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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书是作者的《客观效用价值论》一整套书的最后一本。
第一本《客观效用价值论——重构政治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阐述了一个不同于流行的、全新的价值
理论；第二本《商品经济与产权制度原理——客观效用价值论之二》为追索价值的来源以及探讨由交
换的条件引发出对所有制关系，进而确定与传统看法完全相反的私有制与公有制的起源理论；第三本
在完成以上全部理论建树以后展开的对当今世界两大流行价值理论——劳动价值论和边际效用价值论
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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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亚当·斯密以前的劳动价值论　　一、古代的劳动价值论　　英国著名经济思想史学家
埃德蒙·惠特克认为，人们把劳动、辛苦、工作视为价值源泉的这一理论也可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
多德那里，他说：　　亚里士多德又说，在生产用以交换的商品中所包含的工作量，应该是相等的，
不过要考虑到这一工作的人们的阶级差异，一个农民和一个医生是不同的，但两个农民或两个医生就
没有不同了。
亚里士多德的这一观点，是后来在中世纪时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guinas）的“公正价格”原则的基础。
这一原则使公允价格具体化为给货物的生产者在生产时所消耗的劳动以适当报酬，而这种适当性的检
验，则为维持生产者在其特定社会集团中所惯有的生活标准。
　　但是当我们把亚里士多德关于这方面的论述检视一遍以后发现，惠特克先生的所说完全是臆想之
词。
亚里士多德根本没有提出过交换商品中“所包含的工作量，应该是相等的”的问题，也没有说过农民
和医生之间的交换应该依据“生产者在生产时埃德蒙·惠特克著，徐中士译：《经济思想流派》，
第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所消耗的劳动来进行”。
亚里士多德最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方就在于他明确提出了构成价值的实体是效用，而价值的本质是觌用
比，可惜这些光辉的思想火花都被后人忽略了，致使价值理论陷人迷途两千多年。
　　亚里士多德说交换是互惠的：　　这种互惠是由交叉关系构成的，设定营造师为A，制鞋匠为B，
房屋为C，鞋子为D。
那么营造师要从制鞋匠那里得到他的成果，又（就要——郑）把自己的成果给予鞋匠。
如若在比例上首先（首先二字似为衍文——郑）相等，回报就随之而来⋯⋯如果不是这样，交换就不
存在。
交换物并不是简单的数量对等，应该是比例对等：但这并不是说，这种成果不能高于那种成果，而是
说应该使这些东西相互对等（即比例对等——郑）。
　　这里还没有涉及到比例对等的实质是什么，所以根本谈不到是劳动还是工作量的问题。
关于农民与医生的话，亚里士多德是这样说的：　　两个医生之间并不相通，而在医生和农民之间则
是相通的，总地（的）说来，不相同的东西、不相等的东西之间才能相通。
应该使这些东西相对等。
　　如果我相信苗先生的译文是正确的话，那么惠特克先生所依据的译文显然是“差之毫厘，谬以千
里”了。
这里根本没有说到农民与医生交换比例形成的原因，而只是说为什么同物不能交换。
两个医生或两个农民之间之所以不能交换（不相通），是因为他们生产的东西（包括服务）相同，而
交换必须是“不相同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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