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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进入21世纪以来，市场经济陷入了自由主义和权威主义两元对立的思维误区，重复“面多加水，水多
加面”的政策会把社会导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死胡同，不可能根除贫富悬殊、环境污染、经
济危机、通货膨胀的顽疾。
信息生产力的迅猛发展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思维平台，协同、互利、共赢的网络精神正在解构工
业社会伦理，催生“自由市场”和“官僚支配”之外的第三种经济形态。

农业社会是“族群理性”社会，它的微观机理是利他，目标是封建主利益最大化；工业社会是“个人
理性”社会，其微观机理是利己，目标是个人利益最大化；信息社会是“公共理性”社会，其微观机
理是互利，目标是相关者共赢。
因为在互联网环境中，一个主体的成功必须建立在相关主体也要成功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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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培芳
中国信息经济学会理事长，工信部电信研究院原副总工程师。
长期从事技术经济与发展政策研究，多次承担或参与国家科技发展战略与政策制定。
曾任国家信息技术政策起草组成员、S-863规划核心组成员。

在国内国际会议做演讲上百场6代表论著有“信息技术的经济效益模型”、《信息网络服务》、“网
络时代的哲学思考”、《网络协同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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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只承认物质生产和体力劳动创造价值，不承认管理性和服务性劳动同样
创造价值。
他们认为，按照马克思的一贯理论，价值只存在于物质产品之内，而服务没有创造出物质产品，只是
处于流动状态中的活劳动。
“流动状态中的人类劳动力或人类劳动是形成价值的，但本身不是价值。
它必须在凝结状态中，在物质化的形态中才能成为价值（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3页）。
”　　更有许多学者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已经过时，不如弃置另起炉灶，甚至还有人抛出“资
本价值论”、“知识价值论”取而代20美国的约翰·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中就写道：“在信息经济
中，价值的增加不是靠劳动而是靠知识。
在工业经济初期诞生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必须被新的知识价值论取代。
”　　我国主流学者则持生产要素“共创价值论”观点，认为价值是由劳动、资本、知识和科技投入
共同创造的。
这实际上完全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折中办法。
其实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核心理论并不过时，过时的只是传统社会主义对马克思基本理论的僵化理
解甚至是有意误解！
我们只要重温马克思关于“高级劳动”和“劳动将脱离直接生产过程并且成为生产过程的监督者管理-
”的论述就会较容易地走出误区。
因为不论是资本还是信息、知识、科技等要素的投人，不过是劳动的各种不同的外部形式而已，它们
在本质上部是人类劳动或者人类劳动的积淀物。
　　历史上曾形成衡量社会总产出的两大经济核算体系，一是计划经济国家的以工农业总产值为主要
指标的核算体系；一是市场化国家的以国民生产总值为主要指标的核算体系。
　　工农业总产值指标体系排斥服务作为独立的经济部门存在，是反社会分工的一种过时的经济核算
方法。
国民生产总值指标体系则承认独立的服务产业存在，而且只统计各部门在购买别人劳动基础上附加劳
动的增加值。
显然国民生产总值指标体系比工农业总产值指标体系更为先进。
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就过渡到这一体系上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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