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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价值理论都是依照“谁创造归谁”这个分配原则而构

建的，都有天生的逻辑困境——即价格是价值的同义重复，这直

接导致价值分配理论缺失。此时要说明谁的所得是合理的，就一

定要证明其创造的价值就是这么多——即商品本身固有的价值就

是这么多。国民收入一次分配、二次分配等等，都只是为这种逻

辑困境打补丁，这与地心说中的本轮、均轮这些补丁的作用是类

似的。在数学上看，经典价值（价格）理论中都没有时间轴，都

是静态分析。价值分配理论首先要考虑价格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变

化，是动态分析。由此，本文有如下逻辑关系：

一、价值是财富的量。

二、价格是要素分得财富的量。

三、商品交换是当今最普适的分配手段。

四、经典的各种价值都是分配尺度。

五、劳动量是人们分得工资的主要尺度。

六、货币是测量（计量）财富多少的尺度。

比如大米价格2元/斤，表示出卖1斤大米分得的社会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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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2元这么多；比如工资5000元/月，表示劳动一个月分得的社

会财富有5000元这么多。

我们认为所有东西都有价值，剩下只是我们考察还是不考

察。价值（价格）理论中只考虑需要考察物品的价值（价

格）。比如多数废品和旧房都有残值，但是价值理论中通常不

考察它们的价值。

那么价值究竟是什么？客观的世界是否真的有价值这种东

西？我们认为客观世界没有价值这个东西。这里我们必须明确

一点，即我们的意识不能直接接触客观世界，而是通过一种意

识领域的工具来感知客观世界。这种意识工具有四大类，即：

质 、 量 、 数 、 字 。

确定一事物是该事物的东西，就是该事物的本质。一种事

物的质的多少，我们称之为量。价值是一种经济学量，价格

也是一种经济学量。将量表达出来就需要数，不然我们只能说

很多很多、很久以前这些有用的废话。数的发明消除了这种有

用的废话。但是仅有质、量、数这三种元素是不成的，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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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字，不然像“1 堆米有 1 0 公斤，甲的年纪是 3 0 岁”这种

表述不可能变成白纸黑字，看不见。字，铺就了人类文化发

展的高速公路。

到目前为止的所有价值理论中，都没考虑过质、量、数、

字的基本规范，对计量和测量知识了解甚少，想怎么说就怎么

说，量与纲不分，一片乱象。确定事物是该事物，即为纲；

确定事物有多少，即为量。所谓量纲就是这个意思的合成。我

国对量纲方面的知识，几乎没有进行过教学，理工科也不例

外，这是很奇怪的事儿。这直接导致我国在价值理论研究中压

根没有这种知识储备，于是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什么东西都可

以被我们定义为价值，千奇百怪。

1   马克思价值理论中的问题

首先，与西方价值理论不同，马克思价值理论中是注意量

纲的，虽然它在量纲上也出了问题。马克思价值理论虽然是直

奔供求平衡时的价格决定问题而去的，但是逻辑问题不少。

价值转型就是价值分配的一种形式，所以《资本论》中最大

的逻辑问题就是其一二卷与三卷脱节，衔接不上。由于一二卷中

没有价值转型的影子，是依照“谁创造归谁”构建的，从而导致

没有价值分配理论支撑其骨架，则其中所有用于论证的事实、数

据和原理，至少有一个方面是虚构的，不是实际的事实和数据。

比如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与倍加关系就相互冲突。前面刚说价值

的多少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后面紧接着就说同样劳动时间

内，复杂劳动创造的价值是简单劳动的倍加，二者明显冲突。下

面剖析《资本论》中的两处实例，以指明我们应该怎样发展马克

思价值理论。

1.1尺度与本体不分

劳动量究竟是测量价值的尺度，还是价值的本体？1954年

版《资本论》中是这样描述价值的：

一个使用价值或财货有价值，只因为抽象的人类劳动，对象

化或物质化在它里面。然则，它的价值量要如何去测量呢？由其

中包含的“形成价值的实体”——劳动——量去测量。劳动量由

劳动时间测量，劳动时间又用一定的时间部分，例如小时、日等

等去测量。

这里的大问题是结论直出，没有论证。比如劳动量为什么能

够测量价值的多少？没有任何解释。测量与计量是一门很专业的

学问，这里也不多谈，只分析其中三个小问题：

第一个小问题：劳动究竟是价值的本体（原体），还是测量

价值多少的尺度？

第二个小问题：劳动是一种人类活动，是一种运动，那

么请问运动能凝结吗？能物质化到商品中去吗？

第三个小问题：既然劳动量是测量价值多少的尺子，为什

么还要用另外一把尺子——劳动时间，去测量劳动量这把尺子的

多少？

计量学里有两个基本规范：一是尺子自己不可以测量自己；

二是尺子本身的大小不可以再测量。任何尺子本身的大小以及相

应的计数和进制，都是法律强制规定的，与学术无关。秦始皇统

一度量衡所体现的正是这种法律强制性。因此，“劳动量又用劳

动时间测量”是非法陈述。

学术没有权力规定计量单位是什么，不是什么。小时、

日、月、年等只能是时间的计量单位，构成时间的量纲，而非马

克思说的测量②。马克思在这里是量纲挪用，将时间的量纲挪用

为劳动量（价值）的量纲。

量纲是标明事物类别的，具有客观性，唯一性；计量单位是

表述事物多少的，具有主观性，唯一性。

计量包含测量原理和测量操作两部分，学术的任务是提供测

量原理，法律的任务是提供计量单位及其进制。商品交换就是测

量的实际操作。马克思举例“三角形面积等于二分之一底乘高”

是指三角形面积的一种测量原理，而非他说的共通物。

再举一个例子说明计量单位是怎么来的，以便阐明这里在

讲什么。比如温度的计量单位“开尔文（K）”，力的计量单位“牛

顿（N）”，是国际计量组织为了纪念开尔文和牛顿这两位科学家

而强制规定的，这与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没有两样区别，都是强制

规定。所以价值（价格）的计量单位是什么，是法律或者国际计

量组织说了算，与学术无关。

1.2为何劳动力对价值没有贡献？

这里的质疑是：既然资本家购买的是劳动力，不是劳动，

且目的在于获取劳动力创造的剩余价值，那么请问：当劳动力对

价值的多少没有贡献时，资本家为什么要购买它？马克思明显遗

漏一个事实，即生产同一件商品懒惰耗费的时间比勤快长。这样

有，由于在同样的劳动时间内懒惰生产的商品少些，从而出卖商

品后换回的货币也少些，懒惰没有占勤快的便宜。例如：勤快挑

100斤，懒惰挑80斤，同时挑到1公里的地方，谁创造的价值大？

将“只要支出社会平均劳动力”这个假设恢复成实际情况，

并利用微积分运算，我们很快能得出“劳动量等于劳动力乘以劳

动时间”这个数学公式，即 tfq ·= 。这是对马克思价值理论

极其重要的发展。实际中也是提倡同工同酬，没有提倡同工时同

酬，其根本就在于 tfq ·= 讲的道理。高职称比低职称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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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些，也在于 tfq ·= 讲的道理。

由于群体的总工资量必须与总财富量（GDP）相匹配，不然

就会出现生产过剩或生产不足。所以尽管支出的劳动量相同，但

是群体总产出多时工资会高些，反之工资会低些。这就是美国的

工资比我国高，北京的工资比武汉高的原因。

2   价值分配的四大机制

合作、分工、组织和再生产，它们共同构成经济系统的

经脉和络脉，从而确定经济系统大循环，最后决定供求平衡时

商品的价格是多少。这四大分配机制是：

合作——平均分配机制

分工——竞争分配机制

管理——组织分配机制

再生产——成本分配机制

目前，地球村就是最大的经济群体，其相应的个体是国家。

但是国家又是一个经济群体，其相应个体是部门和地区，以此类

推，最小的经济群体是家庭，最小的个体是个人。人类财富的分

配，是依照群体和个体这两个概念的衍生脉络，不断分割下去的。

2.1合作——平均分配机制

地球的生命体可以分两大类，即群居生物和独居生物③。从

经济学的角度看，二者的最显著区别就是合作。只有群居生物才

有合作，独居生物没有合作。在合作角度看，任何商品都是大家

一起创造的，是大家共有之物，所以其产权是群体的。但是消费

又一定是个体（个人）的，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另一个人吃饭、

穿衣和睡觉。这便导致生产的群体性与消费的个体性之间出现了

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就必须先分配群体的共有财富，使之

个体化。价值分配理论由此而产生，产权理论也由此而产生。

群体层面的财富分配是依照平均分配规律进行的，即：在利

益可分割的条件下，群体中各同类体获益均等。平均分配法则主

要由平均利润率、平均税率、平均工资这三个指标来描述，为实

际成交价格的偏高和偏低提供参照系。没有这个参照系，我们的

价值（价格）理论逃不脱“成本决定价格”的魔掌。

平均分配法则就是斯密没有看见的那只手，竞争机制是在平

均分配机制搭建的平台上展开的，导致系统出现破缺，于是系统

的邹折连绵，既有高山也有大海，一些人多分一些财富，另一些

人就少分了一些财富，且二者相等。由此决定的实际是，共同富

裕不等于同等富裕。

2.2分工——竞争分配机制

分工既是大群体分成小群体的机制，也是系统生机勃勃的机

制。在自私性的作用下，每个人都希望分得比别人多一些的财

富，竞争由此而展开。竞争机制是经济系统中不可缺失的部

分，是系统活力的保证。它只会导致贫富差距，不会导致共

同富裕，从而迫使人们竞相多劳动，多创造。贫富差距由此

而形成，由价格第三规律（价格差规律）完成数学表达④。新型

产业正是在这个规律的作用下得以迅猛发展的。在这个规律的作

用下，著名的三大差别可以缩小，但是不能消灭。缩小到什么程

度，取决于组织机制——主要取决于政府的执政理念和国家的人

文理念。

合作与分工之间也是一种合作与分工的关系，是相互协调的

互补关系。从哲学角度表述，合作与分工的关系服从结合法，不

服从二分法或对立法。经典理论都是用二分法或对立法来处理二

者的关系的，这不恰当。马季创作的相声《五孔争功》讲的就是

结合法，是对现实生活中乱用对立法的一种批判。

正是因为群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服从结合统一法，因此群体

中有另一个重要机制，即将众多因素组合在一起的机制——组织

机制。群体的人文观念、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和道德等，

都从属于组织机制。

2.3管理——组织分配机制

凡群居的生物群体，一定有组织机制在起作用，其中又分无

组织群体和有组织群体两类。凡有组织的群体必定有个头，且是

少数个体当头，这便是头规律。人类是有组织群体，等级制度因

此而产生。蚂蚁、沙丁鱼、麻雀等等，是无组织群居动物，它们

没有头，从而没有等级制度；狮、像、狼、鲸鱼、角马，羚羊等

等，都是有组织的群居动物，它们都有头，有等级制度。人类是

组织程度最高的一种群居动物，政府因此而生。经典价值（价格）

理论都认为政府是守夜人，是其视角不够，没有跳出三界外，从

而失去了学术的中立性。

有组织群居动物中，是那些少数个体当头，仅仅取决于群体

建立的选拔机制是什么。这样的选拔机制将决定这样的少个体当

头，那样的选拔机制将决定那样的少数个体当头。不同国家、不

同地方和不同企业，因所处的实际情况不一样，所建立的选拨机

制也往往不一样。明确这点很重要，这不仅是对马克思的制度理

论的有益补充，也为不干涉他国内政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

头规律决定了任何有组织群体的构架一定是罗网构架，决定

了群体的支配权一定归少数人⑤。

同样的生产要素下，由于组织构架的不同其释放的生产能力

大不相同，从而产出大不一样。我国当年提出的猫论，其诉求就

是要求以产出的高低作为主要评价指标。人还是那多人，地还

是那多地，但是实行承包到户后，两年就基本解决全国性的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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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问题。

总之，经典价值理论和制度理论中都没有看到组织机制对

各生产要素间的组合方式的直接决定性，都没有看到组织机制

对生产力大小的决定性⑥。

2.4再生产——成本分配机制

再生产是经典理论高度关注的一个机制，它最低要保证我

们的社会生产绵延不断，从而人类繁衍也绵延不断。

我国不少人士对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要达到的目的拿捏不

准，以为是要达到人人具有同等的生产指挥权。马克思对社会再

生产是肯定的，其剩余价值理论不是批判剩余价值有过错，而是

在于为广大百姓争夺生产指挥权及其分配权。他批判资本家不该

获得剩余价值，言外之意是剩余价值该分配给工人，由工人支配。

但是，剩余价值分配给工人仍然不是马克思要达到的目的。马克

思从来没允许工人阶级将剩余价值吃掉喝掉，而是仍然要将剩余

价值投入再生产。所以马克思的真正目的是工人阶级拥有剩余价

值后，便天生拥有生产指挥权及其分配权。毫无疑问，一旦工人

阶级掌握了分配权，自然在社会财富的分配过程中始终对工人阶

级有利，从而工人的工资就不会只够“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

而是要比这多，能提高生活质量和品质。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正是从“财富支配”和“尺

度”这两个概念引申出价值这个概念的。由谷书堂、程恩富等引

领的正比论，虽然解决价值总量够用问题，但是由于没有价值分

配理论作支撑，仍然不能较饱满地解释实际的价格现象。

相对于1954年版《资本论》，1975年版中将这段话中的测量

改成计量。这是不得要领的，纠正这段话中的一些语病，但是又

增添新的语病。

现代记录影片显示，这种分类不是非常明确，有模糊地

带。一摄制组为了不浪费最后一晚，于是来到湖边拍点什么，

无意中拍到犀牛在夜晚是群居的，在聚会、唱歌、谈恋爱。

见曹国奇《价格论》一书第十六章、第十七章，延边大

学出版社，2002 年；见曹国奇《价格形成机制体系研究》一

书第 36 — 38 页，九州出版社，2021 年。

管理学中有一个统计学规律，大意是任何人能直接联系的

人数在 20 至 5 0 人以内。这样，国家、企业、学校的人数多

了就要依照这两个规律分家，分成省县乡，分成总公司分公

司、分成院系班等。

马克思定义生产力是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这没

问题，但是进一步的释义为“生产力有三要素”就语法不通

了。相反，是三要素结合后才派生出生产力。

注 释 ：

①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正是从“财富支配”和“尺度”

这两个概念引申出价值这个概念的。由谷书堂、程恩富等引领的

正比论，虽然解决价值总量够用问题，但是由于没有价值分配理

论作支撑，仍然不能较饱满地解释实际的价格现象。

②相对于1954年版《资本论》，1975年版中将这段话中的测

量改成计量。这是不得要领的，纠正这段话中的一些语病，但是

又增添新的语病。

③现代记录影片显示，这种分类不是非常明确，有模糊地

带。一摄制组为了不浪费最后一晚，于是来到湖边拍点什么，无

意中拍到犀牛在夜晚是群居的，在聚会、唱歌、谈恋爱。

④见曹国奇《价格论》一书第十六章、第十七章，延边大学

出版社，2002年；见曹国奇《价格形成机制体系研究》一书第36

— 38页，九州出版社，2021年。

⑤管理学中有一个统计学规律，大意是任何人能直接联系的

人数在20至50人以内。这样，国家、企业、学校的人数多了就

要依照这两个规律分家，分成省县乡，分成总公司分公司、分成

院系班等。

⑥马克思定义生产力是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这没

问题，但是进一步的释义为“生产力有三要素”就语法不通了。

相反，是三要素结合后才派生出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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