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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但因其建立在机器大工业时代资本主义商
品生产的基础上，必然不可能充分反映科技进步在商品的价值形成中的作用。
在当前新的历史形势下，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有待于进一步丰富与发展。
按照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要求，发展了的劳动价值论应该是建立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并且
是以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新成就为依据，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与邓小平的科技第一生产力论
的统一。
　　《科技价值论》主要从价值体、价值量和价值形式等方面分析科技发展对劳动价值论的影响和劳
动价值论的发展。
　　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探讨：　　一、关于价值体的分析；　　二、关于价值量的分析；　　三、
关于价值形式的分析；　　四、对西方经济学家价值理论的再认识。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科技价值论>>

作者简介

　　郑文范，汉族，山东省德平县人，1949年7月生。
1985年12月毕业于东北工学院社会科学系，科学学与科技管理专业，获硕士学位。
毕业后留校工作并获科技哲学专业哲学博士学位。
现任东北大学文法学院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副所长，1999年6月晋升教授，博士生导师。
参与和主持国家、省市重大软科学课题20多项，发表论文40余篇，出版《技术经济学教程》，《科技
统计学》专著两部，参编10余部。
讲授科学技术学，技术经济等10余门课程。
　　1998年被评为东北大学优秀教师。
现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技术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辽宁省行政管理研究会常务理事，沈阳市
国际经济研究会常务理事，辽宁省科技统计中心顾问等职。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科技价值论>>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引论1.1　问题的提出1.2　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基本观点1.2.1　关于价值体的分析1.2.2　关于价
值量的分析1.2.3　关于价值形式的分析1.3　新技术革命与劳动价值论的新问题1.3.1　马克思的劳动价
值论理论体系内部的问题1.3.2　价值理论和实践的矛盾1.3.3　价值理论创新的一些思路第二章　科技
进步和价值体的形成2.1　形成价值体的条件2.2　科技劳动形成价值体2.2.1　科技劳动是人类劳动的一
种形式2.2.2　科技劳动的目的性——改变商品的自然与属性为使用价值2.3　科技劳动的凝结方式——
象化凝结2.3.1　学习转化——通过人力资本对无形价值的吸收2.3.2　有形转化——通过有形资产对无
形价值的吸收2.3.3　无形转化——通过无形资产对无形价值的吸收2.4　无形价值体理论的应用——按
生产要素分配问题分析第三章　科技进步和价值量的决定3.1　劳动力价值度量3.1.1　以消耗时间的形
式来度量劳动量3.1.2　投入通约性3.1.3　产出通约性3.2　物化资本吸收无形价值度量3.2.1　劳动生产
力和价值量决定的关系3.2.2　转形问题分析3.3　无形资产吸收的无形价值度量3.3.1　技术类的无形资
产对无形价值吸收的度量3.3.2　协作吸收的无形价值度量3.3.3　商品交换吸收的无形价值度量3.3.4　
分工吸收的无形价值度量3.3.5　制度类的无形资产对无形价值吸收的度量——制度收益和成本分析3.4
　衡量经济增第中技术进步作用的指标分析3.4.1　问题的提出3.4.2　统计分析的方法3.4.3　生产函数
法第四章　科技进步和价值形式的新发展4.1　价值的生成转移4.1.1　科技成果创建阶段的价值形式分
析4.1.2　科技成果成长阶段的价值形式分析4.1.3　科技成果扩展阶段的价值形式分析4.1.4　科技成果
成熟阶段的价值形式分析4.2　价值的扩散转移和追赶陷阱分析4.2.1　价值的扩散转移及后发优势和后
发劣势4.2.2　追赶陷阱问题分析4.3　价值的现实转移和泡沫经济分析4.3.1　价值的现实转移和经济的
虚拟化4.3.2　价值的现实转移和泡沫经济分析4.3.3　泡沫经济危机处理第五章　对西方经济学家价值
理论的再认识5.1　配第的价值论5.2　重农学派的价值论5.3　斯密的价值论5.4　李嘉图的价值论5.5　
萨伊的价值理论5.6　詹姆斯·穆勒的价值论5.7　麦克库洛赫的价值论5.8　凯里的价值论5.9　罗雪尔
的价值论5.10　熊彼特的价值论5.11　马克卢普的价值论5.12　奈特的价值论结论参考文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科技价值论>>

章节摘录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以生产的物质条件相同为典型条件的。
马克思在论述商品的价值时，并未忽略生产的物质条件，他只是假定这些物质条件是完全一样的，即
“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
他指出，决定各种商品的价值量的，不是个别劳动时间，而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
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的
需要的劳动时间。
”①既然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是由劳动和客观的物质条件两个要素构成的，而客观的物质条件是完全
一样的，显然，各种商品的价值（即“两种不同的物里面的共同的东西”）的大小就只取决于劳动量
的多少。
所以。
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商品的价值量。
　　但是，假如生产的物质条件是不同的。
情况又会怎样呢？
　　我们先来看客观事实。
采用先进机器设备的工业企业，在投入同样的劳动量的情况下肯定比机器设备落后的同类工业企业生
产出更多的产品。
显然，物质条件较好的生产者和物质条件较差的生产者，投入同样的劳动，他们创造的物质财富即作
为使用价值的商品数量是不同的，前者的单个商品中凝结的有形劳动量较少。
后者的单个商品中凝结的有形劳动量较多。
　　那么，我们能否说，前者单个商品的价值低，后者单个商品的价值高呢？
不能。
因为价值量是以社会必要劳动量来衡量的，这是问题的关键。
商品的价值是按社会尺度衡量的，排除供求关系因素，同一商品总是具有同一价值。
所以，更多的商品不仅代表更多的使用价值，而且也代表更多的价值。
　　可是，由此也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较少的个别劳动能够同较多的社会必要劳动相等？
为什么较少的劳动创造了较多的价值？
它们之间的差额是从哪里来的呢？
　　如果我们把劳动量仅仅限定为劳动者个人体力和智力的支出，那么，就应该说，劳动者之间的分
工与协作是一个重要因素，它不增加劳动的总量，但却可以提高劳动的效率，创造出更多的使用价值
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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