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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百年来 ,以鲍特凯维兹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提出了各种价值转形模型。这些模型都存

在很多缺陷 ,也不能完全反映马克思的思想。本文提出一个可以克服这些缺陷的价值转形模型。价值转形理

论要解决的是 ,从反映商品本质的价值到反映其现象的生产价格的历史演变问题。同时说明 ,在此过程中剩

余价值是如何在资本家之间重新分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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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论》第三卷出版以后 ,马克思的生产价格

理论很快引起争论。西方经济学家把从价值到生

产价格的转变问题称为价值转形问题。近百年来 ,

以鲍特凯维兹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

提出过各种价值转形模型。这些模型存在很多缺

陷 ,不能完全反映马克思的思想。本文提出一个可

以克服这些缺陷的价值转形模型 ,试图解决这些问

题。

　　一、西方经济学家的观点

　　西方经济学家对价值转形问题的争论 ,可以归

纳为两类观点。

第一类观点认为 ,《资本论》第一卷讲商品按价

值交换 ,《资本论》第三卷又讲按生产价格交换 ,前

后矛盾 ,因此马克思的生产价格理论是不正确的 ,

他们企图推翻马克思的生产价格理论 ,甚至攻倒马

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洛里亚、庞巴维克和萨缪尔森

是这种观点的代表。对于这一类观点 ,恩格斯认

为 ,“对于那些不能读或不愿意读的人来说 ,对于那

些在读第一卷时就已经不是花费必要的力气去正

确理解它 ,而是花费更多的力气去曲解它的人来

说 ,无论你下多少功夫都是徒劳无益的。”①洛里

亚、庞巴维克和萨缪尔森都属于这一类人。恩格斯

在《资本论》第三卷增补中 ,对洛里亚的观点已经做

过系统批判。庞巴维克和萨缪尔森等人的观点与

洛里亚的观点没有本质区别。本文不浪费时间去

讨论这类观点。

第二类观点认为 ,马克思的生产价格理论没有

最终完成 ,还遗留一些数学方面的问题。以拉迪斯

劳斯·冯·鲍特凯维兹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经

济学家持有这种观点。他们提出了各种价值转形

模型 ,试图完善马克思的生产价格理论。

1907 年 ,鲍特凯维兹发表了《马克思〈资本论〉

第三卷基本理论结构的修正》(1907 年 7 月) ,《马

克思理论体系中的价值计算和价格计算》(1907 年

9 月)等论文。他把社会生产划分为三个部类 ,第

一部类为生产资料生产部类 ,第二部类为工人生活

资料生产部类 ,第三部类为资本家生活资料生产部

类。同时提出了一个模型 ,这个模型中包括两个方

程组 ,其中价值转形方程组包括三个方程和四个未

知变量。为了使方程组有唯一解 ,他假设第三部类

的价值价格转换系数为常数 1 ,减少了一个未知变

量。他试图用这种方法解决价值转形问题。鲍特

凯维兹的研究方法被其后的经济学家所继承。

以鲍特凯维兹为代表的经济学家 ,都力图按照

马克思的理论方法完善生产价格理论。他们的模

型基本相似 ,其中的主要内容是三个基本方程 ,四

个变量 ,差别仅在于减少一个未知变量 ,或者依据

不同的假设条件 ,增加一个方程 ,也就是加入一个

假设条件 ,使方程组有唯一解。这些模型都存在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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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缺陷。首先 ,这些模型只适用于三部类划分 ,不

适用于两大部类划分。其次 ,这些模型中的第二部

类是工人生活消费资料生产部类 ,第三部类是资本

家消费资料生产部类 ,与马克思的部类划分方法不

同 ,不能准确反映马克思划分部类的标准和目的。

最后 ,这些模型中的假设条件 ,有的缺乏依据 ,有的

应该作为结论 ,而不是作为条件 ,因此这些假设条

件都不合理。

尽管存在这些缺陷 ,鲍特凯维兹等经济学家对

价值转形问题的研究 ,仍然具有积极意义。

　　二、简单再生产条件下的价值转形模型

　　这里提出一个简单再生产条件下的价值转形

模型。

11 基本假设条件

为了讨论方便 ,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

简单再生产的假设条件 ,这里提出如下假设条件 :

(1)社会生产划分为两大部类 ,第一部类为生产资

料生产部类 ,第二部类为消费资料生产部类。不考

虑非物质生产部门。(2) 生产过程为简单再生产。

生产过程需要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可以通过市场

得到 ,生产的商品全部可以售出 ,没有剩余。即价

值实现和实物补偿条件同时满足。(3)两部类的剩

余价值率相同并且已知。(4) 按照平均利润理论 ,

两部类的利润率相同。(5)两部类的资本有机构成

已知 ,但是不相同 ,假设第一部类的资本有机构成

高于第二部类的资本有机构成。假设第一部类的

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已知。(6) 资本周

转一次的时间为一年 ,即不考虑资本周转速度的影

响。不必区分剩余价值率和年剩余价值率 ,也不必

区分利润率和年利润率。(7) 没有固定资本 ,即不

变资本的价值通过一次生产过程全部转移到产品

中去。不必区分所用资本和所费资本。

以上假设条件 ,符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

的简单再生产的基本假设条件。

21 简单再生产基本关系式

第一部类生产的商品的价值为 :

c1 + v1 + m1

按照第一部类的资本有机构成高于第二部类

的资本有机构成的假设 ,该部类的利润率低 ,所以

资本流出 ,导致产品价格上升 ,从而多得到一部分

剩余价值 ,即 △m( △m > 0) 。第一部类生产的商品

得到社会承认的价值为 :c1 + v1 + m1 + △m

第一部类的相对价值价格转换系数 ,为社会承

认的价值与生产的商品价值之比 :

a1 =
c1 + v1 + m1 + △m

c1 + v1 + m1
(1)

这个系数是一个无量纲的纯系数 ,所以称为相

对价值价格转换系数。该系数和某种具体的货币

单位无关。

同理 ,第二部类生产的商品的价值为 :

c2 + v2 + m2

由于第二部类的资本有机构成低 ,该部类的利

润率高 ,所以资本流入 ,导致产品价格下降 ,从而少

得到一部分剩余价值 ,即 - △m。第二部类生产的

商品得到社会承认的价值为

c2 + v2 + m2 - △m

第二部类的相对价值价格转换系数 ,为社会承

认的价值与生产的商品价值之比 :

a2 =
c2 + v2 + m2 - △m

c2 + v2 + m2
(2)

这个系数也是一个无量纲的纯系数。该系数

也和某种具体的货币单位无关。相对价值价格转

换系数 ,本质上是社会对某部类生产的商品价值的

承认程度。如果社会承认某部类生产的商品价值 ,

高于该部类生产的商品的实际价值 ,则该部类的相

对价值价格转换系数大于 1。如果社会承认某部

类生产的商品价值 ,低于该部类生产的商品的实际

价值 ,则该部类的相对价值价格转换系数小于 1。

如果社会承认某部类生产的商品价值 ,等于该部类

生产的商品的实际价值 ,则该部类的相对价值价格

转换系数等于 1。相对价值价格转换系数 ,表示价

值与生产价格之间的联系。

第一部类产品的生产价格为 :

a1 (c1 + v1 + m1 )

两个部类需要补偿的生产资料的生产价格为 :

a1 c1 + a1 c2 第一部类产品按照生产价格交换的

简单再生产实现条件为 :

a1 (c1 + v1 + m1 ) = a1 c1 + a1 c2 (3)

该式可以简化为 :v1 + m1 = c2 (4)

值得注意的是 , (4) 式与简单再生产的实现条

件完全相同。(3)式左边为第一部类生产的商品的

生产价格 ,即产品供给。右边为两个部类需要补偿

的生产资料的生产价格 ,即产品需求。所以 (3) 式

表示 ,第一部类产品供给与两部类对第一部类产品

需求平衡。

第二部类产品的生产价格为 :

a2 (c2 + v2 + m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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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两部类需要补偿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价

格 ,在形式上不应该简单地直接表示为 :

a2 (v1 + v2 + m1 + m2 )

因为 ,两部类的剩余价值转化为以生产价格表

示的利润之后都发生了变化。第一部类的利润不

是 a1 m1 。因为第一部类中 ,工人的生活消费资料

要以第二部类产品的生产价格 a2 v1 交换 ,而不是

a1 v1 。第二部类的利润也不是 a2 m2 ,因为在第二部

类中 ,待补偿的生产资料要以第一部类产品的生产

价格 a1 c2 交换 ,而不是 a2 c2 。

所以 ,第一部类以生产价格表示的利润 ,为第

一部类产品的生产价格扣除应补偿的生产资料的

生产价格和再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生

产价格之后的余额。其中 ,再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

生活资料的生产价格要利用第二部类产品的生产

价格。即

a1 (c1 + v1 + m1 ) - a1 c1 - a2 v1 = a1 v1 + a1 m1 -

a2 v1 (5)

由上式可以看出 ,当且仅当两部类的相对价值

价格转换系数相等时 ,即 a1 = a2 时 ,第一部类以生

产价格表示的利润才等于 a1 m1 。

同理 ,第二部类以生产价格表示的利润 ,为第

二部类产品的生产价格扣除应补偿的生产资料的

生产价格和再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生

产价格之后的余额。其中 ,应补偿的生产资料的生

产价格要利用第一部类产品的生产价格。即

a2 (c2 + v2 + m2 ) - a1 c2 - a2 v2 = a2 v2 + a2 m2 -

a1 v2 (6)

由上式可以看出 ,当且仅当两部类的相对价值

价格转换系数相等时 ,即 a1 = a2 时 ,第二部类以生

产价格表示的利润才等于 a2 m2 。

所以 ,第二部类产品按照生产价格交换的简单

再生产实现条件为 :

a2 (c2 + v2 + m2 ) = a2 (v1 + v2 ) + (a1 v1 + a1 m1 -

a2 v1 ) + (a2 c2 + a2 m2 - a1 c2 ) (7)

(7)也可以化简为 :v1 + m1 = c2 (8)

可见 ,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 ,按生产价格交换

和按价值交换的简单再生产实现条件完全相同。

原因很简单 ,本质上两部类之间是在交换劳动 ,交

换的原则是等量劳动互相交换 ,即按价值相等的原

则交换。即使采取生产价格的表现形式 ,也不能改

变交换的内容。

前面提到 ,“两部类需要补偿的生活资料的生

产价格 ,在形式上不应该简单地直接表示为 :

a2 (v1 + v2 + m1 + m2 )

因为 ,两部类的剩余价值转化为以生产价格表

示的利润之后都发生了变化。”但是 ,从本质上看可

以表示为 :

a2 (v1 + v2 + m1 + m2 )

因为由方程

a2 (c2 + v2 + m2 ) = a2 (v1 + v2 + m1 + m2 ) (9)

也可以得到 v1 + m1 = c2 (10)

即可以由 (9) 式推导出 (10) 式。可见 ,在本质

上 ,第二部类按生产价格交换的简单再生产实现条

件 (7)式与 (9)式是完全等价的。差别仅在于 (7) 式

表示的以生产价格交换的简单再生产实现条件 ,更

清楚、更直观、更容易理解。

按照马克思的理论 ,资本的有机构成是由资本

的技术构成决定的。两部类的技术构成是由一定

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的。因此 ,在确定的生产力水平

下 ,两部类的资本有机构成是完全确定的。

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 ,工人阶级所需要的生

活条件是确定的 ,从而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所需要

的生活资料价值是确定的。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

下 ,工作日长度的平均值也是确定的 ,从而必要劳

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是确定的 ,因此剩余价值率

确定。由于工人无论在哪个企业、部门或部类中的

劳动都可以还原为简单劳动 ,从而归结为无差别的

一般人类劳动。因此 ,在不同企业、部门或部类中 ,

劳动力价值相同 ,剩余价值率也相同。

由假设条件可知 ,第一部类的不变资本、可变

资本和剩余价值已知 ,第二部类的资本有机构成已

知 ,所以 :

c2

v2
= k2 (11)

其中 ,k2 为已知数值。

由假设条件可知 ,两部类剩余价值率相同 ,即

m1

v1
=

m2

v2
(12)

由 (5)式可知 ,第一部类以生产价格表示的利

润为

a1 v1 + a1 m1 - a2 v1

第一部类以生产价格表示的资本 ,即以生产价

格表示的成本价格为

a1 c1 + a2 v1

因此 ,第一部类的利润率为
a1 v1 + a1 m1 - a2 v1

a1 c1 + a2 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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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6)式可知 ,第二部类以生产价格表示的利

润为

a2 c2 + a2 m2 - a1 c2

第二部类以生产价格表示的资本 ,即以生产价

格表示的成本价格为

a1 c2 + a2 v2

因此 ,第二部类的利润率为

a2 c2 + a2 m2 - a1 c2

a1 c2 + a2 v2

按照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理论 ,两部类以生产价

格表示的利润率相同 ,即

a1 v1 + a1 m1 - a2 v1

a1 c1 + a2 v1
=

a2 c2 + a2 m2 - a1 c2

a1 c2 + a2 v2
(13)

在上面的讨论中 ,一共出现了 c1 、v1 、m1 、c2 、v2 、

m2 、△m、a1 、a2 、k2 共 10 个变量。由于转移的剩余

价值 △m 一般不能预先知道 ,由 (1) (2) 式可知 ,a1 、

a2 也无法预先知道。都是未知变量。按照假设条

件 ,c1 、v1 、m1 、k2 是已知量。而 c2 、v2 、m2 、△m、a1 、a2

是未知变量。

以上各关系式 ,为构造简单再生产条件下的价

值转形模型创造了基本条件。

31 简单再生产条件下的价值转形模型

由方程 (1) 、(2) 、(4) 、(11) 、(12) 、(13) 可以构

成拥有 6 个方程的方程组

a1 =
c1 + v1 + m1 + △m

c1 + v1 + m1
(14)

a2 =
c2 + v2 + m22△m

c2 + v2 + m2
(15)

a1 v1 + a1 m1 - a2 v1

a1 c1 + a2 v1
=

a2 c2 + a2 m2 - a1 c2

a1 c2 + a2 v2
(16)

v1 + m1 = c2 (17)

c2

v2
= k2 (18)

m1

v1
=

m2

v2
(19)

其中 , (14) (15)式为相对价值价格转换系数定

义式 , (16)式为平均利润理论所要求的利润率相等

条件 , (17)式为简单再生产实现条件 , (18) 式为第

二部类资本有机构成 , (19)式为剩余价值率相等条

件。这个模型中包含 6 个未知变量 c2 、v2 、m2 、△m、

a1 、a2 ,以及 6 个独立方程。可以求得唯一解。

在具体求解过程中 ,可以由 (17) 式求出 c2 ,代

入 (18)式求出 v2 ,代入 (19)式求出 m2 。将 c2 、v2 、m2

代入 (14) (15) (16) 式。上面的模型可以简化为只

有 3 个方程的方程组。如果假设条件改变为 c2 、

v2 、m2 已知 ,c1 、v1 、m1 未知 ,只要将 (18) 式中的方程

c2 / v2 = k2 改变为 c1 / v1 = k1 即可。

　　三、简单再生产条件下的价值转形模型的特点

　　这个方程组所表示的价值转形模型 ,与鲍特凯

维兹等经济学家的价值转形模型有重大区别。首

先 ,这个价值转形模型包含转移的剩余价值 △m。

这表明 ,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的形成过程 ,实际上

是资本家为了追求更高利润率 ,在部类之间转移资

本 ,使剩余价值在资本家之间进行重新分配的过

程。由于社会总劳动没有发生变化 ,反映社会总劳

动的社会产品价值总额也不会发生变化。只是社

会承认的价值发生了变化。第一部类被社会多承

认的剩余价值部分 ,正好等于第二部类被社会少承

认的剩余价值部分。其次 ,从模型中的相对价值价

格转换系数的定义 ,可以看出该系数实际上就是社

会对某部类生产的商品价值的承认程度。相对价

值价格转换系数 ,表示价值与生产价格之间的联

系。因此 ,生产价格就是社会承认的价值。再次 ,

这个模型表示 ,按生产价格交换和按价值交换的简

单再生产实现条件完全相同。再次 ,这个模型适用

于马克思的两大部类划分方法 ,而不是必须划分为

三个部类。最后 ,这个模型中没有不合理的假设条

件。

在这个模型中 ,生产价格总额为

　a1 (c1 + v1 + m1 ) + a2 (c2 + v2 + m2 )

=
c1 + v1 + m1 + △m

c1 + v1 + m1
( c1 + v1 + m1 ) +

c2 + v2 + m2 - △m
c2 + v2 + m2

(c2 + v2 + m2 )

= c1 + v1 + m1 + c2 + v2 + m2 (20)

可见生产价格总额等于价值总额。因为 ,总产

品的生产价格是总产品的价值的反映。这个模型

不但满足两部类之间剩余价值率相等 ,也满足利润

率相等 ,还满足简单再生产的实现条件。同时也满

足全社会价值总额等于全社会生产价格总额。

在这个模型中 ,以价值形式表示的利润总额 ,

等于剩余价值总额。因为以价值形式表示的两部

类利润 ,为社会承认的剩余价值 ,即以价值形式表

示的利润总额 ,因此

(m1 + △m) + (m2 - △m) = m1 + m2

上式中 ,等式左边为以价值形式表示的两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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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总和。等式右边为两部类创造的剩余价值总

和。可见 ,以价值形式表示的利润总额 ,等于剩余

价值总额。

但是 ,考虑简单再生产实现条件 ,以生产价格

形式表示的利润总和 ,一般不等于剩余价值总和。

即

(a1 v1 + a1 m1 - a2 v1 ) + (a2 c2 + a2 m2 - a1 c2 ) = a2

(c2 + m2 - v1 ) = a2 (m1 + m2 )

一般不等于 m1 + m2 。因为生产价格等于价值

乘以相对价值价格转换系数 ,除了两部类的资本有

机构成相同 ,相对价值价格转换系数都等于 1 这种

特殊情况 ,以生产价格形式表示的利润总额与剩余

价值总额一般不相等。

由于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 ,剩余价值完全用于

交换生活资料 ,即交换第二部类的产品。如果第二

部类的资本有机构成低于第一部类的资本有机构

成 ,则第二部类的相对价值价格转换系数小于 1。

同时 ,第一部类的相对价值价格转换系数大于 1。

由于在按生产价格交换的条件下 ,全社会价值总额

仍然等于全社会生产价格总额 ,但是 ,其中用于补

偿两部类的生产资料的生产价格大于其价值 ,即

a1 c1 + a1 c2 > c1 + c2 ,则以生产价格表示的利润总和

小于剩余价值总和。但是 ,资本家得到的生活消费

资料并没有减少 ,因为第二部类的产品价格降低

了。

这个结论并不违反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

中说的全社会利润总和等于全社会剩余价值总和

的论断。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 174 —176

页 ,通过 5 个部门的例子 ,说明平均利润和生产价

格的定义和形成过程。其中 ,没有引入再生产的实

现条件 ,不涉及部类的概念 ,也没有具体说明这 5

个部门购买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所需的生活资料

来自哪个部门。既然如此 ,最合理的理解 ,就是每

个部门购买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所需的生活资料 ,

是社会平均产品或一般产品 ,也可以称为中性产

品。生产这些产品的部门资本有机构成的平均值 ,

等于全社会平均资本有机构成。在这种情况下 ,作

为成本价格 ,用价值表示和用生产价格表示 ,其数

值是完全一样的。因此 ,在不考虑再生产条件的情

况下 ,以生产价格表示的利润总和等于剩余价值总

和。

但是 ,引入再生产的实现条件 ,情况就完全不

同了。在再生产问题中 ,必须考虑每个部类购买的

生产资料和再生产劳动力所需的生活资料来自哪

个部类 ,也必须考虑两部类的剩余价值具体购买哪

个部类的产品 ,必须考虑每个部类的相对价值价格

转换系数。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两部类的资本有机

构成不同 ,以生产价格表示的利润总和就不等于剩

余价值总和。这不仅不违反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理

论 ,而且正是平均利润理论的反映。因为平均利润

的形成 ,是资本主义生产目的 ———追求更多剩余价

值的反映 ,即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的要求和价值

规律共同作用的结果。正是供求关系的变化导致

价格背离价值 ,才形成平均利润。从局部角度看 ,

价格和价值背离。从总体角度看 ,这种背离互相抵

消 ,表现为全社会的生产价格总和等于全社会剩余

价值总和。两部类的利润总和也是社会产品总和

的一个组成部分 ,即一个局部。在简单再生产中 ,

利润全部用于购买第二部类的产品 ,而第二部类的

相对价值价格转换系数小于 1 ,所以价格和价值背

离 ,不能实现这种抵消。

事实上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不认为在任何

情况下 ,全社会利润总和等于全社会剩余价值总和

都成立。恩格斯认为“⋯⋯总利润和总剩余价值只

能近似地符合 , ⋯⋯”②。可见 ,总利润和总剩余价

值不完全相等 ,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关于这

个问题 ,由于篇幅所限 ,将在其他论文中详细讨论。

　　注 　　释 :

　　①马克思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5 卷) [M]1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74 ,10051
②马克思、恩格斯 ,资本论书信集[M]1 北京 :人民出版

社 ,1976 ,5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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