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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单一生产到联合生产的国际价值决定论

宋树理　姚庐清

　　内容提要　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假定条件，从一般生产过程的

单一生产模式到联合生产模式，顺次推导国际交换商品的单位、行业和国家的国

际价值量３个决定表达式，诠释世界劳动的国际价值规律，继而量化比较不同含

义的世界必要劳动时间在国际价值形成和实现过程中发挥决定作用的异同性，以

及明确世界市场供求关系变化影响的必要性。进一步说明，在开放经济中，单位

商品的国别价值决定同样要满足世界必需总量的比例要求，而且在不同发达程度

国家之间正常商品和可兑换货币的交换中，剩余价值一般是从发达程度较高国家向

发达程度较低国家实现国际转移，形成超额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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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马克思（２００９，中译本）在分析资本生产的节约条件时发现，“这是这样一个过程，
通过这个过程，这种所谓的排泄物就再回到生产从而消费（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的

循环中。……由于大规模社会劳动所产生的废料数量很大，这些废料本身才重新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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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的对象，从而成为新的生产要素。这种废料，只有作为共同生产的废料，因而只有

作为大规模生产的废料，才对生产过程有这样重要的意义，才仍然是交换价值的承担

者。这种废料———撇开它作为新的生产要素所起的作用———会按照它可以重新出售

的程度降低原料的费用”①。也就是说，对于资本主义的大规模生产，排泄物和废料实

际上成为与目标商品可以共“生”共“产”的联合产品，而同时可以提供至少两种商品

的生产过程，这就是联合生产过程即联合生产。与之相对，单一生产也可以称为单一

生产过程，指在一个生产过程中提供且只能提供一种商品的投入产出模式。从单一生

产到联合生产是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从特殊领域推广到一般领域的深度发展和广

度延伸，也是在世界市场上充分实现国际价值决定一般化不容回避的重要挑战。但长

期以来，学界关于国际价值的决定，不仅在单一生产上争议较大，而且缺少从单一生产

到联合生产较为系统的逻辑分析。

联合生产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经济现象，比如除了马克思（２００９，中译本）最先讨论

的生产排泄物和废料②外，还有生产中常见的未被消耗的剩余固定资本。正如斯拉法

（２０１２，中译本）所言，“我们将不把联合产品视为例外情形，而假定联合产品是普遍情

形，并且它们适用于所有过程和所有产品”。最早关注联合生产问题的古典政治经济

学集大成者李嘉图（１９８３，中译本）发现，商品国别价值会受维持劳动的流动资本和固

定资本不同比例组合的影响，而这一比例又会因固定资本损耗程度的不同发生变化，

这样，产出品的价值总量就包含了一般商品和剩余固定资本的联合产品价值。Ｔｏｒｒｅｎｓ

（１８２１）在批判李嘉图时，用实例说明在毛织品的制造中除了毛织品外也使用了剩余

的固定资本。马克思讨论的生产排泄物和废料实际上也涉及联合生产中的国别价值

决定，即作为联合产品的废料，一般不具有普通产品的非负价值，而在资源稀缺和技术

改进后可以量化生产时，可能会蕴含价值。但马克思并未进一步揭示联合生产的价值

规律。直到斯拉法（２０１２，中译本）在 Ｎｅｕｍａｎｎ（１９４５）首次在系统研究一般均衡价格

的联合生产基础上，为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均衡生产理论，恢复了李嘉图等古典

经济学家的剩余循环生产思想，同时提及劳动在联合产品间的分配，可能既无标准和

意义又不能合理解释负数劳动量，即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联合生产时可能失效了。这

成为很多西方学者直接放弃甚至批判劳动价值论的重要来源。其中，影响较大的斯蒂

德曼（１９９１，中译本）利用数例似乎严格证明了联合生产下负剩余价值和正利润同时

存在的伪命题。而霍奇森（２０１３，中译本）支持斯拉法和斯蒂德曼的联合生产论，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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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　马克思（２００９，中译本）：《资本论》第３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７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９４页。



这种特殊的生产过程不存在分配劳动时间的有效机制，而且具体化劳动本身就是模棱

两可的范畴，须在肯定负的和否定可加的具体化劳动之间做出两难选择①。

作为回应，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展开了联合生产与国别价值的研究，在批

判质疑负价值、拓展应用负价值和分配决定联合价值等层面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

为了维护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对负价值命题纷纷提出应对之

策。比如，从技术方法上，Ｍｏｒｉｓｈｉｍａ（１９７８）采用冯·诺伊曼求解均衡价格的做法，用

线性规划替代联立方程组，得到生产效率最高的最优劳动量可以保证价值的正向取

值。但这不仅会出现霍奇森指出的具体化劳动可加悖论，而且 Ｍｏｒｉｓｈｉｍａ（１９７８）也认

为价值系统可能被决定为负或者不明确，或者与统一的剥削率假定相矛盾。伊藤诚

（２０１６，中译本）则认为联合价值的决定在于生产过程，而联合价值的分配在于流通过

程，关键是要重视价格对价值的反作用。然而，他并没有给出明确的价格－价值方程。

进一步，李罛（１９８９）利用联立方程组估算了联合产品的各自价值；郑志国（２００２）通过

试错调整产品的品种和投入量决定联合产品价值；李帮喜和藤森赖明（２０１４）则运用

线型模型证明了价值为正的充要条件。从假定前提和数例是否合乎现实的资本主义

市场竞争机制上，大多数学者批评了斯蒂德曼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指责（Ｋｕｒｚ，

１９７９；Ｆａｒｊｏｕｎ，１９８４；张念瑜，１９９３；丁堡骏，２００３；程恩富等，２００５；白暴力，２００７；彭必

源，２００７）。马艳等（２０１２）、张忠任（２０１３）则把联合生产的负价值直接用于分析资源

环境的生态问题，反而拓宽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研究领域。

总体来看，国内外关于联合生产中国别价值的决定讨论，基本上是建立在传统的

线性生产框架下，主要采用联立方程组和线性规划两种分析方法。但这两种方法都存

在明显的逻辑缺陷，其中，联立方程组方法实际上最早被斯拉法用来研究涉及固定资

本和土地的生产价格体系决定，虽然后来被移植到价值决定的分析，但有严格的约束

条件，即有与联合产品的未知种数至少相等的生产过程抑或生产方程。这才能求解联

合方程组唯一确定的价值向量，但即便如此，也不能充分保证所有联合产品的价值都

是正值。至于线性规划方法，由于难以克服劳动可加性的“霍奇森之问”而很少被推

广应用。比较而言，冯金华和侯和宏（２０１１）与冯金华（２０１２、２０１３）运用技术方法比较

严格地证明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的基本原理，既适用于单一生产的特殊情

况，也适用于联合生产的一般情况，并讨论了非经济物品即不是稀缺且有用的劳动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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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为了方便比较，可以将具体化劳动简单理解为社会必要劳动，但霍奇森强调的是这种劳动本身定义的内

在矛盾，尤其质疑森岛通夫的最优具体化劳动在联合生产时的双刃剑效应，即在解决负价值存在的同时，否定了

正价值可加总比较的基本原则。



品可以存在非正价值的合理性。更重要的是，这为进一步研究联合生产的国际价值决

定提供了一个逻辑范式。但冯金华（２０１６）并没有继续展开这项研究，故其价值决定

方程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未能在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下将国际价值的决定从单一生产

推广到联合生产，以及将联合生产下的国别价值决定推广到国际价值决定；二是模型

中国别价值和国际价值是相对独立的决定，没有提供一个内在统一的关系方程式，而

这对理解马克思的社会总劳动按比例分配思想有重要作用。

迄今为止，学界对世界范围内联合生产下国际价值的决定问题还未足够重视，故

鲜有讨论。而关于国际价值的决定在单一生产上的主要争议，是利用第一种含义的世

界必要劳动时间对国际价值进行“会计核算”，还是考虑两种含义的世界必要劳动时

间对国际价值进行“结构决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围绕如何会计核算国际价值进

行过长期探索。先是西方主要形成了以西德学派Ｂｕｓｃｈ（１９７４）和Ｓｉｅｇｅｌ（１９８０）为代表

的基数赋值计量法和以西德学派Ｋｏｈｌｍｅｙ（１９６２）为代表的加权平均计量法，后来国内

主要形成了以陈永志（２００９）、白暴力（２００７）等为代表的算术平均计量法和以陈隆深

（１９８３）、丛培华（１９９４）为代表的劳动强度计量法。不难发现，会计核算只是给出了国

际价值量的大小，并未反映国际价值形成的内在结构。实际上，关于国际价值计量的

主流方法都潜在假定只存在第一种含义的世界必要劳动时间即世界平均的必要劳动

时间，而剔除了第二种含义的世界必要劳动时间即满足世界必需总量的世界必要劳动

时间，以及世界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影响。这导致两种含义的世界必要劳动时间结构

关系长期未被纳入国际价值决定式进行考量。

然而，这对全面理解国际价值的决定过程至关重要，由此逐渐引起很多学者的理

论思考和经验研究。比如，中川信义（２００３、２００８，中译本）、吴宣恭（２００７）不但强调世

界市场在国际价值决定过程中发挥调节功能的重要性，而且陈琦伟（１９８２）明确提出

了两种含义世界必要劳动时间可以共同决定国际价值的关系表达式。但这些理论不

能明确界定两种含义世界必要劳动时间和世界市场在国际价值决定中的作用边界，甚

至把国际价值的世界劳动内生论异化为世界市场供求决定论。对此，宋树理（２０１４、

２０１８）在等价交换的假定下，分别推导了第一种含义世界必要劳动时间和两种含义世

界必要劳动时间共同决定的单位国际价值表达式及其变化规律。冯金华（２０１６）进一

步给出一般商品的国别价值和国际价值的统一决定表达式。而刘晓音和宋树理

（２０１７）则放松了等价交换的假定条件，利用价值价格方程，给出了世界劳动决定国际

价值的更一般化证明。诚然，以上模型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一是如何在基本假定条

件中考量国际交换的不平等性，揭示等价交换掩盖的国际不平等交换的经济现实；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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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何揭示国别价值和国际价值的内生关系，说明国际价值是国别价值的一般化属

性；三是如何从单一生产简单个别的经济特例，推广到联合生产复杂一般化的经济普

遍现象。

基于以上文献梳理分析，本文试图将冯金华（２０１２、２０１３）联合生产逻辑范式推广到

国际价值领域。在有必要重视价值规律在世界市场上发生一定新变化的条件下，坚持马

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假定条件，从单一生产到联合生产顺次推导国际交换商品的单

位、行业和国家的国际价值量３个决定表达式，诠释世界劳动的国际价值规律，量化比较

不同含义世界必要劳动时间在国际价值形成和实现过程中发挥决定作用的异同性，以及

明确世界市场供求关系变化影响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讨论剩余价值在不同发达程度

国家之间正常商品和可兑换货币交换中存在的国际转移逻辑。

二　单一生产

假定在一个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内，从事国际贸易的国家有ｍ（ｍ＞２）个，每个国

家都有能力在单一生产条件下供给ｎ（ｎ＞２）种用于国际交换的商品，即稀缺且有用的

经济物品，相应地产生ｎ（ｎ＞２）种行业（单一生产条件下的产品与行业的种类是一致

的，可用相同符号表示），但不同国家生产同种经济物品的劳动效率不同，且第 ｎ种国

际交换商品都是一种特殊商品，即可自由兑换货币。为了分析便利，假定第 ｍ个国

家的第ｎ种商品是唯一的国际储备和国际结算货币，比如黄金或美元，可以与其他

国家货币在外汇市场上自由兑换。进一步假定任意国家生产的任意国际交换商品

数量表示为Ｑｉｊ≥０。其中，下标ｉ代表任意国际交换商品，ｉ＝１，…，ｎ；下标ｊ代表任意

国家，ｊ＝１，…，ｍ。需要注意的是，任意国家的货币产量是假定货币流通速度保持不变

条件下的流通总量（Ｑｎｊ），且 Ｑｎｊ＞０。任意国际交换商品 ｉ的世界总量可以表示为

∑ｍ
ｊ＝１Ｑｉｊ＞０。

本文第一个基本假定为国际不平等交换，即国际交换是等价交换关系掩盖下的不

等量劳动交换，也可以称为国际不等价交换①。这是马克思提出的价值规律在世界市

场上发生重大变化的特征之一，即由不同国家的劳动社会生产力差异产生的国际不平

等交换。马克思（２００９，中译本）曾表明，“比较发达的国家高于商品的价值出售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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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川信义（２００３，中译本）与伊曼纽尔、阿明、帕卢瓦就不等价交换论进行了论辩，讨论了国际价值基础上
的不等价交换。



的商品，虽然比它的竞争国卖得便宜。在这里，只要比较发达的国家的劳动作为比重

较高的劳动来使用，利润率就会提高，因为这种劳动没有被作为质量较高的劳动来支

付报酬，却被作为质量较高的劳动来出售”①。对此，以阿明（１９９０，中译本）为代表的

依附理论指出，国际不平等交换是剩余价值从发展中国家的工人阶级转移到了发达国

家的资产阶级。而以Ｗａｌｌｅｒｓｔｅｉｎ（１９８８）为代表的世界体系理论，进一步强调国际不平

等交换是边缘区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通过殖民垄断贸易和跨国公司内部交换，抑或双

边和多边贸易协定等方式转移给核心区高工资商品的资产阶级。所以，国际不平等交

换是国别雇佣劳动的剥削关系在世界范围内的进一步展开，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日益

两极分化发展的主要根源。它由不同国家的劳动社会生产力水平决定，并在国际等价

交换中实现。也就是说，国际等价交换关系反映了劳动社会生产力水平决定的国际不

等价交换抑或国际不等量劳动交换关系。

进一步，对抽象一般的价值问题讨论，需借助具体的价格工具进行分析，且同样适

用于国际价值规律，即通过具体的国际价格尤其是汇率变化反映抽象的国际价值变

化。正如马克思（２００９，中译本）指出的，“只有商品价格的分析才导致价值量的决定，

只有商品共同的货币表现才导致商品的价值性质的确定”②，“我们实际上也是从商品

的交换价值或交换关系出发，才探索到隐藏在其中的商品价值”③。恩格斯（２００９，中

译本）也指出，“在一个进行交换的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如果谁想把劳动时间决定价

值这一点确立起来，而又禁止以竞争施压于价格这个唯一可行的办法来确立这种对价

值的决定，那就不过是证明，至少在这方面，他采取的是空想主义者惯有的轻视经济规

律的态度”④。需要强调的是，国际交换商品与国际货币之间表象上确实是一种等价

交换⑤，国际货币与本币又存在一定的汇兑关系，故用本币表示国际交换商品的国别

价值，可以用相应汇率表示一定的国际价值，而与这种商品国别价值的差额可以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剩余价值的国际转移。对此，Ｓｈａｉｋｈ（１９７９、１９８０）在批判古典货币数量

论的基础上，剖析了比较成本理论缺陷，在国际经济领域推广了马克思的国际价值转

移思想。在此基础上，很多学者针对信用国际货币制度下汇率影响价值转移的机制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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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马克思（２００９，中译本）：《资本论》第３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７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２６４页。
马克思（２００９，中译本）：《资本论》第１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５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９３页。
马克思（２００９，中译本）：《资本论》第１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５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６１页。
恩格斯（２００９，中译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２１０页。
“等价交换”是马克思研究资本论的一个基础，是马克思从价格发现价值的一个一般关系式，所以这个基

本假定既有理论逻辑，也有现实基础。值得注意的是，现实中的交易不一定是等价的，特别是在世界市场上，交易

关系更加复杂，但从长期看，等价交换是交换关系发展的一般趋势。



开研究，一个基本共识是，真实汇率由所代表的国际价值决定，反映了不同国家的实际

购买力，并影响价值转移产生的不等价交换（Ｌｅｅ，２００４；杨玉华，２００９）。同样，虽然很

多学者构建的马克思主义国际价值理论模型值得商榷，但他们利用不同的价值指标都

验证了汇率变化对国际不平等交换存在影响（马艳等，２０１７；王雪婷等，２０１７）。基于

此，本文构建反映国际不平等交换的等价交换表达式：

ｗｉｊ＝ｐｉｊｗｎｊ （１）
ｗｎｊ＝ｋｊｍｗｎｍ （２）

　　其中，ｗｉｊ是任意国家ｊ的任意国际交换商品ｉ的单位国际价值，ｐｉｊ是任意国家 ｊ的
任意国际交换商品ｉ的国别价格，ｗｎｊ是任意国家 ｊ的单位货币国际价值，ｋｊｍ是任意国
家ｊ的汇率，即用国际货币表示的价格①，ｗｎｍ是国家 ｍ的单位货币国际价值即单位国

际货币的国际价值。结合等价方程式（１）和（２）可以得到国际不等价方程式：
ｗｉｊ＝ｐｉｊｋｊｍｗｎｍ　　（ｉ＝１，２，…，ｎ） （３）

　　其中，ｐｉｊｋｊｍ是任意国家ｊ的任意国际交换商品ｉ的国际价格②。任意国家ｊ的任意
国际交换商品ｉ的行业国际价值量可以表示为Ｑｉｊｗｉｊ，故ｍ个国家任意国际交换商品ｉ

的行业国际价值总量可以表示为∑ｍ
ｊ＝１Ｑｉｊｗｉｊ，抑或∑

ｍ
ｊ＝１Ｑｉｊｐｉｊｋｊｍｗｎｍ。而所有国际交换商

品的行业国际价值总量（Ｗ）可以表示为∑ｍ
ｊ＝１Ｑ１ｊｐ１ｊｋｊｍｗｎｍ＋… ＋∑

ｍ
ｊ＝１Ｑｎｊｐｎｊｋｊｍｗｎｍ，于是

可以得到：

∑ｍ

ｊ＝１
Ｑ１ｊｐ１ｊｋｊｍｗｎｍ ＋… ＋∑ｍ

ｊ＝１
Ｑｎｊｐｎｊｋｊｍｗｎｍ ＝Ｗ （４）

　　根据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商品的价值总量等于社会必要劳动总量，而社会必要劳

动总量可以简单假定为等于实际投入的劳动总量，且假定是同质的简单平均劳动，数

量为Ｌ，生产的国际价值总量为 Ｗ。从而得到本文的第二个基本假定世界劳动价值

论，即国际交换商品的国际价值总量等于实际投入的世界劳动总量，可以表示为：

∑ｍ

ｊ＝１
Ｑ１ｊｐ１ｊｋｊｍｗｎｍ ＋… ＋∑ｍ

ｊ＝１
Ｑｎｊｐｎｊｋｊｍｗｎｍ ＝Ｌ （５）

　　由此，根据以上基本方程式（３）和（５），在给定国际交换商品实际投入消耗的世界
劳动总量Ｌ（＞０）、任意国家ｊ任意国际交换商品ｉ的产量Ｑｉｊ（＞０）、任意国家ｊ任意国
际交换商品ｉ的国际价格ｐｉｊ及其汇率 ｋｊｍ的条件下，容易确定任意国际交换商品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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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值得注意的是，金属货币具有内在价值，而信用货币只能代表一定的内在价值。此外，作为分析的逻辑

起点，这里的国际价格和汇率是根据现实条件给定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均衡变量，即马克思所说的正常价格，但

只有通过进一步分析才能发现其背后的决定因素即国际价值。

感谢匿名审稿人在此指出的问题。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国际价格与马克思提出的交换价格在历史范

畴的内涵界定上具有相同的属性，即都是正常交换条件下的价格，其本质是交换价值，即价值的货币表现形式。



的单位国际价值决定表达式，即：

ｗｉｊ＝
ｐｉｊｋｊｍ
Ｐ Ｌ　　（ｉ＝１，２，…，ｎ） （６）

　　其中，令Ｐ＝∑ｍ
ｊ＝１Ｑ１ｊｐ１ｊｋｊｍ＋… ＋∑

ｍ
ｊ＝１Ｑｎｊｐｎｊｋｊｍ，表示单一生产条件下所有国家所

有国际交换商品的国际价格总量。不同国家同种国际交换商品的单位国际价值都等

于内含的等量世界必要劳动量。换言之，无论同种国际交换商品的单位国别价值如何

不同，但它们的单位国际价值必然相同，即ｗｉｊ＝ｗｉｊ″＝ｗｉ，其中，ｊ
″＝１，…，ｍ且 ｊ″≠ｊ，表

示不同于国家ｊ的另一个国家，ｗｉ表示国际交换商品 ｉ的单位国际价值。同理，不同

国家同种国际交换商品的国别价格在国际竞争的条件下会形成国际均衡价格（ｐｉ），即

ｐｉｊｋｊｍ＝ｐｉｊ″ｋｊ″ｍ＝ｐｉ，其中，ｉ＝１，２，…，ｎ。任意国际交换商品的单位国际价值决定表达式

（ｗｉ）可以表示为：

ｗｉ＝
ｐｉ
ＫＬ　　（ｉ＝１，２，…，ｎ） （７）

　　其中，Ｋ＝ｐ１∑
ｍ
ｊ＝１Ｑ１ｊ＋…＋ｐｎ∑

ｍ
ｊ＝１Ｑｎｊ，与Ｐ表示的国际价格总量相等，但用国际均

衡价格ｐｉ表示单一生产条件下所有国家所有国际交换商品的国际价格总量。进一

步，根据关系方程式（７），也可以得到贵金属国际货币的单位国际价值或信用国际货

币所代表的单位国际价值（ｗｎ）统一决定表达式：

ｗｎ ＝
ｐｎ
ＫＬ （８）

　　其中，当ｎ代表任意国家ｊ的货币（代表非国际货币）时，单位货币国际价值（ｗｎｊ）

的决定表达式可以具体写为 ｗｎｊ＝
ｐｎｊｋｊｍ
Ｋ Ｌ；当 ｎ代表国家 ｍ的货币时，即代表国际货

币，有ｗｎｍ＝
ｐｎｍｋｍｍ
Ｋ Ｌ。ｋｍｍ是这个国际货币与自身的国际兑换比率，故ｋｍｍ＝１；而ｐｎｍ是

货币与自身的国内交换比率，故等于１个货币价格单位。由于１个货币价格单位有一

定的经济意义，故不能随便省略。如果所有国际交换商品都转换为用相同的国际货币

来表示其国际价格，那么ｐｎ／Ｋ成为一个没有量纲的比例系数，而单位货币的国际价值

（ｗｎ）就是世界劳动分配的一个劳动份额。

不难发现，单一生产条件下无论资本和劳动力在世界市场上是否自由流动，任意

国际交换商品的单位国际价值（ｗｉ）都是世界劳动总量的一定配额
ｐｉ
Ｋ( )Ｌ，这是由世界

必要劳动量决定的。进一步，单位国际价值（ｗｉ）随着比例ｐｉ／Ｋ的变化而变化，即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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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价格（ｐｉ）呈正比例变化，与所有国际交换商品国际价格总额（Ｋ）以及决定该总额国

际交换商品的产量（Ｑｉ）、其他国际交换商品的产量（Ｑｉ′）及其国际价格（ｐｉ′）都呈反比

例变化。其中，ｉ′表示不同于国际交换商品ｉ的其他国际交换商品。然而，任意国际交

换商品的国际价格和产量又会随世界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变化，也就是说，由世界

市场利用竞争力量来自动调节。所以，世界市场可以通过直接影响世界劳动分配的比

例系数间接影响其劳动份额，但不能凝结在国际交换商品内形成国际价值。

例如，假定某种国际交换商品的单位国际价格是１００美元，所有国际交换商品的

国际价格总额是１０００美元，世界总劳动时间是１００小时，那么单位国际交换商品的国

际价值就是１０小时。可见，单位国际价值与世界总劳动是同一个量纲，而国际交换商

品国际价格与所有国际交换商品国际价格总额比率是１／１０，可以在系数中把价格单

位相应约掉，从而成为一个没有量纲的系数。换言之，世界总劳动时间把它的１／１０分

配给单位国际交换商品，决定了单位国际交换商品的国际价值等于１０小时。进一步

看，假定国际交换商品的总数量是５个，那么世界总劳动时间按照比率ｐｉ∑
ｍ
ｊ＝１Ｑｉｊ／Ｋ即

１／２，分配５０小时给该国际交换商品的整个行业，即国际交换商品的行业国际价值量

等于５０小时，再按照比率１／∑ｍ
ｊ＝１Ｑｉｊ即１／５，分配１０小时给单位国际交换商品，决定了

单位国际交换商品的国际价值等于１０小时。如果假定单位国际交换商品的国际价格

上升为１５０美元，国际价格总额增加到３０００美元，世界总劳动时间仍是１００小时，那

么分配份额变为１／２０，单位国际价值则变为５小时。如果单位国际交换商品的国际

价格保持１５０美元，而国际价格总额减少到１５００美元，世界总劳动时间仍是１００小

时，那么分配份额变为１／１０，单位国际价值仍然是１０小时。

由式（７）可以推导任意行业生产的国际价值总量（Ｗｉ），这等于所有国家该行业生

产的国际交换商品总量与其单位国际价值的乘积之和，即：

Ｗｉ＝ｗｉ∑ｍ

ｊ＝１
Ｑｉｊ＝

ｐｉ∑ｍ

ｊ＝１
Ｑｉｊ

Ｋ Ｌ　　（ｉ＝１，２，…，ｎ） （９）

　　再结合单位国际价值决定表达式（７），可以给予关于单位国际价值决定的一个新

解释，即两种含义世界必要劳动时间共同决定的单位国际价值（ｗｉ）为：

ｗｉ＝
Ｗｉ

∑ｍ

ｊ＝１
Ｑｉｊ
＝ １

∑ｍ

ｊ＝１
Ｑｉｊ

ｐｉ∑ｍ

ｊ＝１
Ｑｉｊ

Ｋ Ｌ （１０）

　　由此可以发现，世界劳动总量（Ｌ）先分配一定的比例ｐｉ∑
ｍ
ｊ＝１Ｑｉｊ／Ｋ，形成任意行业ｉ

的国际价值总量，再进一步分配一定的比例１／∑ｍ
ｊ＝１Ｑｉｊ，形成任意国际交换商品ｉ的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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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国际价值。前一次分配可以看成是由第二种含义世界必要劳动时间按照世界必需

总量的比例约束分配给任意行业ｉ的份额，后一次分配则可看成是由第一种含义世界

必要劳动时间按照行业平均生产条件约束分配给单位国际交换商品 ｉ的份额。结合

在一起为世界劳动总量先后按照两种含义世界必要劳动时间分配给单位国际交换商

品的份额。换言之，两种含义世界必要劳动时间共同决定任意国际交换商品的单位国

际价值。进一步，第二种含义世界必要劳动时间的作用发生在国际分工调节下的不同

行业之间或者不同部门之间，是世界劳动总量按照行业或者部门之间的供求均衡要求

而分配的一定份额，从而决定了任意国际交换商品的行业国际价值量。Ｈｉｆｅｒｄｉｎｇ

（１９６６）也表示，商品价值的决定，不但要考虑劳动生产率的水平，而且要知道社会只

偿付社会必要耗费的劳动。第二种含义与第一种含义的世界必要劳动时间一样，是对

象化在国际交换商品体中的世界劳动量。相对来说，第二种含义世界必要劳动时间强调

的世界必需总量，也就是在世界市场供求均衡条件下，国际社会再生产按比例积累所要

满足的世界市场需求量，直接影响的只是世界劳动按比例分配的比例系数。随着世界市

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可以通过调节这个比例系数间接影响世界劳动份额的变化，但不能

替代第二种含义世界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这个世界劳动份额①。否则，如Ｉｔｏｍ（１９８０）所

批评的，如果用供求比率决定市场价值，就像边际主义庸俗地用供求决定市场价格一样。

由式（７）可以推导任意国家在世界市场上生产的国际价值总量，即国家的国际价值

总量（Ｗｊ）等于该国所有行业生产的国际交换产品总量与其单位国际价值乘积之和，即：

Ｗｊ＝∑ｎ

ｉ＝１
ｗｉＱｉｊ＝∑ｎ

ｉ＝１

ｐｉＱｉｊ
ＫＬ＝

∑ｎ

ｉ＝１
ｐｉＱｉｊ
Ｋ Ｌ （１１）

　　这意味着任意国家的国际价值总量亦是世界劳动量的一定配额，等于一定比例的

世界劳动量，抑或内含一定比例的世界必要劳动量。若再结合单一生产的单位商品国

别价值决定表达式（冯金华，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可以进一步阐明开放经济条件下３种社会

必要劳动时间共同决定的任意商品单位国别价值的形成和实现机理。若令λｉｊ表示任

意国家ｊ生产任意商品ｉ的单位国别价值，ｐｉｊ表示任意国家ｊ生产的任意商品ｉ国别价

格，∑ｎ
ｉ＝１ｐｉｊＱｉｊ表示任意国家ｊ生产的所有商品国别价格总额，Ｌｊ表示任意国家ｊ生产所

有商品实际投入消耗的劳动量，Λｉｊ表示任意国家ｊ任意国际交换商品ｉ的行业国别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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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２００９，中译本，第３卷，第７１６页）曾提到，“社会需要，即社会规模的使用价值，对于社会总劳动
时间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来说，是有决定意义的。”本研究表明，“决定意义”是决定社会总劳动时

间在不同行业或不同部门之间分配的比例系数，而不是社会总劳动时间的分配份额。



值量，就不难得到冯金华（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在单一生产条件下构建的任意商品单位国别价
值量和行业国别价值量的决定表达式，即分别是：

λｉｊ＝
ｐｉｊ

∑ｎ

ｉ＝１
ｐｉｊＱｉｊ
Ｌｊ　　（ｊ＝１，…，ｍ） （１２）

Λｉｊ＝λｉｊＱｉｊ＝
ｐｉｊＱｉｊ

∑ｎ

ｉ＝１
ｐｉｊＱｉｊ
Ｌｊ　　（ｊ＝１，…，ｍ） （１３）

　　在一定时期，任意国家生产所有商品投入消耗的劳动量（Ｌｊ），相对世界必要劳动
量，是个别国家劳动量，一般与其生产的国家的国际价值总量（Ｗｊ）并不保持一致。若

假定国家ｊ的劳动强度和生产率达到国际平均水平，属于发展中国家，那么国家ｊ的
国际价值总量（Ｗｊ）与其实际投入消耗的劳动量（Ｌｊ）相等，即 Ｗｊ ＝Ｌｊ。再结合式

（１１），可以得到国家ｊ任意商品的行业国别价值量新表达式：

Λｉｊ ＝λｉｊＱｉｊ ＝
ｐｉｊＱｉｊ

∑ｎ

ｉ＝１
ｐｉｊＱｉｊ

Ｗｊ ＝
ｐｉｊＱｉｊ

∑ｎ

ｉ＝１
ｐｉｊＱｉｊ

∑ｎ

ｉ＝１
ｐｉＱｉｊ
Ｋ Ｌ （１４）

　　同样，可以将任意商品的单位国别价值（λｉｊ）决定表达式变换成以下形式：

λｉｊ＝
Λｉｊ
Ｑｉｊ

＝
ｐｉｊＱｉｊ

Ｑｉｊ∑ｎ

ｉ＝１
ｐｉｊＱｉｊ

Ｗｊ＝
ｐｉｊＱｉｊ

Ｑｉｊ∑ｎ

ｉ＝１
ｐｉｊＱｉｊ

∑ｎ

ｉ＝１
ｐｉＱｉｊ
Ｋ Ｌ （１５）

　　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单一生产条件下，世界劳动总量（Ｌ）先分配一定的比例∑ｎ
ｉ＝１

ｐｉＱｉｊ／Ｋ，形成由第三种含义国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世界必要劳动时间）按照世界必

需总量决定的发展中国家国际价值总量；再进一步分配一定的比例 ｐｉｊＱｉｊ／∑
ｎ
ｉ＝１ｐｉｊ

Ｑｉｊ，形成由第二种含义国别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按照国别社会必需总量决定的该国任
意行业ｉ的国别价值量；最后分配一定的比例１／Ｑｉｊ，形成由第一种含义国别社会必
要劳动时间按照行业平均生产条件决定的单位商品国别价值。继而，我们可以量化比

较不同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相对作用，尤其是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体现的强调

平均生产条件的第一种含义国别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基础性和主导性作用①。马克

思（２００９，中译本）明确指出“体现在商品世界全部价值中的社会的全部劳动力，……
只要它具有社会平均劳动力的性质，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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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商品的价值量与实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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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感谢匿名审稿人对第一种含义国别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用和汇率的决定等问题给予的有益启示。

马克思（２００９，中译本）：《资本论》第１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５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５２页。



商品中的劳动的量成正比地变动，与这一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地变动”①。马克思充

分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不是为了满足社会需求，而是尽可能地生产和

实现更多的剩余价值，所以物质生产决定并创造社会需求，“资本主义生产竭力发展

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②。

事实上，资本主义市场呈现难以想象的物质财富，提供了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生产

发挥支配作用的证明，就是资本主义生产供给能力的增长，尤其是技术创新带来的生

产潜能递增变化，一般都快于社会需求的增长。那么，利用单位商品国别价值（λｉｊ）

的新形式即关系方程式（１５）来看λｉｊ ＝Λｉｊ／Ｑｉｊ，意味着第一种含义国别社会必要劳

动时间按照平均生产条件决定的比例系数１／Ｑｉｊ，决定国别行业价值量即国别行业劳

动量分配到任意单位商品的劳动份额，从而决定任意商品的单位国别价值；再结合式

（１２）来看λｉｊ ＝
ｐｉｊ

∑ｎ
ｉ＝１ｐｉｊＱｉｊ

Ｌｊ，意味着两种含义国别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相结合按照

平均生产条件和国别社会必需总量共同决定的比例系数
ｐｉｊ

∑ｎ
ｉ＝１ｐｉｊＱｉｊ

，决定国别劳动

总量分配到任意单位商品的劳动份额，从而决定任意商品的单位国别价值；最后结合

式（７）来看 λｉｊ ＝
ｐｉｊ
ＫＬ，意味着３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相结合，按照国别平均生产

条件、国别社会必需总量和世界必需总量共同决定的比例系数 ｐｉｊ／Ｋ，决定世界劳动

总量分配到任意单位商品的劳动份额，从而决定任意商品的单位国别价值。

由此可进一步推论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情况。比如，当国家 ｊ的一般劳动

强度和生产率超过国际平均水平，属于发达国家，反之，属于欠发达国家。由第一种

含义国别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发挥基础作用的３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共同决定

的世界劳动分配份额，即实际投入消耗的国别劳动量，发达国家 ｊ小于欠发达国家

ｊ′，即Ｌｊ＜Ｌｊ′。国家ｊ的国别价值总量（Ｗｊ）也就小于国家ｊ′的国别价值总量（Ｗｊ′），即

Ｗｊ＜Ｗｊ′。但国家ｊ在国际交换中得到的国际价值总量（Ｗ′ｊ），大于其实际生产的国别

价值总量（Ｗｊ），Ｗ′ｊ＞Ｗｊ，故国家 ｊ在与国家 ｊ′的交换中可得到超额剩余价值即超额利

润，而且可以推论发达国家与所有发达程度较低国家的交换都能得到不同程度的超额

利润。

进一步，从单位商品国别价值看，假定商品 ｉ在不同发达程度国家可以代表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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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马克思（２００９，中译本）：《资本论》第１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５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５３－５４页。
马克思（２００９，中译本）：《资本论》第３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７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５４８页。



平均劳动强度和生产率，那么国家 ｊ的商品产量（Ｑｉｊ）一般大于国家 ｊ′的商品产量

（Ｑｉｊ′），即Ｑｉｊ＞Ｑｉｊ′，抑或１／Ｑｉｊ＜１／Ｑｉｊ′。换言之，国家 ｊ的第一种含义国别社会必要劳

动时间强调的平均生产条件决定的比例系数（１／Ｑｉｊ）小于国家 ｊ′决定的比例系数（１／

Ｑｉｊ′）。国家ｊ的两种含义国别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结合在一起，分别强调的平均生产条

件和国别社会必需总量共同决定的比例系数 ｐｉｊ／∑
ｎ
ｉ＝１ｐｉｊＱｉｊ与国家 ｊ′的相应比例系数

ｐｉｊ′／∑
ｎ
ｉ＝１ｐｉｊ′Ｑｉｊ′比较，即ｐｉｊ／∑

ｎ
ｉ＝１ｐｉｊＱｉｊ＜ｐｉｊ′／∑

ｎ
ｉ＝１ｐｉｊ′Ｑｉｊ′。因为１／Ｑｉｊ＜１／Ｑｉｊ′，且在开放经

济条件下国内外市场均衡决定了国别价格等于国际价格，即 ｐｉｊ＝ｐｉｊ′＝ｐｉ。国家 ｊ的３

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结合在一起，分别强调的平均生产条件、国别社会必需总量

和世界必需总量共同决定的比例系数ｐｉｊ／Ｋ与国家ｊ′的相应比例系数ｐｉｊ′／Ｋ′比较，同理

可以发现ｐｉｊ／Ｋ＜ｐｉｊ′／Ｋ′。于是，世界劳动总量按照ｐｉｊ／Ｋ分配给国家ｊ的单位商品劳动

份额小于按照ｐｉｊ′／Ｋ′分配给国家ｊ′的单位商品劳动份额，即λｉｊ＜λｉｊ′。也就是说，国家ｊ

在单位商品上实际投入消耗的劳动量小于国家 ｊ′在单位商品上实际投入消耗的劳动

量。但国家ｊ单位商品实际得到的劳动量大于实际投入消耗的劳动量，所以可以得到

超额利润。同理，国家ｊ的行业国别价值量和该国的国别价值总量也可以得到相应的

超额利润总量。反之，对于欠发达国家的情况则相反。

结合国别的国际价值总量决定表达式（１１）和单位商品的国别价值决定表达式

（１５），容易发现发展中国家任意商品的单位国别价值（λｉｊ）与其单位国际价值（ｗｉ）也

存在紧密而确定的函数关系。这体现在以下方程式中：

λｉｊ＝
Λｉｊ
Ｑｉｊ

＝ １
Ｑｉｊ

ｐｉｊＱｉｊ

∑ｎ

ｉ＝１
ｐｉｊＱｉｊ

Ｗｊ＝
１
Ｑｉｊ

ｐｉｊＱｉｊ

∑ｎ

ｉ＝１
ｐｉｊＱｉｊ

∑ｎ

ｉ＝１
ｗｉＱｉｊ （１６）

　　显而易见，单一生产条件下发展中国家任意商品的单位国别价值可能高于、低于

或者等于其单位国际价值。这与其劳动生产率、劳动强度和国内外市场有效需求都有

一定的关系。然而，作为经济物品的单位国别价值和单位国际价值都是正值，反映在

国别价格上也是正值，且其国别价值随该商品国际价值的上升（下降）而上升（下降），

即任意商品的单位国别价值对其国际价值的一阶导数为λｉｊ／ｗｉ＞０。

此外，任意国家的货币作为一种特殊商品，无论是具有内在国际价值量的金属货

币，还是代表一定国际价值量的信用货币，其汇率存在的客观基础都可以在一般商品

的国际价值决定模型中得到说明。以汇率作为价格现象看其隐藏的价值本质，也就是

把货币交换关系方程式（２）换一种表达方式，即 ｋｊｍ＝ｗｎｊ／ｗｎｍ。很明显，理论上汇率等

于两种金属货币的国际价值或两种纸币代表的国际价值之比，具有唯一性、确定性和

相对性。汇率的唯一性和确定性在于货币本身或代表的国际价值同一般商品的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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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一样，都是世界总劳动根据社会必要需求和每个国家调控的货币供给量分配的一

定份额。其中，任意单位货币的国际价值（ｗｎｊ）和单位国际货币的国际价值（ｗｎｍ）可以

利用式（８）来确定。那么，ｗｎｊ和ｗｎｍ的唯一性和确定性自然也决定了ｋｊｍ的唯一性和确

定性，这意味着汇率是国际价值的货币表现形式，而国际价值是汇率的客观基础。但

汇率取决于两种货币的单位国际价值之比，是一种相对的国际价值。当任意单位货币

的国际价值（ｗｎｊ）和单位国际货币的国际价值（ｗｎｍ）同比例同方向变化时，汇率（ｋｊｍ）

保持不变；当ｗｎｍ不变，ｗｎｊ增加（减少）时，ｋｊｍ上升（下降）；当 ｗｎｊ不变，ｗｎｍ增加（减少）

时，ｋｊｍ下降（上升）；当 ｗｎｍ和 ｗｎｊ都变化时，如果是同方向但不同比例，如 ｗｎｊ增加（减

少）快于ｗｎｍ，则ｋｊｍ上升（下降）；当 ｗｎｍ和 ｗｎｊ都变化时，如果是反方向，如 ｗｎｊ增加（减

少），而ｗｎｍ减少（增加），那么ｋｊｍ将以更快速度上升（下降）。所以，汇率实际上由相对

的国际价值决定，其变化取决于两种货币单位国际价值的相对变化。然而，ｗｎｊ和 ｗｎｍ
都用国家ｍ的货币即唯一的国际货币来反映，也就是用同种货币来统一计量所有国

家所有国际交换商品的国际价格，这就隐含汇率外生给定的假定条件，所以不能直接

用两种单位货币国际价值的比值（ｗｎｊ／ｗｎｍ）来说明汇率（ｋｊｍ）的内生决定。

为了在任意单位货币国际价值中不再含有外生给定的汇率，可以假定国际交换中

存在两种国际货币，如国家ｊ的货币也同国家ｍ的货币一样，可以执行国际货币职能。

结合单位货币国际价值决定表达式（８），可以得到两个分别用不同国际货币在不考虑

货币兑换条件下反映的货币国际价值，即 ｗｎｊ＝
ｐｎｊ
ＨＬ和 ｗｎｍ＝

ｐｎｍ
ＦＬ。其中，Ｈ和 Ｆ分别

表示用国家ｊ和国家ｍ的货币直接统一计量所有国际交换商品的国际价格总量，不再

像Ｋ一样涉及汇率的外生问题。汇率（ｋｊｍ）的决定表达式为ｋｊｍ＝ｗｎｊ／ｗｎｍ＝Ｆｐｎｊ／Ｈｐｎｍ，

也就是汇率等于用这两个国家货币分别计量的国际交换中所有商品价格总量比率的

倒数。汇率从结果形式上等于两个价格总量的比值，而从形成本质上表示两个劳动份

额的比例。进一步分析，货币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其单位国别价值代表的实际投入消

耗劳动量与在交换中实际得到劳动量的数量关系和国家的发达程度相关。一般发达

国家货币单位国别价值与欠发达国家货币单位国别价值的汇率小于１；反之，汇率则

大于１。例如，汇率ｋｊｊ′＝λｎｊ／λｎｊ′＝ｐｉｊ／ｐｉｊ′＜１，而且发达国家的发达程度越高，其单位货

币国别价值（λｎｊ）所代表的实际消耗的劳动量越小，而汇率（ｋｊｊ′）也就越小；反之，则情

况相反。由此推理，货币兑换意味着一定的剩余价值从发达程度较低国家转移到发达

程度较高国家，从而形成发达程度较高国家的超额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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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联合生产

按照同样的逻辑推导方法，在国际不平等交换和国际价值总量等于世界必要劳动

总量两个基本假定前提下，可以继续讨论联合生产条件下的国际价值决定问题。与单

一生产一样，假定在一个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内，从事国际贸易的国家有ｍ（ｍ＞２）个

国家，每个国家产生ｎ（ｎ＞２）种行业，且第ｎ种国际交换商品都是可自由兑换的货币。

但只有货币行业单一生产，当然，也可以把货币行业视为副产品为０的特殊联合生产

行业，而其他行业一般都生产 ｙ（ｙ＞２）种用于国际交换的联合产品。其中，第１种产

品都是正常的国际交换商品，即经济物品（ｘ＝１）；而其他都是副产品，即非经济物品，

分别是（ｘ＝２，…，ｙ）。再令任意联合产品的产量是 Ｑｘｉｊ（Ｑｘｉｊ≥０），货币产量也假定货

币流通速度保持不变条件下的流通总量Ｑ０ｎｊ（Ｑ０ｎｊ＞０），故世界市场上所有的商品总量

∑ｎ
ｉ＝１∑

ｍ
ｊ＝１Ｑｘｉｊ＞０；国别价格为ｐｘｉｊ，单位国际价值为ｗｘｉｊ。其中，所有变量的下标 ｊ代表

国际交换商品的任意国家，即ｊ＝１，…，ｍ；所有变量的下标 ｘ代表用于国际交换的任

意联合产品，包括货币（ｘ＝０）、正常国际交换商品（ｘ＝１）和副产品（ｘ＝２，…，ｙ），即 ｘ

＝０，１，（２，…，ｙ）①；所有变量的下标ｉ代表任意行业，即 ｉ＝１，…，ｎ，且当 ｉ＝ｎ时，Ｑｘｎｊ
＝Ｑ０ｎｊ＝Ｑｎｊ，ｐｘｎｊ＝ｐ０ｎｊ＝ｐｎｊ＝１，ｗｘｎｊ＝ｗ０ｎｊ＝ｗｎｊ。同单一生产一样，假定第 ｍ个国家第 ｎ

种行业的货币是唯一的国际货币，其单位国际价值是ｗｎｍ，而其他国家ｊ与国家ｍ的货

币汇率是ｋｊｍ。下面给出国别等价交换的表达式：

ｗｘｉｊ＝ｐｘｉｊｗｎｊ （１７）

　　值得注意的是，任意国家非货币行业经济物品的单位国际价值（ｗ１ｉｊ）与其任意副

产品单位国际价值（ｗｘｉｊ）之间的交换比率为 ｗ１ｉｊ＝
ｐ１ｉｊ
ｐｘｉｊ
ｗｘｉｊ，其中，ｘ≠０且 ｘ≠１。这意味

着１单位经济物品可以交换到ｐ１ｉｊ／ｐｘｉｊ单位的联合产品（ｘｉｊ），抑或１单位联合产品（ｘｉｊ）

可以交换到ｐｘｉｊ／ｐ１ｉｊ单位的经济物品。但前提条件是ｐ１ｉｊ／ｐｘｉｊ＞０才有经济意义，否则不

存在交换行为。从现实中观测，不同国家在相同行业内存在经济物品和副产品交换的

可能性。例如，发展中国家由于技术创新能力有限，将一些副产品视为无用品，但出口

到发达国家，其可能利用先进技术将它们加工成稀缺且有用的经济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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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理论上，任意联合生产行业可能有多种正常商品及副产品，但从现实情况看，一个行业只能有目的且有

效率地生产一种正常商品。若有多个正常商品，该联合生产行业就应进一步细化为多个具体行业，这才能实现效

率生产。然而，这就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联合生产问题。



结合式（１７）和汇率关系方程式（２），可得到联合生产的国际不平等交换方程式：

ｗｘｉｊ＝ｐｘｉｊｋｊｍｗｎｍ （１８）

　　其中，ｐｘｉｊｋｊｍ同样是任意国家 ｊ同一行业 ｉ任意联合产品 ｘ的国际价格。一般而

言，不同国家任意同种联合产品的单位国际价值都等于内含的等量世界必要劳动，即

ｗｘｉｊ＝ｗｘｉｊ″＝ｗｘｉ，其中，ｗｘｉ代表世界市场上任意同种联合产品的单位国际价值；ｊ
″＝１，…，

ｍ，且ｊ″≠ｊ，代表不同于国家 ｊ的另一个国家；而不同国家任意同种商品的国别价格在

长期国内外市场均衡条件下，都等于这种商品的国际价格（ｐｘｉ），即 ｐｘｉｊｋｊｍ＝ｐｘｉｊ″ｋｊ″ｍ＝

ｐｘｉ。于是，方程式（１８）可以变换成一个新方程式：

ｗｘｉ＝ｐｘｉｗｎｍ （１９）

　　进一步，任意国家ｊ任意联合生产行业 ｉ的任意联合产品 ｘ的部分行业国际价值

量及货币本身或其代表的行业国际价值量（Ｗｘｉ），可以统一表示为任意产品 ｘ的单位

国际价值（ｗｘｉｊ）与其产量（Ｑｘｉｊ）的乘积，即Ｑｘｉｊｗｘｉｊ。于是，任意国家ｊ任意行业ｉ的全部

行业价值量可以表示为该行业所有产品国际价值量之和，即∑ｙ
ｘ＝０，１，２Ｑｘｉｊｗｘｉ，可以利用

公式（１９）再转换为∑ｙ
ｘ＝０，１，２Ｑｘｉｊｐｘｉｗｎｍ。而任意国家 ｊ所有联合生产行业和货币行业的

行业国际价值量之和可以表示为∑ｎ
ｉ＝１∑

ｙ
ｘ＝０，１，２Ｑｘｉｊｐｘｉｗｎｍ。那么，所有国家所有产品的

全部行业国际价值总量（Ｗ），可以进一步表示为所有国家所有产品的全部行业国际价

值量之和，即：

∑ｍ

ｊ＝１∑
ｎ

ｉ＝１∑
ｙ

ｘ＝０，１，２
Ｑｘｉｊｐｘｉｗｎｍ ＝Ｗ （２０）

　　同理，可以再放松本文第二个基本假定，即世界劳动价值论可以简单假定为用于

国际交换联合产品的国际价值总量等于其实际投入的世界劳动总量，即：

∑ｍ

ｊ＝１∑
ｎ

ｉ＝１∑
ｙ

ｘ＝０，１，２
Ｑｘｉｊｐｘｉｗｎｍ ＝Ｌ （２１）

　　根据以上基本方程式（１９）（２１）和（２２），在给定用于国际交换的联合产品实际投

入消耗的世界劳动总量Ｌ（＞０）、任意联合商品的产量 Ｑｘｉｊ（＞０）、任意联合商品的国

际价格（ｐｘｉｊ）及其汇率（ｋｊｍ）等外生变量的前提条件下，可确定用于国际交换任意联合

产品的唯一单位国际价值。结合基本假定条件式（１９）和（２１），可以得到联合生产条

件下任意联合产品的单位国际价值（ｗｘｉ）的决定表达式：

ｗｘｉ＝
ｐｘｉ
ＧＬ （２２）

　　其中，令Ｇ＝∑ｍ
ｊ＝１∑

ｎ
ｉ＝１∑

ｙ
ｘ＝０，１，２Ｑｘｉｊｐｘｉ表示所有国家所有国际交换商品包括所有副

产品的国际价格总量。若考虑到经济意义，每一个联合生产行业用于国际交换联合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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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国际价格总额都大于０，即Ｇ＞０。根据关系方程式（２２），也可以得到贵金属国际

货币的单位国际价值或信用国际货币代表的单位国际价值（ｗ０ｎ）的统一决定表达式：

ｗ０ｎ ＝
ｐ０ｎ
ＧＬ （２３）

　　值得注意的是，与单一生产一样，当ｎ代表任意国家ｊ的货币时，单位货币国际价

值（ｗ０ｎｊ）的决定表达式（２３）可以具体写为ｗ０ｎｊ＝
ｐ０ｎｊｋｊｍ
Ｇ Ｌ；当ｎ代表国家ｍ的货币时，即

代表国际货币，式（２３）可以具体写为 ｗ０ｎｍ＝
ｐ０ｎｍｋｍｍ
Ｇ Ｌ。其中，ｋｍｍ是这个国际货币与自

身的国际兑换比率，故ｋｍｍ＝１；而ｐ０ｎｍ是货币与自身的国内交换比率，同样等于１个货

币价格单位，且为了保证其经济意义，同样不能随意略去，从而表明联合生产下货币的

单位国际价值也是世界劳动的一个分配份额。

通过讨论单位国际价值的决定表达式（２２）可以发现，任意联合产品的单位国际

价值（ｗｘｉ）与其相应的国际价格（ｐｘｉ）符号是一致的。也就是说，若ｐｘｉ＞０（或者＜０，或
者＝０），那么相应地，ｗｘｉ＞０（或者＜０，或者＝０）。例如，一般来说，任意联合产品不一

定都有经济意义，如任意联合生产行业ｉ的联合产品ｙ可能是有用但不稀缺的自由物

品，抑或没有使用价值的无用物品，于是其国际价格 ｐｙｉ＝０。这反映了其单位国际价
值ｗｙｉ＝０。再如，联合产品ｙ可能是有害物品，如污染环境的化学物质，于是其国际价

格ｐｙｉ＜０。这反映了其单位国际价值ｗｙｉ＜０，即所谓的负国际价值。若进一步假定所

有用于国际交换的联合产品都是经济物品，由此亦可发现，同单一生产一样，在联合生

产条件下，无论资本和劳动力在世界市场上是否自由流动，用于国际交换任意联合产

品的单位国际价值量都是世界劳动总量的一定配额
ｐｘｉ
Ｇ( )Ｌ。换言之，这是由世界必要

劳动量决定的，且单位国际价值（ｗｘｉ）随比例（ｐｘｉ／Ｇ）的变化而变化。具体看，单位国
际价值（ｗｘｉ）随国际价格（ｐｘｉ）的提高（下降）而增加（减少），而随所有联合产品国际价

格总额（Ｇ）、决定该总额的联合产品产量、其他联合产品产量及其国际价格的提高（下

降）而减少（增加）。但这同样只能说明在联合生产条件下世界市场在国际价值决定

过程中不能内在生成国际价值量本体，只能外在影响国际价值量形成和实现的程度。

进一步，借助式（２２）可以推导所有国家国际交换联合产品的部分行业国际价值

量（Ｗｘｉ）决定表达式：

Ｗｘｉ＝
ｐｘｉ∑ｍ

ｊ＝１
Ｑｘｉｊ

Ｇ Ｌ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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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ｐ１ｉ∑

ｍ
ｊ＝１Ｑ１ｉｊ
Ｇ Ｌ代表联合产品中经济物品的部分行业国际价值量（Ｗ１ｉ）；

ｐ２ｉ∑
ｍ
ｊ＝１Ｑ２ｉｊ
Ｇ Ｌ，…，

ｐｙｉ∑
ｍ
ｊ＝１Ｑｙｉｊ
Ｇ( )Ｌ分别代表相应副产品的部分行业国际价值量（Ｗ２ｉ，…，

Ｗｙｉ）。但与单一生产不同的是，联合生产行业的国际价值总量（Ｗｉ）等于所有联合产

品的部分行业国际价值量之和，即：

Ｗｉ＝∑ｙ

ｘ＝０，１，２
Ｗｘｉ＝

∑ｍ

ｊ＝１∑
ｙ

ｘ＝０，１，２
ｐｘｉＱｘｉｊ

Ｇ Ｌ （２５）

　　不难发现，联合生产行业生产的国际价值总量等于所有国家该行业生产的联合产

品国际价格总额与整个国际经济贸易国际价格总额的比率乘以整个世界的劳动总量。

这意味着，联合生产行业的国际价值总量也是世界劳动量的一定配额，即由世界必要

劳动量来决定。再结合式（２２）和（２４），同样可以诠释两种含义世界必要劳动时间共
同决定的单位国际价值（ｗｘｉ）：

ｗｘｉ＝
Ｗｘｉ

∑ｍ

ｊ＝１
Ｑｘｉｊ
＝ １

∑ｍ

ｊ＝１
Ｑｘｉｊ

ｐｘｉ∑ｍ

ｊ＝１
Ｑｘｉｊ

Ｇ Ｌ （２６）

　　需要注意，Ｗｘｉ是任意联合生产行业的部分行业国际价值量，而不是联合生产行业
的全部行业国际价值总量。由此可见，世界劳动总量（Ｌ）同样先分配一定的比例 ｐｘｉ
∑ｍ
ｊ＝１Ｑｘｉｊ／Ｇ，形成行业ｉ的部分行业国际价值量，再进一步分配一定的比例１／∑

ｍ
ｊ＝１Ｑｘｉｊ，

形成任意行业用于国际交换的联合产品的单位国际价值。那么，前一次分配可以看成

是由第二种含义世界必要劳动时间按照世界必需总量的比例约束分配给任意行业中

的部分份额，后一次分配可以看成是由第一种含义世界必要劳动时间按照部分行业平

均生产条件约束分配给单位联合产品的份额。结合在一起，为联合生产条件下世界劳

动总量先后按照两种含义世界必要劳动时间分配给单位国际交换商品的一定份额。

同样，由式（２２）可以推导任意国家在世界市场上生产的国际价值总量，即联合生

产国家的国际价值总量。与单一生产相同，联合生产条件下任意国家生产的国际价值

总量（Ｗｊ），等于该国所有行业生产的用于国际交换的联合产品总量与该产品的单位

国际价值的乘积之和，即：

Ｗｊ＝∑ｎ

ｉ＝１∑
ｙ

ｘ＝０，１，２
ｗｘｉＱｘｉｊ＝∑ｎ

ｉ＝１∑
ｙ

ｘ＝０，１，２

ｐｘｉＱｘｉｊ
Ｇ Ｌ＝

∑ｎ

ｉ＝１∑
ｙ

ｘ＝０，１，２
ｐｘｉＱｘｉｊ

Ｇ Ｌ （２７）

　　这意味着，联合生产条件下任意国家的国际价值总量亦是世界劳动总量的一定配

额。换言之，这也是世界劳动决定国际价值的进一步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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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继续推导联合生产条件下３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共同决定的单位商品国别

价值，有必要将单一生产的国别价值决定表达式（１２）发展为联合生产的一般国别价

值决定表达式。那么经同理推导，可得任意国家的任意联合产品的单位国别价值

（λｘｉｊ）的决定表达式，即：

λｘｉｊ＝
ｐｘｉｊ

∑ｎ

ｉ＝１∑
ｙ

ｘ＝０，１，２
ｐｘｉｊＱｘｉｊ

Ｌｊ （２８）

　　在此基础上容易求解任意国家的任意联合产品的部分行业国别价值量，等于单位

联合产品的国别价值量与其均衡产量的乘积。类比单一生产，也以发展中国家作为讨

论的基准。假定发展中国家 ｊ的国际价值总量（Ｗｊ）与其实际投入消耗的劳动量

（Ｌｊ）相等，即 Ｗｊ ＝Ｌｊ，故可以把国家 ｊ任意联合产品的部分行业国别价值量

（Λｘｉｊ）的决定表达式写为以下形式：

Λｘｉｊ＝λｘｉｊＱｘｉｊ＝
ｐｘｉｊＱｘｉｊ

∑ｎ

ｉ＝１∑
ｙ

ｘ＝０，１，２
ｐｘｉｊＱｘｉｊ

Ｌｊ＝
ｐｘｉｊＱｘｉｊ

∑ｎ

ｉ＝１∑
ｙ

ｘ＝０，１，２
ｐｘｉｊＱｘｉｊ

Ｗｊ （２９）

　　若结合式（２７）（２８）和（２９），同样可阐明任意联合产品单位国别价值决定的内在

结构，即３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共同决定的单位国别价值（λｘｉｊ），其统一表达式

可以表示成以下新形式：

λｘｉｊ ＝
Λｘｉｊ
Ｑｘｉｊ

＝ １
Ｑｘｉｊ

ｐｘｉｊＱｘｉｊ

∑ｎ

ｉ＝１∑
ｙ

ｘ＝０，１，２
ｐｘｉｊＱｘｉｊ

Ｗｊ　　　　　　　

＝ １
Ｑｘｉｊ

ｐｘｉｊＱｘｉｊ

∑ｎ

ｉ＝１∑
ｙ

ｘ＝０，１，２
ｐｘｉｊＱｘｉｊ

∑ｎ

ｉ＝１∑
ｙ

ｘ＝０，１，２
ｐｘｉＱｘｉｊ

Ｇ Ｌ （３０）

　　需要注意，Λｘｉｊ是发展中国家任意联合生产行业的部分行业国别价值量，而不是

整个联合生产行业的行业国别价值总量。由此可见，对于发展中国家，联合生产条件

下世界劳动总量（Ｌ）也是先分配一定的比例
∑ｎ
ｉ＝１∑

ｙ
ｘ＝０，１，２ｐｘｉＱｘｉｊ
Ｇ Ｌ，形成由第三种含义

国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世界必要劳动时间）按照国际分工世界必需总量决定国家ｊ

的国际价值总量；然后再分配一定的比例
ｐｘｉｊＱｘｉｊ

∑ｎ
ｉ＝１∑

ｙ
ｘ＝０，１，２ｐｘｉｊＱｘｉｊ

，形成由第二种含义国

别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按照国别社会必需总量决定联合生产部分行业的国别价值量；最

后再分配一定的比例１／Ｑｘｉｊ，形成由第一种含义国别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按照部分行

业平均生产条件决定单位联合产品的国别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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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看，联合生产的经济物品与单一生产一样，可以量化比较不同含义社会必

要劳动时间的相对作用，尤其要重视第一种含义国别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单位国别价

值决定过程中发挥基础性和主导性作用，这是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应有之意。那么，

利用单位商品国别价值的关系方程式（３０）来看单位国别价值 λｘｉｊ ＝Λｘｉｊ／Ｑｘｉｊ，意味

着第一种含义国别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按照平均生产条件决定的比例系数１／Ｑｘｉｊ，决

定任意商品的单位国别价值；再结合式（２８），两种含义国别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结合在

一起按照平均生产条件和国别社会必需总量共同决定的比例系数 ｐｘｉｊ／∑
ｎ
ｉ＝１∑

ｙ
ｘ＝０，１，２

ｐｘｉｊＱｘｉｊ，决定任意商品的单位国别价值；最后结合式（２２），３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

间结合在一起按照国别平均生产条件、国别社会必需总量和世界必需总量共同决定的

比例系数ｐｘｉｊ／Ｇ，决定任意商品的单位国别价值。然而，与单一生产不同的是，对于联

合生产的非经济物品而言，虽然也可以有效区分不同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决定作

用，但是真正发挥作用的是第一种含义国别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为一般情况下，无

论是有害物品，还是无用物品，一般在国内外市场是没有消费需求的，所以在以上３个

层次的比例系数中，物品数量由平均生产条件单独决定。

由此可以推论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情况。经济物品的情况与单一生产一样，

对于发达国家而言，由第一种含义国别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发挥基础作用的３种含义社

会必要劳动时间共同决定的世界劳动分配份额，即实际投入消耗的国别劳动量小于欠

发达国家实际投入消耗的国别劳动量，故发达国家的国别价值总量也就小于欠发达国

家的国别价值总量。这样，发达国家在与欠发达国家的国际交换中可以得到超额利

润，且可以推论发达国家在与所有发达程度较低国家的交换中都可以得到不同程度的

超额利润。而与单一生产不同的是，由于联合生产存在一定数量的负价值，国际交换

中产生的超额利润相对小于单一生产国际交换中产生的超额利润。也就是说，相比单

一生产，较发达国家在联合生产条件下得到相对较少的超额利润。进一步从单位商品

国别价值来看，若商品是经济物品，与单一生产的讨论一样，由于不同国家劳动强度和

劳动生产率的不同，第一种含义国别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基础性和主导性作用决定了

发达国家单位商品实际消耗的劳动量较少，而在国际交换中可以从欠发达国家得到一

定的超额利润；反之，欠发达国家的单位商品，其实际消耗的劳动量较多，而在国际交

换中向发达程度较高国家支付一定的超额利润。然而，无论是在何等发达程度的国

家，非经济物品的联合生产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如果该国的劳动强度和生产率的增

强不是源于技术创新，那么非经济物品的产量就会随之增加；二是情况相反，非经济物

品的产量由于技术创新带来的平均生产条件改善而随之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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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方程式（２７）和（３０），同样可以为发展中国家任意联合商品的单位国别价值

（λｘｉｊ）与其单位国际价值（ｗｘｉ）建立紧密而确定的函数关系。

λｘｉｊ ＝
１
Ｑｘｉｊ

ｐｘｉｊＱｘｉｊ

∑ｎ

ｉ＝１∑
ｙ

ｘ＝０，１，２
ｐｘｉｊＱｘｉｊ

Ｗｊ　　　　　　

＝ １
Ｑｘｉｊ

ｐｘｉｊＱｘｉｊ

∑ｎ

ｉ＝１∑
ｙ

ｘ＝０，１，２
ｐｘｉｊＱｘｉｊ

∑ｎ

ｉ＝１∑
ｙ

ｘ＝０，１，２
ｗｘｉＱｘｉｊ （３１）

　　由此可以说明，发展中国家任意联合产品的国别价值可能高于、低于或者等于其单

位国际价值，受其劳动生产率、劳动强度和国内外市场有效需求的不同影响。进一步来

看，若联合产品是经济物品，则其单位国别价值和单位国际价值都是正值，反映在国别价

格上也是正值，且其国别价值随着该商品国际价值的上升而上升，即λｘｉｊ／ｗｘｉ＞０；若

联合产品是自由物品抑或无用品，则其单位国别价值和单位国际价值都为０，反映在

国别价格上也等于０，即λｘｉｊ／ｗｘｉ＝０；若联合产品是有害物品，则其单位国别价值和

单位国际价值都是负值，反映在国别价格上也是负值，且其国别价值量随该商品国际

价值的上升而下降，即λｘｉｊ／ｗｘｉ＜０。

此外，在联合生产条件下，由于假定任意国家的货币行业都是单一生产，所以不存

在联合产品的情况，汇率的决定及变化与单一生产分析的基本结论一致。需要说明，

任意国家任意联合生产行业的副产品会影响世界总劳动分配给单位货币国际价值的比

例系数，从而会影响单位货币国际价值的大小。例如，有害物品具有负的国际价格，必然

降低所有商品的国际价格总额之和，从而可以提高世界劳动总量分配给单位货币国际

价值的比例系数，增加单位货币的国际价值量。

四　主要结论

在国际不平等交换和国际价值总量等于世界必要劳动总量两个马克思主义经济

学的基本假定条件下，从单一生产的特殊情况到联合生产的一般情况，可以从数学逻

辑上，内在统一地确定国际交换商品的单位、行业和国家的国际价值量与世界劳动的

比例关系，证明一定比例的世界劳动内生地决定国际交换商品不同范畴的国际价值

量。单位国际价值是不同含义世界必要劳动时间在世界市场供求关系调节世界劳动

比例系数的影响下，先由第二种含义世界必要劳动时间按照世界必需总量来决定任意

单一生产行业和联合生产部分行业的劳动份额，再由第一种含义世界必要劳动时间按

照行业平均生产条件来决定单位国际交换商品的劳动份额，于是它们共同决定的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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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商品的单位国际价值是一定份额的世界劳动。这也是一般价值规律的应有之意。

一般价值规律在世界市场上的变化调整，体现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单位国别价值决

定和剩余价值的国际转移。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单位国别价值决定，是在联合单位商

品、行业的国别价值量和国家的国际价值总量３个决定表达式的条件下，说明世界劳

动总量先分配一定比例份额，形成由第三种含义国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世界必要劳

动时间）按照世界必需总量决定的任意国家的国际价值总量；再进一步分配一定的比

例份额，形成由第二种含义国别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按照国别社会必需总量决定的该国

任意行业的国别价值量；最后再分配一定的比例份额，形成由第一种含义国别社会必

要劳动时间按照行业平均生产条件决定该行业的单位商品国别价值。其中，第一种含

义国别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发挥基础性和主导性作用，并与其他两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

时间共同决定了一般商品的单位国别价值同样是一定份额的世界劳动，而剩余价值的

国际转移则是超额利润产生的根源。以发展中国家作为参照系发现，发达国家实际投

入消耗的国别劳动量小于欠发达国家实际投入消耗的国别劳动量，前者在与后者的国

际交换中可以得到超额利润。由于联合生产可能存在一定数量的负价值，在国际交换

中产生的超额利润一般小于同等条件下的单一生产。

此外，世界劳动的国际价值决定规律可以用来说明汇率决定的若干基本性质。汇

率决定的唯一性和确定性，主要在于货币本身抑或所代表的国际价值是世界劳动总量

分配的一定份额；汇率决定的相对性主要在于汇率随两种兑换货币单位国际价值的变化

而变化。汇率决定的本质是反映两个对应劳动份额的比例，但这并不影响从形式上将汇

率表现为用任意两种国际货币分别计量所有国际交换商品价格总量之比的倒数，而且货

币兑换意味着一定的超额利润从发达程度较低国家转移到发达程度较高国家。

参考文献：

白暴力（２００７）：《实物价格理论分析》，《学术研究》第４期。

陈隆深（１９８３）：《关于国际价值的若干问题》，《国际贸易》第６期。

陈琦伟（１９８２）：《论国际价值———比较利益论科学内核的再探讨》，《世界经济》第６期。

陈永志（２００９）：《新时期国际价值的变化与国际价值论的发展》，《经济学家》第６期。

程恩富、汪桂进、朱奎（２００５）：《劳动创造价值的规范与实证研究》，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丛培华（１９９４）：《国际价值论》，北京：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

丁堡骏（２００３）：《按照马克思思想研究斯拉法———答斯蒂德曼》，《税务与经济》第１期。

冯金华、侯和宏（２０１１）：《负剩余价值和正利润可以同时存在吗？》，《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３期。

冯金华（２０１２）：《联合生产中的价值决定》，《社会科学战线》第１１期。

·４２·　期１１第年９１０２　济经界世

　　从单一生产到联合生产的国际价值决定论




冯金华（２０１３）：《单一生产、联合生产与价值决定》，《学习与探索》第１期。

冯金华（２０１６）：《国别价值、国际价值和国际贸易》，《世界经济》第１０期。

李帮喜、藤森赖明（２０１４）：《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与联合生产：一个线型经济学的视角》，《政治经济学评论》第

５卷第４期。

李罛（１９８９）：《价值和价格论》，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刘晓音、宋树理（２０１７）：《基于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模型的国际价值量决定机理研究》，《世界经济》第１０期。

马艳、严金强、陈张良（２０１２）：《资源环境领域中“负价值”的理论界定与应用模型》，《财经研究》第１１期。

马艳、王宝珠、赵治成、李俊（２０１７）：《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不平等交融理论与实证研究———来自中国贸易利益

不平等的证据》，《财经研究》第３期。

彭必源（２００７）：《对联合生产条件下价值决定问题的讨论与分析》，《当代经济研究》第６期。

宋树理（２０１４）：《国际价值的决定、变化及应用》，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论文。

宋树理（２０１８）：《当代国际价值量的新变化及其成因探析》，《管理学刊》第２期。

吴宣恭（２００７）：《国际价值形成和实现的几个问题》，《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第２期。

王雪婷、孟祥宁、徐茜（２０１７）：《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视角下的国际不平等交换研究》，《当代经济研究》第１１期。

杨玉华（２００９）：《马克思汇率理论、汇率模型与国际经验的检验》，《当代经济研究》第５期。

郑志国（２００２）：《劳动价值论坚持和发展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

张念瑜（１９９３）：《关于联合产品的价值与价格问题》，《中国社会科学》第２期。

张忠任（２０１３）：《论联合生产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兼容性》，《社会科学战线》第３期。

马克思（２００９，中译本）：《资本论》第３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７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７１６页。

［埃及］阿明（１９９０，中译本）：《不平等的发展：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日］伊藤诚（２０１６，中译本）：《联合生产：斯蒂德曼遗留的问题》，载《价值问题的论战》（陈东威译），北京：商务

印书馆。

［日］中川信义（２００３，中译本）：《“不等价交换”与国际价值论———对阿格里·伊曼纽尔、萨米尔·阿明、克

里斯蒂·安帕卢瓦的“不等价交换”之批判》（张开玫译），《经济资料译丛》第３期。

［日］中川信义（２００８，中译本）：《围绕国际价值论的若干理论问题》（张开玫、匡凤姿译），《经济资料译丛》第１期。

［英］李嘉图（１９８３，中译本）：《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英］霍奇森（２０１３，中译本）：《资本主义、价值和剥削》（于树生、陈东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英］斯蒂德曼（１９９１，中译本）：《按照斯拉法思想研究马克思》（吴剑敏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英］斯拉法（２０１２，中译本）：《用商品生产商品》（巫宝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Ｂｕｓｃｈ，Ｋ．Ｄｉｅ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Ｋｏｎｚｅｒｎｅ：ＺｕｒＡｎａｌｙｓｅｄｅｒＷｅｌｔｍａｒｋｔｂｅｗｅｇｕｎｇｅｎｄｅｓＫａｐｉｔａｌｓ，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１９７４．

Ｆａｒｊｏｕｎ，Ｅ．“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ｉｅｓｂｙＭｅａｎｓｏｆＷｈａｔ？”ｉｎＥｒｎｅｓｔＭａｎｄｅｌａｎｄＡｌａｎＦｒｅｅｍａｎ，ｅｄｓ．，Ｒｉｃａｒ

ｄｏ，ＭａｒｘａｎｄＳｒａｆｆａ：ＴｈｅＬａｎｇｓｔｏｎＭｅｍｏｒｉａｌＶｏｌｕｍｅ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ｂｙＥｒｎｅｓｔＭａｎｄｅｌ，ｔｈｅＬａｎｇｓｔｏｎＭｅｍｏｒｉａｌＶｏｌｕｍｅ．Ｌｏｎ

ｄｏｎ：Ｖｅｒｓｏ，１９８４．

Ｈｉｆｅｒｄｉｎｇ，Ｒ．“ＢｏｈｍＢａｗｅｒｋｓ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ｏｆＭａｒｘ，”ｉｎＰａｕｌＳｗｅｅｚｙ，ｅｄ．，ＭａｒｘａｎｄｔｈｅＣｌｏｓｅｏｆＨｉｓＳｙｓｔｅ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Ａ．Ｍ．Ｋｅｌｌｅｙ，１９６６，ｐｐ１４６－１４７．

Ｉｔｏｍ，Ｍ．ＶａｌｕｅａｎｄＣｒｉｓｉ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ＭｏｎｔｈｌｙＲｅｖｉｅｗ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０，ｐ８４．

·５２·　期１１第年９１０２　济经界世

宋树理　姚庐清　　




Ｋｏｈｌｍｅｙ，Ｇ．“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ｓＴｈｅｏｒｉｅｖｏｎｄｅ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ＷｅｒｔｅｎｍｉｔＥｉｎｉｇｅｎＳｃｈｌｕＢｆｏｌｇｅｒｕｎｇｅｎｆｕｒｄｉｅＰｒｅｉｓｂｉｌ

ｄｕｎｇｉｍＡｕＢｅｎｈａｎｄｅｌＺｗｉｓｃｈｅｎｄｅｎＳｏｚｉａｌ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ｎ．”Ｐｒｏｂｌｅｍｅｄ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ｎＯｅｋｏｎｏｍｉｅＢｄ．５，Ｂｅｒｌｉｎ，１９６２．

Ｋｕｒｚ，Ｈ．Ｄ．“Ｍａｒｘ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ＣｏｍｍｅｎｔｏｎＣＣ．ＶｏｎＷｅｉｚｓａｃｋｅｒ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７９，Ｖｏｌ．

８４，ｐｐ３８７－３９１．

Ｌｅｅ，Ｃｈａｉ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ｃｙ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ａｔｅｓ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ＬｉｇｈｔｏｆＭａｒｘｓＬａｂｏｒＶａｌｕｅＴｈｅｏｒｙ．”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Ａｕｓ

ｔｒａｌｉ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Ｈｅｔｅｒｏｄｏｘ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ｓ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ＮｅｗＳｏｕｔｈＷａｌｅｓ，２００４．

Ｍｏｒｉｓｈｉｍａ，Ｍ．Ｍａｒｘ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Ｄｕ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ＶａｌｕｅａｎｄＧｒｏｗｔｈ．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８，ｐｐ１７９－１９６．

Ｎｅｕｍａｎｎ，Ｊ．Ｖ．“ＡＭｏｄｅｌ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Ｔｈｅ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１３（１），１９４５，ｐｐ１－９．

Ｓｈａｉｋｈ，Ａ．“Ｆｏｒｅｉｇｎ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Ｖａｌｕｅ，Ｐａｒｔ１．”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１９７９，４３，ｐｐ２８１－３０２．

Ｓｈａｉｋｈ，Ａ．“Ｆｏｒｅｉｇｎ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Ｖａｌｕｅ，Ｐａｒｔ２．”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１９８０，４４，ｐｐ２７－５７．

Ｓｉｅｇｅｌ，Ｔ．Ｋ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ｕｓａｌｓＷｅｌｔｓｙｓｔｅｍ：Ｍｅｔｈｏｄｉｓｃ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ｅＥｉｎｅｒＭａｒｘ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ｎＡｎａｌｙｓｅｄｅｓＷｅｌｔａｒｋｔ．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

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ａｍｐｕｓ，１９８０．

Ｔｏｒｒｅｎｓ，Ｐ．ＡｎＥｓｓａｙｏｎ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Ｗｅａｌｔｈ．Ｌｏｎｄｏｎ：Ｌｏｎｇｍａｎ，Ｈｕｒｓｔ，Ｒｅｅｓ，Ｏｒｍｅ，ａｎｄＢｒｏｗｎ，１８２１．

Ｗａｌｌｅｒｓｔｅｉｎ，Ｉ．Ｔｈ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ＷｏｒｌｄＥｃｏｎｏｍ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８．

Ｔｈ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ＶａｌｕｅｆｒｏｍＳｉｎｇｌｅｔｏＪｏｉｎｔ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ｏｎｇＳｈｕｌｉ；ＹａｏＬｕｑｉ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Ｍａｒｘｉｓｍ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ｉｎｆｅｒｓｔｈｅ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ｇｏｖ

ｅｒｎｉｎｇｔｈ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ｖａｌｕ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ｖａｌｕｅａｎｄ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ｖａｌｕｅｏｆｅｘｐｏｒｔ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ｉｅｓ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ｌｏｇｉｃｏｆａ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ｓｉｎｇｌ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ｉｍｅｄａｔａｇｅｎｅｒａｌ

ｊｏｉｎｔ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ｓｔｈｅｌａｂｏｕｒｔｈｅｏｒｙｔｈａｔｌｅａｄｓｔｏｔｈ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ｖａｌ

ｕｅ，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ｌｙｃｏｍｐａｒｅｓｔｈｅ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ｅａｎ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ｌｙ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ｌａｂｏｕｒｔｉｍ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ｐｌａｙｉｎｇａｄｅｃｉｓｉｖｅｒｏｌｅｉｎｔｈ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ｖａｌｕｅ，ａｎｄｃｌａｒｉｆｉｅｓｔｈｅｎｅｅｄｆｏｒａ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ｕｐｐｌｙａｎｄｄｅｍａｎｄｉｎ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ａｎｏｐｅｎｅｃｏｎｏｍｙ，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ｔｈｅｕｎｉｔ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ｖａｌｕｅｏｆ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ｉｅｓｍｕｓｔａｌｓｏｍｅｅｔ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ｌｙｒｅｑｕｉｒｅｄ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ｖａｌｕｅ，ａｎｄｔｈｅｓｕｒｐｌｕｓｖａｌｕ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ｏｏｄｓａｎｄ

ｃｏｎｖｅｒｔｉｂｌ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ｉ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ｗｉｔｈｖａｒｙｉｎｇｄｅｇｒｅｅｓｏｆ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ｓ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ａｃｈｉｅｖｅｄｆｒｏｍ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ｍａｄｅｆｒｏｍ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ｗｉｔｈａｌｏｗｅｒｌｅｖｅｌｏｆ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ｏ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ｗｉｔｈａｈｉｇｈｅｒｌｅｖｅｌ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ｗｈｉｃｈ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ａｎｅｘｃｅｓｓｏｆｐｒｏｆｉ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ｊｏｉｎｔ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ｖａｌｕｅ，ｇｌｏｂａｌｌｙ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ｌａｂｏｕｒｔｉｍｅ，ｌａｂｏｕｒ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ｅｘｃｅｓｓｏｆｐｒｏｆｉｔｓ

ＪＥＬｃｏｄｅｓ：Ｂ５１，Ｄ４０，Ｆ１０

（截稿日期：２０１９年９月　责任编辑：李元玉　王　徽）

·６２·　期１１第年９１０２　济经界世

　　从单一生产到联合生产的国际价值决定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