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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在对服务劳动是否创造价值的相关观点进行综述的基础上 , 分析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服务领

域的新发展 , 即现代服务价值理论 , 并就价值理论在国际服务贸易中的拓展进行肤浅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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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经济与社会发展方面的历史成因、服务与商品的感性

差异、人们对服 务 的 歧 视 等 等 , 导 致 了 商 品 与 服 务 在 经 济 学 理

论思维中彼此分裂的“两分法”。随着世界各国的经济和产业结

构的演变和发展 , 服 务 作 为 国 民 经 济 的 价 值 流 量 , 将 越 来 越 成

为经济理论分析的基本对象。实践对理论的呼唤 , 要求改变经

济学上重商品轻服务的理论分析格局。

在 理 论 思 维 中 破 除“ 两 分 法 ”的 实 质 是 在 价 值 概 念 上 视 服

务与商品等同 , 因此 , 破 除“ 两 分 法 ”的 首 要 问 题 就 是 服 务 劳 动

是否创造价值。就此问题 , 国内相关学者作了诸多探讨 , 其主要

观点归纳如下。

一、服务劳动是否创造价值问题的观点综述

( 一) 服务劳动创造价值

第一种观点为社会劳动创造价值论。①这种观点全面肯定

服务劳动是生产性劳动 , 并 把 它 纳 入“ 社 会 劳 动 ”的 范 畴 , 认 为

它是创造价值的。“这里的‘社会劳动’是指社会从事物质生产

和非物质生产的各种劳动 , 即在国家政策范围内从事的有益于

社会的各种实践活动 , 或者说 , 是社会需要劳动的简称”。

第二种观点为生产性劳动创造价值论。②针对“社会劳动创

造价值论”的观点 , 有学者认为 , 并非服务业中所有劳动都能创

造价值 , 只有那些为物质商品生产和生活服务的具有生产性的

服务劳动才创造价值 , 而那些非生产性服务劳动不创造价值。

第三种观点为有用劳动创造价值。③针对“生产性劳动创造

价值论”的观点 , 有 的 人 不 赞 成 用 生 产 性 劳 动 和 非 生 产 性 劳 动

的区别 作 为 衡 量 服 务 业 能 否 创 造 价 值 的 标 准 或 依 据 。 他 们 认

为 , 生产劳动概念和创造价值劳动概念在经济关系上内涵是不

同的 , 前者体现 简 单 劳 动 过 程 和 特 定 社 会 生 产 关 系 , 后 者 只 体

现一般商品经济关系 , 两者并无必然联系。在商品社会中 ,“一

切创造社会使用价值的有用劳动同时就是创造价值的劳动。这

就是判断商品社会某种劳动是否创造价值的唯一标准”。同样 ,

“判断第三产业中劳动是否创造价值的标准是 : 其劳动是否为

社会创造使用价值”。

第四种观点为生产非实物使用价值的劳动创造价值论。④

该 观 点 从 非 实 物 劳 动 成 果———服 务 产 品———服 务 产 品 使 用 价

值———服务产品价值为主线展开论证 , 针对服务业中不生产实

物产品的部门就不创造价值的观点提出了反驳。该观点认为 ,

非实物劳动成果被纳入社会产品范畴 , 成为服务产品的根本原

因在于它 与 实 物 劳 动 成 果 一 样 , 也 具 有 消 除 相 对 稀 缺 、满 足 人

的需要的功能 , 因此具有非实物使用价值。既然这种产品具有

非实物使用价值 , 那么 , 只要服务产品是为交换而生产的 , 它作

为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就是商品 , 也就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二

因素。

第 五 种 观 点 从 生 产 劳 动 实 践 引 发 理 论 演 变 的 方 法 论 重 新

定义生产劳动 , 指出生产劳动和劳动价值论从物质生产领域拓

展到服务 经 济 领 域 , 是 劳 动 价 值 论 的 深 化 ; 服 务 劳 动 是 生 产 性

劳动 , 是社会财富和价值的源泉 , 这是服务价值论的新概念。⑤

( 二) 服务劳动不创造价值

第 一 种 观 点 对“ 服 务 劳 动 创 造 价 值 ”提 出 了 针 锋 相 对 的 观

点 , 认为 只 有 那 些 既 能 为 社 会 生 产 物 质 财 富 , 又 能 为 社 会 生 产

剩 余 价 值 或 净 产 值 的 劳 动 才 是 生 产 劳 动 , 否 则 就 是 非 生 产 劳

动。依据这一规定 , 该观点认为服务劳动不是生产劳动。⑥

第二种观点为“国民收入再分配说”, ⑦该观点认为 , 服务领

域里服务劳动者和资本家的收入(v + m)并不是服务劳动者创造

的 , 而 是 通 过“ 国 民 收 入 的 再 分 配 ”由 物 质 生 产 领 域 转 移 过 来

的。在物质生产领域的工人和资本家用其收入支付服务费时就

是如此。

第 三 种 论 点 为“ 服 务 生 产 价 格 说 ”, ⑧认 为 服 务 性 劳 动 不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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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价值 , 它所以能带来利润与增殖资本是因为资本主义经济中

的竞争与利润平均化的市场机制的作用 , 使物质生产部门创造

的价值以类似生产价格形成的方式 , 转化为服务生产价格 , 不

仅补偿服务成本 , 而且无偿地给服务领域的资本家带来了一份

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

第四种论点是“价值转移说”, ①认为服务有价值 , 但它不是

由服务劳动创造的 , 而是由物质生产部门转移来的。

第五种观点以生产劳动的一般含义为标准 , 认为纯粹的服

务劳动是非生产劳动 , 不创造价值。②该观点认为 , 马克思论述

的生产劳动有两种含义 : 生产劳动一般含义即撇开特定社会性

质 , 能够创造出可供 消 费 的 物 质 财 富 , 或 者 能 够 使 物 质 财 富 的

创造过程得以完成的劳动过程。以此为标准 , 纯粹的服务不是

生产劳动 , 不创造价值。生产劳动的特殊含义是反映特定生产

关系的劳动 , 以此为标准 , 纯 粹 的 服 务 是 生 产 劳 动 , 创 造 价 值 。

但这个价值 , 已 经 不 是 马 克 思 劳 动 价 值 论 原 来 意 义 上 的 价 值

了。

( 三) 简要评述

上 文 介 绍 了 经 济 学 者 为 消 除“ 两 分 法 ”和 把 服 务 纳 入 传 统

价值理论框架所作的 努 力 , 出 现 了 百 家 争 鸣 的 局 面 , 至 今 观 点

仍不统一。很大一部分学者认为 , 要发展劳动价值论首先要在

价值和劳动的基本概 念 上 发 展 , 从 而 引 申 出 了 众 多 看 法 , 如 价

值是物品的有用性 , 即物品的效用 , 也就是物的使用价值 ; 凡是

有用劳动都创造价值 ; 创造价值的抽象劳动不科学、不完善 , 必

须加以修改和发展⋯⋯这些看法 , 实质上是用西方经济学的理

论来代替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 借发展之名 , 行否定之实。

实 践 需 要 说 明 的 劳 动 创 造 价 值 的 外 延 扩 大 仅 仅 就 事 论 事

是不够的 , 事实证明这种努力未能完全解释劳动价值论在服务

领域面临的所有问题。劳动价值论在服务领域的发展 , 还需要

创建新的本质性的范畴从理论体系上给予系统的深刻说明 , 必

须在运用原有理论的基础上 , 创建新的理论范畴和新的理论体

系 , 给整个理论带来新的变化 , 用以说明一系列新的实际问题。

国内有关学者在这方 面 做 了 一 些 有 益 的 尝 试 , 提 出 了“ 现 代 科

学劳动”③这一概念 , 并分析了其在商品和服务领域的具体表现

形式。

二、现代服务价值理论述评

( 一) 服务价值理论的基本内容

服务价值是由服务劳动的凝结性、社会性和抽象等同性决

定的 , 它的质的规定性就是凝结在服务产品的非实物使用价值

上的、得到社会表现 的 抽 象 劳 动 , 其 本 质 是 一 种 特 殊 的 社 会 生

产关系。④如同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二重性一样 , 生产服务的劳

动也具有二重性。一方面 , 作为人的生理意义上的劳动耗费 , 它

是抽象的无差别的人 类 劳 动 ; 另 一 方 面 , 它 是 具 备 不 同 生 产 目

的、使用不同劳动资料、操作方式 , 为不同的消费对象提供服务

的具体劳动。

1.服务产品的使用价值。服务产品的使用价值具有实物使

用价值的一般共性和其自身的特殊性。( 1) 服务产品的使用价

值具有消费潜代性、消 费 互 补 性 和 消 费 引 致 性 , 其 根 本 原 因 在

于 非 实 物 使 用 价 值 具 有 一 切 使 用 价 值 所 具 有 的 共 性———可 消

费性。( 2) 服务产品的使用价值具有生产、交换、消费同时性和

非贮存性。服务产品的使用价值与实物产品的使用价值不同 ,

服务产品的使用价值具有非实物特性。( 3) 服务产品的使用价

值具有非转移性 , 它 不 可 能 从 产 地 转 移 到 销 地 , 这 个 性 质 使 得

服务业的生产与消费存在空间上不一致的矛盾 , 这个矛盾必须

通过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相对移位来克服。( 4) 服务产品使用价

值再生产的严格被制约性。

2.服务产品的价值。服务产品具有价值原因表现在三个方

面 : ⑤( 1) 生产服务产品耗费的劳动凝结在非实物使用价值上形

成价值实体 ;( 2) 私人劳动 和 社 会 劳 动 的 矛 盾 使 生 产 服 务 产 品

的劳动取得社会形式 , 从而表现为价值 ;( 3) 服务产品与实物产

品不能按异质的使用价值量 , 而只能按其中凝结在同质的抽象

劳动量进行交换 , 从而以价值为尺度决定其交换比例。

3.服务产品的价值量及价值形成过程。服务产品的价值量

决定有两种情况。⑥( 1) 重复型服务产品 : 因服务劳动过程的主

客观条件的差别 , 生产同种服务产品需各不相同的个别劳动时

间 , 故其价值量由生产这种产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

定 ;( 2) 创新型服务产品 : 它 的 非 重 复 生 产 性 和 共 享 性 , 使 其 价

值量由最先 生 产 出 这 种 产 品 所 耗 费 的 个 别 劳 动 时 间 和 风 险 系

数决定。服务价值创造过程存在着和物质生产领域不一样的特

点 : 服务业的劳动者 在 其 生 产 过 程 中 , 一 方 面 是 服 务 劳 动 者 的

具体劳动转移了生产资料的旧价值( C) ; 另一方面 , 其抽象劳动

创造出新价值( V+M) 。由此可见 , 服务业劳动者的劳动是创造

价值的源泉。

( 二) 服务价值理论在现代服务产业中的发展

20 世纪末期 ,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知识经济的出现 , 现

代服务业飞速发展 , 科技劳动、管理劳动、精神劳动在服务劳动

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 服务价值理论也应在实际中有新的

发展。基于现代服务业背景下考虑服务价值理论的发展 , 关键

是“劳动”内涵的升华 , 从价值的表现上看就是( V) 含义的扩 大

及组成价值量的各部分( C+V+M) 构成比例的改变。结合现代服

务业劳动者的特点 , 传统服务价值理论中的( V) 应包括“接受现

代教育和培训的费用”, 其直接结果是使传统意义上的“一般劳

动”发展成现代“科学 劳 动 ”, 并 且 在 服 务 价 值 的 形 成 过 程 中 发

挥着重要作用 , 由传统服务业中处于附属地位的“一般劳动”转

变为现代服务业中处于主导地位的“科学劳动”。现代科学劳动

大大改变了服务产品价值量和量的各部分构成 , 提供了大量的

服务产品价值量和使 用 价 值 量 , 大 大 增 加 了 社 会 财 富 , 引 起 了

劳动与价值之间的新变化和新发展。⑦

由于现代服务业中知识要素和科技要素的比重大大增加 ,

为了掌握现代科学技 术 知 识 , 必 须 接 受 高 层 次 教 育 , 支 出 大 量

的学习费用和科研费用 , 因而这部分的价值量会大量增加。更

重要的是 , 科学、知识是长期 积 累 起 来 的 , 它 本 身 有 价 值 , 在 服

务价值的实现过程中可以发挥巨大的杠杆作用。虽然它不能直

接创造价值 , 但它本身的价值可以通过科学劳动转移到服务产

品中去 , 即通过科学劳动创造价值。因此 , 现代服务业中科学劳

动既要创造一部分新价值以补偿支出的科学劳动力价值( 由于

学习费用增加 , 现代科学劳动力的价值比一般劳动力的价值要

大得多) ; 同时还要把所使用的科学、知识中已包含的旧价值在

转移生产资料及旧价 值 的 同 时 , 转 移 到 新 产 品( 下 转 第 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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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 54 页) 作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龙头。沾化县是“中国

的冬枣之乡”, 冬枣资源量多质高 , 县域内具有大面积的芦苇生

态湿地 , 为沾化县将食品加工业和生态造纸业作为经济增长极

培育提供了资源条件。另一方面 , 积极引进外来资本 , 优化企业

性质结构。利用沾化县地处环渤海经济圈内的特点 , 积极接纳

发达城市辐射出来 的 资 本 和 技 术 , 扩 大 地 方 行 业 规 模 , 提 升 企

业层次 , 在实现规模经济效益的同时促使城市发展动力由资源

驱动向资本驱动转变。

五、结语

专门化型和中心地型小城市在经济发展、城镇化水平和城

市空间形态与结构方面具有不同的特征 , 隐藏在这些特征背后

的是他们各自的发展机制 , 据此应该采取不同的发展战略。本

文仅对两种不同职能类型的小城市进行了研究 , 其他类型小城

市的发展特征和战略尚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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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 5 页) 中去 , 因而转移的旧价值的量也将大大增加。另

外 , 由于在现代服 务 业 中 , 科 学 劳 动 能 生 产 出 一 般 劳 动 所 无 法

生产出的 非 物 质 产 品 ; 或 者 能 充 分 利 用 自 然 力 并 融 入 生 产 过

程 , 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 , 生产更多的使用价值 , 这是高级或超

高级复杂劳动 , 是 简 单 劳 动 的 大 量 倍 加 , 因 而 在 同 一 时 间 内 能

够创造出相当多的大量的新价值。

三、价值理论在国际服务贸易中的拓展
劳动价值论的横向发展形式的本质 , 是价值概念的外延的

扩大 , 即从国民价 值 扩 大 到 国 际 价 值 ; 纵 向 发 展 形 式 则 是 要 素

外延的扩大 , 即从劳动单要素扩大为生产过程多要素。

从 横 向 发 展 形 式 看 , 在 国 际 服 务 贸 易 中 , 价 值 增 值 机 制 是

国际价值规律的核心 , 即在世界市场上 , 流通不创造价值 , 但价

值增值却是在流通 过 程 中 形 成 的 ; 交 换 是 等 价 的 , 但 交 换 的 结

果却产生了增值 , 其本质是服务的国际价值量与国民价值量是

不相等的 , 国际服务贸易把两个不同的价值系统联接起来 , 改

变了服务的相对位置( 价值参考系) , 使同一服务产品以不同尺

度衡量产生差别。

从 纵 向 发 展 形 式 看 , 国 际 服 务 贸 易 中 , 各 国 劳 动 生 产 率 的

差异决定了全部国际经济联系的内容与特点 ; 各国劳动生产率

结构的差异 , 决定了国际服务交换的结构。而决定劳动生产率

的并非仅仅是劳动 , 而是包括劳动在内的一切生产要素 : 资本、

自然资源、生产技术( 非劳动者个人技能) 以及生产的组织管理

等。非 劳 动 要 素 通 过 决 定 劳 动 生 产 率 而 决 定 社 会 必 要 劳 动 时

间 , 进而决定劳动创造价值的量。服务在国际间的流通 , 可进一

步加强国际分工 , 国际分工又会一方面提高不同国家在不同服

务产品的生产率 , 减 少 其 国 内 社 会 必 要 劳 动 时 间 ; 一 方 面 增 大

各国之间不同服务产品生产率的差别 , 使服务贸易的价值增值

增大。这就是国际服务贸易的价值理论分析。

【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46 卷)( 下) [M].北京 : 人民出版社.

[2] 陈宪 , 程大中.国际服务贸易[M].北京 : 高等教育出版社 , 2004.

[3] 罗余才 , 刘军.国际服务贸易学[M].北京 :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 1999.

[4] 张幼文.价值增值论[M].上海 :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1995.

[5] 李江帆.服务劳动不创造价值吗?———与否定服务劳动创造价值的流

行论点商榷[J].财贸经济 , 1997,( 9) .

( 责 任 编 辑 : X 校 对 : Q)

因此 , 汽车产业的自主创新必须以企 业 研 发 为 重 点 , 加 强 自 主

创新体系建设 , 加强研发机构建设 , 加大研究开发经费的投入 ,

大力培育和吸引一批高水平 的 技 术 人 才 , 加 强 研 究 开 发 与 制

造、销售等职能之间的界面管理。

2.选准产品和技术的主攻方向。从日韩汽车企业发展经验

和我国汽车企业技术和市场创新空间看 , 在传统汽车方面 , 以

中低级家庭用车为重点 , 分阶段向产 业 价 值 链 高 端 过 渡 , 是 我

国汽车产业技术创新的方向。在“新一代轿车”方面 , 在国家支

持下 , 应该抓住机遇 , 以自主创新为主 , 加大 研 究 开 发 力 度 , 增

加技术积累和储备 , 赶上新一代汽车发展潮流。

3.实行自主型组合创新模式。经过多年的发展 , 我国己经

初步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汽车工业技术体系 , 从技术研发到产品

的市场销售已处于开放状态 , 具备了一定的国际化特征。因此 ,

产业自主创新必须确立开放式创新的思路 , 在内部自主研发的

前提和基础上 , 加强产业内企业间、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间的

合作 , 实施合作创新 , 通过合作学习积累知识。同时 , 对于自主

研发和国内合作中不能解决的技术问题 , 应该积极开展与国外

的技术合作或者技术引进活动 , 在技术引进中 , 加强消化吸收 ,

实现二次创新。只有坚持自主型组合创新 , 坚持自主前提下内

生创新、合作创新、引进创新之间的有效结合 , 才能不断地提高

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平台 , 形成持续的产业自主创新能力。

4.充分发挥政府在促进产业自主创新中的作用。一是组织

加强对汽车产业共性、关键性技术 的 研 究 开 发 ; 二 是 组 织 推 进

汽车相关产业关键技术创新 ; 三是 加 大 政 府 采 购 力 度 ; 四 是 实

行积极的财税和投融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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