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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强调必须用对待真正严格的科学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在此基础上论证了马克思
主义乃是以最彻底的唯物主义哲学作为理论基础的，关于人类如何从动物界逐步提升出来并发展到不
仅在生物学的意义上而且在社会学的意义上最终脱离动物界成为真正的人，进入真正的人的生活条件
的发展规律的科学人本主义；论证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不是从某种假设前提出发，而是从人类生
存和发展的客观基本条件和商品经济社会历史阶段上存在的最基本的客观事实出发的科学的价值理论
，而商品生产方式和建立在商品生产方式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都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逾越
的阶段，只要人类社会还处在商品经济的历史阶段上，我们就必须坚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
本书从十四个方面论述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丰富内涵；对当前我国某些学者公开否定马克思劳动价
值论的观点，以及某些学者想要发展，但是事实上歪曲甚至否定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观点，一一从
学术的角度进行了批判和分析；对某些学者所持的观点进行了商榷；对人们某些理解得不够正确、全
面、深入的地方和马克思理论本身某些不够完善和需要发展的地方，或者作出了新的理解，进行了新
的论证，或者提出了全新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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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雨夫，男，湖南长沙人，1926年3月出生。
1949年2月起一直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学和研究工作．离休前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研究所马克思
主义基本理论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20世纪5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参加北京市和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编写，曾在《学
术月刊》《世界经济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等报刊和论文集上发表过一些文章．除教科书等之外
的著作有1991年出版的《论中国劳动力市场》一书(与冯兰瑞等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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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的话  一  声明和感谢  二  要在正确、全面、深入理解的基础上坚持、完善和发展马克思的劳
动价值论。
我国理论界当前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和本书的任务  三  我认为公开的、公平的、实事求是的、提名道
姓的学术讨论，是追求真理、繁荣学术、发展科学所必需的  四  本书的结构第一部分  要在正确、全面
、深人理解的基础上坚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第一章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根据客观事实得出来的
科学的价值理论，必须坚持  一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以七个方面的客观事实作为根据的  二  马克思
的劳动价值论体现了阶级性和科学性的高度统一  三  晏智杰先生说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左”的错
误的理论根源，这是把板子打错了地方  四  冒天启先生所说劳动价值论的事实依据或者假设前提都是
不正确的，他说劳动价值论已经过时也是不正确的第二章  论马克思《资本论》的抽象法和晏智杰先
生的劳动价值论“过时论”  一  所谓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以原始的物物交换为前提的说法曲解了《
资本论》的抽象法  二  晏智杰先生的说法和《资本论》的实际也是不符合的第三章  科学技术劳动和经
营管理劳动是否创造商品价值的问题与晏智杰先生的劳动价值论“过时论”  一  晏智杰先生误解了或
者说曲解了马克思的话的原意  二  马克思的另外许多话也证明晏智杰先生的说法是一种误解或者说曲
解第四章  社会需要的量对生产商品的劳动形成的价值的量的决定性制约作用和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
劳动时间。
卫兴华和苏星等诸位先生的误解  一  如何理解商品的使用价值和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如何理解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以及它们与价值决定的关系？
  二  阻碍苏星和卫兴华等诸位先生承认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能决定商品价值的两个理论
认识问题  三  丁堡骏先生在这个问题上以及其他有关价值理论问题上的一些与众不同但是并不正确的
观点第五章  分十四个层次谈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丰富内涵  一  马克思讲的价值是指商品的价值。
马克思对商品和价值的研究，就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采取了商品和价值的社会形式的经济财富的
本质和其生产、交换和分配规律的研究  二  只有人类劳动的产品才能成为商品。
劳动产品成为商品必须有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
否认商品交换存在着商品的所有权的转移。
就是否认了商品和价值关系的历史的性质  三  商品的二重性和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
正确理解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是正确理解商品的二重性的关键。
既要严格分清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原则区别，又要全面理解使用价值在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中的重要意义
和作用。
商品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  四  只有人类生产商品的活劳
动才是商品价值唯一的创造者。
自然和物化劳动不能创造价值  五  凡是合法地以商品形式生产社会需要的使用价值的劳动，只要合乎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要求，都是生产商品价值的劳动  六  一切加入到商品从其首要生产者到消费者所
必须经过的过程中的必要的劳动。
都是生产商品和创造商品价值的生产劳动  七  商品的价值量是用简单劳动作为计量单位来计量的。
包括科学技术劳动和经营管理劳动在内的复杂劳动要折合为倍加的简单劳动  ⋯⋯第六章  晏智杰先生
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其他一些批判意见和他的价值“新”论第七章  对谷书堂、林子力、蔡继明
和其他几位先生的观点的评论。
对孙冶方先生的观点的讨论第二部分  要在正确理解和坚持的基础上完善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第八章  论纯粹流通过程同时也是商品的社会使用价值和价值继续形成的过程，其中必须加入的劳动
也能创造新的价值第九章  对生产以纯粹服务为代表的非物质形式的商品的劳动也创造价值的新的论
证第十章  关于复杂劳动化为简单劳动的几个问题第十一章  生产价格不是价值的转化形式，它是新的
条件下的价值的新的形式第三部分  对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的几个认识问题
第十二章  对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的几个认识问题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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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第1卷的第17章，马克思进一步论证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成为商品的是雇佣工人的劳动力而不是
他们的劳动；劳动是人的活动，是不能出卖的，能出卖的只是劳动的产品或者劳动力；劳动物化在商
品中形成商品价值，但劳动本身没有也不能有价值；等等。
李嘉图由于没有区分开劳动和劳动力，认为雇佣工人出卖的是他的劳动，他得到的工资是他的劳动的
价值，因而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在分析剩余价值的来源时就遇到了不可克服的矛盾。
而马克思指出雇佣工人出卖的是他的劳动力，不是他的劳动；工资只是他的劳动力的价值，不是他的
劳动的价值。
劳动是形成商品价值的东西，但它本身没有也不可能具有价值，这就解决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遇到
的矛盾，使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真正成为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并使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牢固地树立在
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
同时，我认为马克思指出劳动力作为商品，它的价值规定包含着一个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这一点具
有重大意义，为我们研究商品价值问题增加了一个重要的视点。
这一点后面还会讲到。
3.第1卷第1章谈到了价值量的计量要以简单劳动作为计量的单位，因而需要把复杂劳动化为简单劳动
来进行量的比较，并指出复杂劳动可以化为倍加的简单劳动。
马克思说的简单劳动，就是在一定社会的一定历史时期中“具有社会平均劳动力的性质”的劳动力的
耗费。
在第1卷第1章的第1节，马克思说：“可能会有人这样认为，既然商品的价值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
量来决定，那末一个人越懒，越不熟练，他的商品就越有价值，因为他制造商品需要花费的时间越多
。
但是，形成价值实体的劳动是相同的人类劳动，是同一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
体现在商品世界全部价值中的社会的全部劳动力，在这里是当作一个同一的人类劳动力，虽然它是由
无数单个劳动力构成的。
每一个这种单个劳动力，同别一个劳动力一样，都是同一的人类劳动力，只要它具有社会平均劳动力
的性质，起着这种社会平均劳动力的作用，从而在商品的生产上只使用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或社会必要
劳动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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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研究:理解、坚持、完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学者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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