授攻读西方经济学及其历史，1965年年底毕业留校任教至今
，曾先后赴美、德等国研修。　　晏智杰多年从事理论经济学及其历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1995年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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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多部，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主要著作有：《政治经济学史》（两卷，1981，合著）、《马克
思释义》（三卷，1984-1985，合著）、《经济学中的边际主义》（1987）、《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
学》（1996）、《古典经济学》（1998）、《劳动价值学说新探》（2001）、《灯火集——劳动价值
学说研究论文集》（2002）、《边际革命和新古典经济学》（2004）、《经济价值论再研究》（2005
）等。主要译作有：《亚当·斯密和现代政治经济学》（1984）、《科学的青春》（1986）、《西方
经济学发展阶段》（1990，合译）、《现代经济分析史》（1992）、《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1999
）、《经济思想的成长》（2001，合译）、《魁奈及著作选》（2006）、《改变历史的经济学家》（
《科学的青春》重印本，2007）及《生产和分配理论》（2008）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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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价值总量之谜”其实是对劳动价值论的挑战　　从劳动价值论出发能否解读上述事实呢？这取
决于从什么角度看待GDP了：是将GDP理解为使用价值即财富呢，还是理解为交换价值或价值？如果
理解为使用价值或财富，那么上述事实所表现的就是劳动量与使用价值量或财富量的反差，而且可以
断定美国在170多年间财富增长了474.8倍，而就业量只增长了20.07倍，这是不可避免的，没有“谜团
”存在的余地；如果从交换价值或价值的角度来看GDP，那么上述事实便必然成为不可理解之迷。　
　要知道，依照劳动价值论，劳动量本来就不可能同财富量同步增长，马克思早就指出过劳动不是一
切财富的唯一源泉，除了劳动还应该有生产资料。或者说得更专业一点，第一，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
换价值（价值）本来就不是同一个商品体的不同存在和表现形式，而是其两个不同性质的属性，一个
是物理的、化学的、机械的等自然属性，另一个是表现人与人关系的社会属性。第二，商品使用价值
除了作为价值的物质承担者以外，与商品价值的内涵及其源泉没有丝毫关系（在价值中没有任何一个
使用价值原子），而价值除了说明商品交换数量的基础，并进一步说明剩余价值来自剩余劳动以外，
也不具有其他功能，尤其不能作为社会财富（使用价值）的代表，作为财富代表的只是使用价值量。
第三，既然使用价值和价值的性质不同，它们的创造源泉也截然不同，创造使用价值（从而财富的实
物形式）的不能仅是劳动，生产资料也不可或缺，而财富的价值形式的源泉则只能是商品生产者的劳
动，而且只是这种劳动的抽象的方面，即生物学意义上的脑力和体力的支出，是抽象劳动的凝结，生
产资料只是劳动创造价值的必要条件而不是价值的源泉。　　这就是说，基于商品二重性和劳动二重
性以及相关推理的劳动价值论，只能从使用价值论或财富论的角度去理解上述劳动量与GDP的反差，
不可能从价值或价格的角度理解这个事实，而劳动价值论也从根本上取消了以价值作为社会财富的代
表的使命，所以，在劳动价值论的逻辑和框架之内是不会发生价值总量的难解之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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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经济剩余论》是在《劳动价值学说新探》和《经济价值再研究》两书基础上的进一步研究成果
，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研究”的组成部分（项目号03JZD0011）。作
者阐述了经济剩余论的各个基本方面，还系统梳理和评析了经济剩余观的主要发展阶段和未来趋势。
　　《经济剩余论》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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