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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党中央首次完
整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概念。
于是“和谐”成了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
什么是和谐社会？
十六大有着充满诗意的表述，这就是“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进发，
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中国人对于和谐是不陌生的。
《论语·学而》说“礼之用，和为贵。
”《论语·子路》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孟子·公孙丑下》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及至日常生活，“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都是人们挂在嘴边的话。
但凡提倡什么，那就意味着现实中缺少什么。
现实社会中正是出现了不和谐，或者出现了不和谐的潜在因素，党中央才会强调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
。
如果询问不和谐的主要因素是什么，恐怕“贫富分化”是大家脱口而出的答案。
国际上通常把基尼系数0.4作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认为超过这条警戒线，就容易产生社会动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逐步拉大，这清楚地反映在基尼系数的连续增长上
。
世界银行《2006年世界发展报告》公布了根据2001年调查的中国基尼系数是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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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价值”的概念是经济学的基石之一。
但古今中外对“价值”的解释众说纷纭，处于百家争鸣的状态。
尤其在当前世界中，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以劳动价值论为主；“西方”经济学则以均衡价值论为主，
完全摒弃劳动价值论的观点。
两者水火不相容。
从价值论衍生的应用理论，不论是剩余价值理论，还是自由市场理论，都不能很好地解决现实问题，
这一点有目共睹。
这也隐性地说明了目前的价值论存在着问题。
本书提出“认识价值论”，是对目前价值论理论进行的完善和改进。
    本书从分析交换入手，认为交换的本质不是使用价值的交换，像古人说的那样“抱布贸丝”“以所
有致所无”，而是价值的增加，“以低价致高价”。
不等价交换是商品交换的一般形式，而等价交换是特例。
在此思想的指导下，本书界定了商品社会中常见的“使用价值”“价值”“交换价值”“价格”等名
词的定义与性质。
    使用价值的定义为“最后采用的用途”；价值的定义为“认知的稀缺度”；交换价值的定义是“买
卖双方价值的中间比例数值”，这个比例数值由交换双方的信息集合共同决定，价格则只是交换价值
的货币表现。
    “使用价值”“价值”“交换价值”三者是主体对客体同一认识的不同表述形式：使用价值是定名
性，价值是定序性，而交换价值是定量性。
同时，三者使用的环境也不同：使用价值是一人对一物，价值是一人对两物，而交换价值是双人对双
物。
    同一商品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用途。
即使面对同一用途，不同的人对此用途的需求也不相同，因而其价值对不同的人也不一样。
价值的本质是主体对客体效用及其稀缺度的认识关系。
而价值量的确定则取决于认识发生时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不能被所谓主观或客观简单解释。
价值具有相对性。
因为价值有相对性，所以在一次自愿交换中双方就都获得了“剩余价值”，也就是平时称谓的“利润
”。
    虽然双方在交换中有不同的价值，但交换价值只有一个。
如何根据双方价值来决定这个交换价值呢？
本书认为，在不等价交换中，交换价值所表现出的交换的比例遵循理性与公平的原则。
理性原则要求交易每一方都要从交换中获利，即交换价值介于交换双方价值之间。
公平原则要求交易双方的获利程度一样。
如果交换双方的信息不对等，则双方获利的程度取决于信息。
信息的价值在交换这里得到了合理的解释。
不等价交换在本书也有了新的名字：等利交换。
    基于对“价值”“等利交换”“供求关系”的分析，本书提出了“认识价值论”。
认识价值论可以很好地统一劳动价值论、效用价值论、均衡价值论。
劳动价值论是从供给的角度看问题，商品的稀缺度由生产商品的时间决定；效用价值论是从消费的角
度看问题，商品的价值被主体所认知、所判断；均衡价值论是从交换的角度看问题，而交换是生产与
消费之间的桥梁。
生产价值论过分强调了价值的客观性，效用价值论过分强调了价值的主观性，而本书的认识价值论把
价值放在主观客观之间的关系上，站在中庸的位置上，批判了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的不足之处。
均衡价值论只是观察到了交换价值(价格)，并未对价值进行过探讨。
它是认识价值论中交换价值理论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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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把价值定义为“关系”而不是商品的“属性”，本书以大量的例子说明“认识价值论”能比以
往的理论更好地解释诸如“交换”“利润”“生产”等经济现象。
     本书结构如下：第一部分是价值论的背景。
第一章分析劳动价值论所不能解决的问题。
第二章批判西方经济学的价值论，包括生产要素价值论、效用价值论和均衡价值论。
第三章引人“不等价交换”的概念，并论证不等价交换是交换的一般形态。
    第二部分是“认识价值论”的构建。
第四章确立价值的相对性，引入逐利性的概念，并概括了使用价值、价值、交换价值三者的逻辑关系
。
第五章分析使用价值。
第六章分析价值。
第七章分析交换价值，提出等利交换的概念，并介绍等利交换转变为等价交换的条件。
第八章分析价格，以及价格与供给需求的关系。
第九章做总结，提出认识价值论的范式，并分析认识价值论如何把众多价值论统一起来。
     第三部分是“认识价值论”的应用。
本部分指出个体、公司、国家团体等如何通过认识价值论获得“剩余价值”而致富。
第十章分析商业利润。
第十一章分析生产利润，并详细地回答剩余价值理论所不能解释的问题。
第十二章分析生产过程中的工人受剥削问题、贫富分化问题与经济危机问题。
第十三章批判了一些关于利润的不正确说法，比如利润来自不确定性这样的论述。
同时总结了利率的本质及来源，揭示了金融利润的产生。
     第四部分是全文的总结。
第十四章简单概括了本书的主要思想与观点。
这一部分还包含两篇附录。
附录一是趣谈，“何者是最大的价值”？
附录二则是从人性的另外一面“利他性”重新思考价值及人生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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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为了搬运存放这些“垃圾”，工厂还要付出一定费用。
因此它对于工厂而言“没有用途”。
但这些边角布料，换个角度看，实际上可以有很多用途：制成伞面、制成袖套、制成笔筒、制成拖把
、制成鞋底、制成工艺品礼盒、制成布娃娃、用作包装填充物，等等。
甲可能不知道制成布娃娃这种用途，而乙知道这个用途，因此对甲乙两人而言，这边角布料的用途是
不同的。
即使甲乙两人所知道的用途全都一样，甲觉得做工艺品礼盒更有销路，乙觉得做布娃娃更有销路，因
此就有不同的最后选用。
因此同样的边角布料对工厂而言，其使用价值是“垃圾”；对甲而言，其使用价值是做工艺品礼盒；
对乙而言，其使用价值是做布娃娃。
一个物品本身并非是使用价值；一个物品的使用价值也并非只有一个。
那么，如果说使用价值与价值是商品的两个属性，对应于不同使用价值的价值也就不会是唯一的。
因为马克思认为商品体本身就是使用价值，所以随后就自然地推导出商品的使用价值是单一的，不因
主体不同而不同。
困惑之二：撇开使用价值谈论价值《资本论》在随后的论述中说“如果把商品体的使用价值撇开，商
品体就只剩下一个属性，即劳动产品这个属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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