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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类社会中的任何事物，人类对它们的存在与发生都有一定的“价值”评断，虽然这种评断的方式，
各有不同，但它们评断的依据都直接或间接地以“价值”为基准。
所以我们可以说，人类社会中的一切事物的存在与发展，人类都认为它们是有“价值”存在的，它们
才会对人类有意义。
人类认为完全没有“价值”的事物，不论它们的实际存在与否，都对人类毫无意义可言。
然而“价值”的本身，也有不同的形态，它往往是由评断者本身的态度来决定。
所以凡是研究“价值”的存在，如何判断“价值”的存在等等的学问，都是属于哲学的范畴，但研究
如何创造、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价值”的学问，则是经济学的职责。
凡是涉及有关经济的事务和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价值”有关，它们都是从“价值”这一基础上
所产生的事务和问题。
假若没有这一“价值”的基础存在，人类社会中的任何经济事务和问题都不可能发生，经济学的存在
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所以我们可以大胆地说，“价值”是经济学的基础。
没有“价值”为基础，经济学根本不可能产生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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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类社会中的任何事物，人类对它们的存在与发生都有一定的"价值"评断，虽然这种评断的方式，各
有不同，但它们评断的依据都直接或间接地以“价值”为基准。
《新劳动价值理论》论述了劳动的价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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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自元(治源)先生(1927-2001)，中国江西省南昌市人，1954年台湾大学毕业，1956-1958年在台湾政治
大学研究所研修，并考取留学西德的奖学金。
于1958年10月抵达TUBINGEN大学，继而在科隆大学、汉堡大学研究经济，前后达四十年。
《新劳动价值理论》成书于1971年秋，英文版于1984年出版。
1992年英文版第二版增加了一章，批判资本主义的基础理论一边际效用递减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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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章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简史第九章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发展的趋势第十章关于所谓现代经济学的基础理
论--边际效用递减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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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们已经把人类劳动的本质和形态分析清楚了，也把人类劳动创造和生产价值的方式解释了。
现在我们进一步分析货物中所含有的劳动成分和价值生产的发展方式。
人类劳动是创造和生产价值的惟一源泉。
土地等天然资源都是上天赋予人类的财富，它们是为了人类的存在而有意义。
所以一切天然资源本就应该属于整个人类所共有，没有人类的存在，宇宙中的一切事物存在与发生，
都很难说出它们是有意义的。
但无论如何，人类对土地等各种天然资源的利用，也要先加以适当的人类劳动之后，才有可能。
这就是说：土地等天然资源并不是因为它们自然生长或存在而即拥有“满足人类需要的能力”，而是
它们拥有人类对它们所加以的劳动之后，这些天然资源才拥有“满足人类需要的能力”。
这种“满足人类需要的能力”，就是我们日常所称谓的“价值”，或“使用价值”。
它们是完全客观地存在。
所以一物中所拥有的“价值”，就是这一物件中所拥有的“满足人类需要的能力”，也是人类劳动对
这一物件所赋予的“劳动量”。
例如，自然生长在树上的水果，并不拥有“满足人类需要的能力”，它必须待人从树上采摘下来之后
，而又当做食物放在嘴里食用，才能满足人类的需要而有“价值”。
也许有人认为，若水果从树上掉下来呢?是不是没有劳动的必要吗?事实上，从树上掉下来的水果，也
需要人类一弯腰之劳，把它从地上拾起来才行。
即使可能从树上直接掉在人的嘴里，同样也是需要劳动的。
我们怎知掉在嘴里的水果是没有毒性而可食用的呢?这种关于水果是否有毒的知识，若是由别人处得来
的，那就是说，别人劳动中创造性因素产生的成果，间接地在这里继续发生作用，而他本人的劳动就
可减少而已。
假若这人根本不知掉在自己嘴里的水果是否有毒，而又不愿意对这一水果做是否有毒的任何试验，那
么他仅有抛弃这水果。
这就是说：这水果在这时候还未具有“价值”。
若这人愿做对这水果的亲身食用尝试，那就是他在以个人的生命做就地试验，以创造出直接的经验知
识来，也就是他个人劳动中创造性因素在发生主要的作用。
因为他不必从树上采摘水果，他劳动中生产性因素的作用就可减少而已。
他试验的结果，不论这水果是否有毒，这种由经验得来的知识，都将被保留和传播。
万一不幸，他中毒死亡，而又未被他人看见，则他所创造的经验知识就将被埋没，和未曾创造过这种
经验知识相同。
人类若欲得到这种水果是否有毒的知识，必须等待其他的人再来做试验才成。
假若他人试验的结果，证明这水果是没有毒性而可食用，则是人类对这种水果赋予了劳动，这种水果
从此之后就具有“价值”。
若试验的结果，证明这种水果是有毒性而不可食用，则这种水果就没有“价值”。
但是关于这种水果有毒的知识，仍将在人类社会中保留和传播，使人类不至于再因食用这种水果而中
毒。
这人所创造的“价值”仍然存在。
而这时候人类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不是以有形的水果或物质形态存在，而是以无形的“知识”形态
存在。
在这里既证明了人类劳动中创造性因素有可传授性而不是必传授性，同时又证明了人类劳动中的创造
性因素在创造价值的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它随时随地都存在着，有时也是需要人类本身冒着极大的
危险去体现的，只是人类对它不加注意和重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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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类社会中的任何事物，人类对它们的存在与发生都有一定的“价值”评断，虽然这种评断的方式，
各有不同，但它们评断的依据都直接或间接地以“价值”为基准。
本书论述了劳动的价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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