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行理财网
剩余价值理论原文摘录（剩余价值理论是谁提出的）

对于剩余价值最简化的理解，就是工人给资本家创造了10元的价值，资本家给了工
人8元的工资，差出来的2元被资本家白白拿走了，这就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
这个解释如此的简洁明了，所以工人都愿意相信它的正确性，要不然资本家为什么
比工人挣得多得多？然而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这种说法很荒谬。

在资本总公式G—W—G+△G中明确定义了剩余价值就是原预付货币的增殖额，这
个增殖额是由工人创造的吗？这个需要分析。

首先，资本总公式的运行是在时间轴上进行的，从预付货币G到收回带增值额的G'
，需要时间。稍有财务知识的人都知道资金有时间价值，可以简单理解为利息。这
部分增值额显然应该归出资者所有。

其二，《资本论》把预付货币分成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
两部分，其中不变资本不能创造价值，只能转移价值，直白地说就是厂房、设备、
原料等投资会以折旧的形式把价值等值转移到生产的商品中，所以增殖额和它没有
关系。可是，不变资本投资是有风险的，投到A领域和B领域风险是不同的，总之比
几乎没有风险的投入银行风险
高。按风险与收益对等的原则，它应该为此而获取部分风险收益，并且和风险正相
关。这里也会产生增殖额。显然，这部分增殖额应该归出资者所有。实际运行中，
这里所谓的“增殖额”可能是负值，就是投资失败，其结果也归出资者承担。另一
部分马克思称作可变资本的，用于购买劳动力，从而创造了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
值也需要进一步分析。

其三，工人创造了多少剩余价值。劳动力作为商品，按照等价交换的规律（这个规
律本身也是错误的，另文专门论述），工人出卖给资本家的劳动力应该获得等价报
酬，那剩余价值是怎么创造出来的呢？《资本论》认为，工人在创造出自己所得工
资后，在资本家的强迫下生产剩余价值
，这部分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了。这就是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这个过程看起来
如此清晰，实则经不起推敲：

具有人身自由的工人可以选择对自己剥削程度最低的资本家。而资本家也不是铁板
一块，可以商量好一个对工人剥削的比例。劳资双方只是通过博弈达成一个动态平
衡，这平衡线最终让“交易”趋于公平，也就是剥削为零，并围绕这个线上下波动
。从这一点上说，劳动力作为商品和其他商品并无本质不同，整体上不会创造剩余
价值。（关于《资本论》中商品等价交换规律的错误另文讨论。）

其四，剩余价值最主要的来源是资本对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最终产品的价值并不
等于各个要素的的价值之和。一个画师购买的各种纸笔颜料的价值加起来不等于一
幅画的价值，差额是他的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同样，一个手机中的塑料、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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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导体等材料的价值加起来也不等于手机的价值，差额是资本对生产要素的组合而
创造的剩余价值。和画师组合物质材料相比，后者更为复杂，既包括了对“物质资
源组合，也包括了对人力资源的组合。

《资本论》第一册第十一章中P
386，马克思指出：他（指资本家）
支付的是100个独立劳动力的价值，而不是100个结合劳动力的价值。工人作为社
会工人所发挥的生产力，是资本的生产力
。就像画师已经支付了支付了纸笔颜料的费用，卖画后所得理应归画师所有，资本
组合生产要素产生的剩余价值理应归资本家所有。现实中，资本家并不能像画师那
样得到组合所产生的全部剩余价值，相反，他需要给工人支付高于“独立劳动力价
值”的工资，也就是把组合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分配给工人，以期能招聘
更优秀的工人来获取相对于其他资本家的竞争优势。这种竞争的结果使工人获益，
加之劳动分工的持续细化，让“独立劳动力价值”变得几乎没有意义。

工程师发明了一个机器，招聘几个机械工人来制作，他必须给到这些工人高于原单
位的工资才能招聘来，而这些工人并不比原来的工作有更高的技术含量和辛苦程度
，他们多得的工资其实是工程师的组合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如果更进一步，
就是对人力资源的优化组合，谁让人力资源发挥的效率高，谁就从竞争中胜出，可
以给员工更高的工资的同时，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剩余价值由三个部分组成：资金的时间价值，风险回报，和
组合价值。前两个部分是社会平均值，主要来源是组合价值。如此看来资本家追求
剩余价值并没有伤害到工人，相反让整个社会的资源得到更充分的优化，让社会生
产力得到巨大提升，人人都是受益者。一个农民无论如何辛勤劳作也不可能生产出
一部手机，但是现在可以，他一亩地的劳作结果就可以换得一部手机，本质是得益
于资本对资源优化。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2 / 2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