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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劳动价值形成
1.1古典范式的劳动价值论
斯密在其《国富论》中首次提出劳动价值论，他认为但

凡是包含在有用产品里的劳动都具有生产性，也就是可以用于
交换的劳动。他将社会分工中的一般劳动看作是国家财富的源
泉，认为劳动是生产要素之一，因此劳动价值只能使用于原始
社会，因为这个阶段只有劳动这一种生产要素。他没有看出使
用价值和价值的区别，因此也没有看出抽象劳动这一概念。

李嘉图则对斯密的意见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只有社会劳动
时间才是商品价值的来源。之所以提出这种观点，是因为他更
看重对财富的分配。由于资本品和剩余产品都是不同的和产
物，李嘉图将生产商品消耗的劳动时间当做衡量交换价值的唯
一标准，其对劳动价值论的坚持比斯密更坚定。他从这两点反
驳了斯密对劳动的看法：他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时间决定
的，这一规律没有因为有资本的雇佣发生改变，不能以消耗劳
动决定商品价值，也不能以交换劳动决定商品价值，最重要的
是，交换劳动也具有其他商品的性质，其受到供求变化的影
响。其次则是，对于三种收入决定价值的观点，不能把商品
价值分配和价值决定放在一起，商品的价值在市场上流通，而
不影响其价值决定。

李嘉图将价值、费用价格等混作一谈，虽然他认为价值是劳
动实体，但是他只是把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看作社会财富的一部
分，没有认识到劳动是人类社会的基础，人类只有通过劳动才能
得以持续性的发展，并且证明自己的与众不同。同时，劳动并不
是孤立的，它和社会组织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只有对劳动过程
有清楚的认识，才能够了解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神秘之处，揭
示出资本主义的剥削，而李嘉图维护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将其论
证为没有确定的社会形态，这是不对的。

1.2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马克思从商品分析除法，看到了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双

重属性，因为使用价值存在一切的社会形态，不具有特殊性，无
法揭示资本主义本质。马克思解释了不同商品使用价值的区别，
将其用“价值”解释。马克思通过抽象劳动得到了资本主义社会
的经济关系：从资本和劳动来看，所有雇佣劳动可以看做是统一
的总体，资本在经济的竞争下分配劳动要素，主要是为了剥削劳
动力，实现资本积累。另一方面，资本可以剥削具体劳动的劳动
能力，以重新配置劳动，工人则通过将劳动看做是获得工资手
段，于资本而言使用价值便是这种工作能力。

2  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劳动观比较
2.1劳动二重性和劳动单一性的价值观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看到了劳动具有两种不同的作用，除了具

体劳动，更是提出了抽象劳动，这是其重要提出。在西方经济学
的观念里，劳动仅仅指的是具体劳动，并将其看做不可或缺的生
产要素。在实际的生产中，是需要多种要素，但是不应该轻易将
劳动也看做生产要素。因为劳动是价值和社会的缔造者，这条规
律不会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而有什么变化的。西方经济学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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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关系的研究，同时，他们从资产阶级出发，也不愿意去揭
示其中内在奥秘。由此可以看出抽象劳动对了解资本主义实质的
重要性，可以看出马克思经济对人类社会的贡献。

2.2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理论基础
 市场价格式买卖双方对交换做出的一种估计，竞争让这些

主观估计和消耗的劳动具有一致性。西方经济学从唯心主义出发
来解释什么是价格，他们就数量关系范畴对待劳动。而马克思则
从唯物史观出发，不是从主观估计到客观，而是从物质到观念。
他认为劳动是历史和社会的起源。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情况下，有
技术的手艺人职业正在消失，专业的手工制造者逐渐沦为工人。
抽象劳动不仅是理论，也是必然的。

2.3从本质和运行两个分析层面
西方经济学因为停留在经济运行层面的价格，没有进行更深

次的分析，所以将劳动当做生产要素之一。
2.4从社会和技术两条研究层面
在西方经济学中，将生产要素看作是人对自然物质的改造活

动，其反映了特定情况下，人和自然的相互过程。它忽视了社会
制度，忽视了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生产方式，其无法看到资本主
义的不足之处。其目的在于考察生产过程中投入和产出的技术关
系，无法看出生产活动的社会关系。这种情况导致资本和劳动属
于同种贡献，没有揭示出资本主义的本质。在马克思经济中，也
提及到了劳动作为生产要素创造使用价值，但其主要讲的是社会
关系层面问题。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获得剩余
价值为目的的，因此劳动不能算做生产要素，而是被剥削的。

3  新时代中国特色主义下的劳动观
3.1按劳分配和按劳动要素分配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理论其基础是社会主义基

本经济制度，这影响着按劳分配和按劳动这一要素分配不能等
同。前者的基础是生产的物质条件属于劳动者本人的，后者前提
则是生产要素归私人所有。在我国经济中，是公有制为主体，多
种所有制并存，因此这两种分配方式都是有必要的，有根据的。

3.2当下的收入分配理论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新发展
不管是哪一种分配，其都是以马克思为基础的，都离不开马

克思经济学的理论指导。我们要认识到马克思经济学的合理性和
其指导意义，在我们进行分配时严格遵循其准则。

综上所述，我们对马克思经济和西方经济学有了简单的认
识，也对其劳动价值论有了新的认识，认识到其本质的区别。由
此，我们也就对劳动及价值有了不一样的见解，对我们新时代下
的收入分配也有了新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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