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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超额剩余价值的来源问题一直是政治经济学的热门话题之一，许多学者都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理解

超额剩余价值的来源是分析科学技术创新在价值生产、资本积累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也是理解马克思主

义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生产论、资本积累理论的关键问题之一。文章基于以往学者的文献，先是列出

了众多学者在超额剩余价值的来源问题上的不同观点，即有“自创论”、“转移论”和“综合论”三种。

然后基于“自创论”，总结它的理论基础和存在的争议。针对这些争议，提出自己的看法，即超额剩余

价值是发现知识和发明技术的劳动者创造的，而不是由其他落后生产力的企业转移来的，更不是由知识

创造出来的。最后，文章强调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劳动在价值运动中的作用，坚持剩余价值包括

超额剩余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才能更好地发展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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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question of the source of excess residual value has been one of the hot topics in political 
economy, and many scholars have put forward different views on it. Understanding the source of 
excess residual value is an important link in analyzing the process of value production and 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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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umul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it is also one of the key issues in under-
standing the Marxist labor theory of value, residual value production theory and capital accumu-
lation theory.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of previous scholars, this paper first lists the different views 
of many scholars on the source of excess surplus value, namely “self-creation theory”, “transfer 
theory” and “synthesis theory”. Then, based on the “self-creation theory”, summarize its theoreti-
cal basis and existing controversies. In response to these controversies, this paper put forward its 
own view that excess surplus value is created by workers who discover knowledge and invention 
technology, not transferred by other enterprises with backward productivity, let alone created by 
knowledge. Finally, this paper emphasizes that only by adhering to Marxism, adhering to the role 
of labor in value movement, and insisting that surplus value, including excess surplus value, is 
created by labor, can we better develop the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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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劳动价值论面临的挑战和发展 

随着科技的发展，劳动力成本在资本结构的占比越来越低，不变资本的比重越来越高，如今更是出

现了“无人工厂”、“无人车间”和“无人超市”，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因为

难以解释这些超高生产力水平的企业的超额剩余价值从何而来，许多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已

经不适用于今天的社会和经济，认为劳动已经很少地创造价值了，或许在未来的社会劳动将不再创造价

值，而知识，将成为新的价值源泉，这便是所谓的知识价值论了。 
西方的未来学家奈斯比特认为，“在信息经济社会里，价值的增长不是通过劳动，而是通过知识实

现的，劳动价值论诞生于工业经济初期，必须被新的知识价值论所取代。”[1]当然，知识价值论其实质

是一种要素价值论，只是突出强调了知识对于创造价值的作用。 
对此，董理做了批判，认为知识价值论存在三个谬误，包括混淆了价值源泉和价值形成问题、混淆

了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创造问题、对“知识”的理解出现了偏差，知识“创造”价值的背后，其实是科学

劳动在创造价值[2]。 
如何解释超额剩余价值的来源，国内学者大致有三种观点，分别是自创论、转移论和综合论。 
支持自创论的学者认为，超额剩余价值的来源是高生产率企业工人社会劳动的物化，即认为超额剩

余价值是劳动者创造的。相反，转移论认为高生产率企业所获得的超额剩余价值其实是对低生产率企业

部分剩余价值的占有，并不是来自高生产率企业的工人。余陶生指出，自创论违背了生产力的提高不引

起社会价值总量的变化，复杂劳动创造超额剩余价值只会增加个别价值，无法解释由社会价值和个别价

值的差额所定义的超额剩余价值的来源[3]。 
而综合论则是综合了两种观点，认为高生产率企业所获得的剩余价值既有部分是本企业工人创造的，

又有部分是来自对低生产率企业的占有。如卓武扬认为超额剩余价值来源有两个。一方面，在历史短期

中，科学技术的进步是提高了劳动的复杂程度，一定量的复杂劳动可换算为更多的单位简单劳动，从而

增加了价值总量，此为绝对超额剩余价值；另一方面，科学技术通过对不同部门、不同生产者产品供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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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第二种含义”层面上，使不同部门、不同生产者劳动产品在市场上的

价值实现程度不等，使供不应求的先进部门攫取了落后部门的一部分价值，这是超额剩余价值来源之二

[4]。 
马慎萧、朱冰霞梳理了以往的文献，发现三种观点都面临着各自的挑战，但总体而言，自创论更符

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于超额剩余价值的论证逻辑，凸显了生产或劳动过程在价值运动中的重要作

用[5]。 
本文也是主要基于自创论来解释超额剩余价值的来源，并由自创论提出自己的看法，即超额剩余价

值的来源是发现新知识和发明新技术的工人的复杂劳动，既不是转移而来的，更不是知识创造的。 

2. 自创论的理论基础和存在的争议 

2.1. 自创论的理论基础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在阐述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过程时指出，超额剩余价值是在个别企业

采用先进生产技术“获得了与同一部门的平均劳动不同的特殊生产力”([6], p. 277)后，由该企业工人劳

动作为“自称的简单劳动”物化而来的([6], p. 278)。这一观点被学界概括为“自创论”[7]，而马克思在

提出这一理论时实际上是隐含了多个前提的。 
一是工人平均工资不变。李相海认为，超额剩余价值是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而多得的那一

部分剩余价值。个别企业通过提高自己的生产率，增加生产的商品的使用价值总量[8]。工人的劳动时间

不变，但商品增加了，因此分配在每个商品上的价值量也就变少了，这也就是个别价值。而商品的现实

价值，也就是商品的价格，是取决于社会价值的。社会上生产力维持不变的其他企业继续以社会价值为

准的价格售卖产品，而个别企业可以低于社会价值但高于个别价值的价格售卖自己的产品来获得超额剩

余价值。在生产力得到了提高的条件下，工人用更短的时间就生产出了自己的劳动力的价值，即工人的

必要劳动时间更短了，剩余劳动时间更长了，这种相对剩余劳动时间便构成了资本家获取价格差额，即

社会价值高于个别价值的部分的基础。但是，如果资本家要为这种相对剩余劳动时间支付工资的话，那

么价格差额便会减少甚至消失。 
二是复杂劳动在价值量上转化为简单劳动的规定。技术变革后企业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劳动成为自乘

的简单劳动，因而能在相同的时间内创造更多的价值量，从而形成超额剩余价值。马克思认为，复杂劳

动换算为简单劳动“这种简化是经常进行的”([9], p. 58)。复杂劳动生产的商品价值可等价于一定量的简

单劳动生产的商品价值，这种换算并不拘泥于商品的形式和种类。 
根据以上理论基础，支持自创论的学者认为，个别企业采用先进生产技术，其所获得的特殊生产力

是自乘的简单劳动，其具体的转化比例取决于社会过程，并在这一基础上形成了高于个别价值但低于社

会价值的售卖价格。因为工资率保持不变或低于个别先进劳动超过平均劳动的增速，因而资本家就能通

过对企业雇佣工人剩余劳动更大范围的无偿占有，获取超额剩余价值。超额剩余价值的来源为该企业所

雇佣工人本身相对剩余劳动的物化。 

2.2. 自创论的争议 

虽说自创论者为超额剩余价值的来源做出来了一定的解释，其证明逻辑为劳动生产力高的劳动为复

杂劳动，可换算成“一定量的简单劳动”，从而可以在相同的时间内创造更多的价值，这个价值是大于

社会平均劳动创造的价值的。然而，这些观点是存在争议。 

2.2.1. 生产力高的劳动与复杂劳动 
自创论者认为生产力高的劳动就是复杂劳动，并且认为这种复杂劳动比其他生产力低的劳动能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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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价值，而这种观点是存在逻辑问题的。资本家提高生产力往往是为了使以往的复杂劳动更加简单，

甚至直接以简单劳动代替复杂劳动，从而缩短工人生产自己劳动力价值的时间，降低工人的工资，雇佣

更多的工人，达到更大范围更大力度剥削工人的目的。生产力的提高往往带来的是劳动的简单化而不是

复杂化，这才能符合资本家追逐利益的目的，资本家才能不断地降低可变资本的比重，不断地提高不变

资本的比重，从而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生产力低的劳动的复杂程度并不一定就比生产力高的劳动简单，

将生产力高的劳动等价于复杂劳动并不可取。 
当然，技术变革之后，某些劳动的强度可能会变得更加大，某些复杂劳动需要工人接受过一定的培

训和教育才能完成，这些劳动会在相同的时间内创造更多的价值。但是，这依旧难以解释技术变革后，

生产力提高的个别产业在工人劳动复杂程度不变甚至降低的情况下，创造出的庞大剩余价值。 

2.2.2. 生产力与社会价值总量 
自创论者认为社会价值总量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增长，这是他们论证的主要思路之一。论证主要从

两方面展开，一是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还原；二是对实际耗费劳动与有效劳动的区分。商品通过交换

实现价值的过程涉及到具体劳动转换为抽象劳动，复杂劳动转换为简单劳动。对于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

两者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的论述为“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因此，少量

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9], p. 58)。然而这一描述并不严谨，模糊了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区

别。一些学者认为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还原不能在具体劳动转换为抽象劳动之前换算。此外，产品价

值的决定和劳动力价值的决定并不属于同一过程，把复杂劳动的价值看作这种劳动的价值能力的原因，

与剩余价值理论有违。再者，部分学者在复杂劳动的还原问题的尝试中，用教育和培训劳动会以技能形

式物化在高级劳动力中，并在其从事生产时转移到产品中来解释复杂劳动的“高生产力”，显然有悖于

马克思的价值形成理论。这是对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在价值增殖过程中的不同作用的模糊和异化。 
二是用具体劳动中包含多少有用劳动来论证“生产力高的劳动何以和怎么样创造出较多的价值”面

临着多重质疑。首先，即使部分有用劳动在个别劳动时间中无效，但只要在社会平均意义上是必要的，

就可以形成价值。其次，肯定“高生产率的劳动包含更多的有用劳动”意味着支持“相同劳动时间内包

含不同的劳动量”。与劳动时间来计量商品的价值不同，在这里劳动量成为了衡量商品价值的单位。本

来个别劳动时间的总和的平均数等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一等价关系约束着所有劳动时间内的劳动量。

而现在相同劳动时间内包含不同的劳动量却破坏了这一平衡，为价值衡量另寻尺度了。 
三是生产力的提高会增加社会价值总量这一观点备受争议。生产力属于具体劳动的范畴，并不会影

响抽象劳动的耗费，也就不会影响社会价值总量。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不管生产力发生了什么变化，同

一劳动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价值量总是相同的”([9], p. 60)。但自创论认为生产力与价值总量成正比，这

是值得商榷的。同时，自创论者认同超额剩余价值来源于企业自身高生产率劳动的创造，无异于认同高

生产率企业可以在相同劳动时间内创造更多价值的认可，这与“成反比规律”相违背。若还认为高生产

率会使得工人的劳动复杂化，那么单位商品包含的价值量可能不降反升，这又是违背“成反比规律”的。 

3. 基于“自创论”的思考 

以上几个“自创论”面临的质疑，是自创论者亟需解决的。解决不好这些问题，那么就不能证明超

额剩余价值是劳动创造的，剥削将会进一步加深。 
本文认为，技术改革后，在企业工人劳动复杂程度不变甚至降低的情况下，超额剩余价值的来源是

其所发现的新知识或新技术。以下是论证过程。 

3.1. 假设新知识和新技术的价值是巨大的，甚至是无穷大的 

与知识价值论不同，本文并不认为知识创造了价值，而是认为知识的价值被远远低估了，它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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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比人们想象的还要大得多，即假设新知识和新技术的价值是巨大的。科学家所发现的知识和发明的

技术的价值是极大的，这些知识和技术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推动了文明的发展。而企业和工厂

里的劳动者的技术创新的价值也可以是很大的，这就是超额剩余价值的来源。 
发现知识和发明技术所要付出的劳动时间是极大的，只有通过培训和接受教育或者经历一定的工作

时间，承受思考的痛苦，放弃闲暇时间，才可能有所成果。所以它应该是复杂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

结合。正因为技术创新如此困难，所以可将其还原为数量庞大的单位简单劳动。 
在此基础上，知识和技术往往被资本家廉价甚至免费占有和使用。资本家清楚技术创新可以给他们

带来多少的剩余价值，而工人兴许知道自己发现的知识和发明的技术可以给资本家带来利益，但具体价

值并不知，又或者清楚具体价值却困于地位无法反抗，资本家往往只需要付出极少的报酬就可以收购他

的知识和技术。因此，技术创新本应作为一个较大的成本列入商品生产过程中，但如今资本家花费较少

的代价便将其获取了，其成本极大地降低了，最后获得巨大的超额剩余价值也就不难理解了。 

3.2. 新知识和新技术增加了社会价值总量 

与自创论者认为生产力提高会增加社会价值总量不同，笔者认为生产力并不会增加社会价值总量，

增加社会价值总量的是发现知识和发明技术的工人额外付出的复杂劳动。显然，工人为发现知识和发明

技术所付出的额外劳动是超额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这部分劳动时间既包含工作时间也包括闲暇时间。资

本家对于该部分剩余劳动时间的占有，其实是对相对剩余价值的占有的，超额剩余价值的来源是部分相

对剩余价值的物化。只是与以往不同的是，这种占有更加隐蔽了。但是，若是在技术改革后，工人的劳

动复杂程度提高，那么工人的劳动同样是企业所获得的超额剩余价值的来源之一。 
新知识和新技术作为一种无形的商品，被资本家廉价占有后，加入到生产流程中，再进入商品，最

后到交换中实现价值，是会增加社会价值总量的，而由知识和技术引起的生产力的提高却不会。 

3.3. 高生产率的企业的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一样 

超额剩余价值是商品的社会价值与“个别价值”的差额，但是本文认为这只是表面。之所以“个别

价值”低于社会价值，只是因为资本家付出极少的代价占有了技术创新者的剩余劳动，若是其承担这一

部分，“个别价值”是等于社会价值的。即使资本家对该部分复杂劳动进行了廉价和无偿占有，该部分

复杂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依旧进入了商品中，真正的个别价值并不因此而低于社会价值，也不会因该复杂

劳动所带有庞大的价值量而远远大于社会价值。至于资本家为了争夺更多的市场份额而选择降低商品价

格，则是从另一方面证明了其剥削了技术创新者的劳动。 

3.4. 知识和技术的价值如何分配进商品 

本文假设新知识和新技术的出现增加了社会价值总量，并且这个增加的量是巨大的，如若发现新知

识和发明新技术的该部分复杂劳动的价值一下子转移到单个商品或少数商品中，因为知识和技术的价值

是极大的，那么单个或多个商品的个别价值将远远大于社会价值。然而，该商品的物质属性其实与其他

企业生产的商品并无不同。类似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了商品的价值一般，知识和技术的价值分配进

商品的方式也被社会价值所约束，该部分复杂劳动的价值并不能一下子进入单个或少数商品中，使得其

单个商品的价值远大于其他企业生产的商品，而是持续地分配进商品中，使得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一样。 
如图 1 中，假设在只有单一商品的社会中，社会价值总量一开始是 0a ，在 0t 时刻，某企业出现了技

术创新，生产力得到了提高。虽然生产力的提高没有改变社会价值总量，但随着企业将该技术运用到生

产过程中，该技术的价值进入到了商品，从而逐步提高社会价值总量，直至 1t 时刻，该技术被全部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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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此时，商品的社会价值等于个别价值，新技术的价值已经全部进入商品，社会价值总量重新恢复

不变的状态 B。在此过程中，新技术提高的社会价值总量为 1 0a a− ，而新技术以怎样的速度影响社会价

值总量受技术传播速度和信息技术等因素的影响。 
 

 
Figure 1. How new knowledge and technologies increase the total value of society 
图 1. 新知识和新技术如何增加社会价值总量 

 
知识和技术出现后引起了生产力的提高，生产力的提高又增加了商品的数量，因为社会价值总量不

变，单个商品的价值量先是减少，这也是“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的原因。而经过发现知识和发明技

术的复杂劳动的分配，个别价值等于社会价值了。 
 

 
Figure 2. How the value of new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enters the 
commodity 
图 2. 新知识和新技术的价值如何进入商品 

 
因为新知识和新技术的传播，更多的企业使用了新的知识或新的技术，生产力也得到了提高，社会

必要劳动时间随之不断降低，该商品的数量快速激增，其社会价值也逐渐降低，“个别价值”与社会价

值的差额逐渐减小，新知识和新技术的价值分配进商品的速度越来越快，商品上包含的知识和技术的价

值量也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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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2 所示，阴影部分就是发现知识和发明技术的复杂劳动分配进商品的价值量，也就是超额剩余

价值。随着新知识和新技术的传播，其他企业的生产力也得到了提高，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逐渐降低直至等于“个别价值”。这是因为随着生产力的普遍地提高，生产出的商品越来越多，即使是

知识和技术的价值极大，分配到单个商品的价值量也只能变得愈来愈少，到最后甚至消失了。 

3.5. 不仅仅是新技术和新知识 

在 3.4 节中，本文描述了新知识和新技术的价值是如何影响社会价值总量以及进入商品价值中的，

其中新知识和新技术的价值被表现为了 1 0a a− ，随着技术传播，所有企业应用了该技术，新技术的价值

被完全表现了出来，此时也不再向商品中分配价值，如此其价值可能是巨大的，但并不可能无穷大，这

与本文一开始的假设是矛盾的。 
新技术和新知识的出现使得该商品的社会价值总量得到了提高，通过商品的生产，其价值以超额剩

余价值的形式表现了出来，随着技术的传播，超额剩余价值逐渐消失，如此新技术和新知识的价值就完

全被体现了吗？当其作为过去的知识和技术被应用到该商品或者生产过程中的进一步技术创新或其他商

品的技术创新时，应当是又提供了一定的价值的。过去的知识和技术作为技术创新的“原材料”，在源

源不断地提供着它的价值，即所谓的技术创新所创造的巨大的超额剩余价值，还包含着过去的知识和技

术的价值。如此，也就解释了本文为何假设新知识和技术的价值可以是无穷大的。 

4. 结论 

经过以上的论证，可以知道，在高生产率企业自身劳动复杂程度没有提高的情况下，超额剩余价值

来源于发现新知识和发明新技术的复杂劳动，除此之外还有对过去知识和技术的价值的无偿占有。 
这一观点既没有违背“成反比规律”，而是新知识和新技术的出现增加了社会价值总量，同时没有

涉及“生产力高的劳动在相同的时间内产出的价值量更多，相当于复杂劳动”的观点，也不涉及有用劳

动和有效劳动。所依赖的理论基础更多的是发现知识和发明技术的劳动是复杂劳动，其换算成单位简单

劳动的价值量是极其庞大的。但是这部分价值往往被资本家廉价或无偿占有，物化为超额剩余价值。个

别价值与社会价值是相当的，有的只是“个别成本”与社会价值的差额。这个差额正是所谓的超额剩余

价值，是由发现知识和发明技术的复杂劳动分配进商品的价值量表现出来的。随着知识和技术的传播，

生产力的普遍提高，商品的社会价值普遍降低，该复杂劳动分配进商品的价值量也愈来愈少，直至为零。

但是新知识和新技术会慢慢变成过往的所有知识和技术，其依旧为技术创新提供价值，因此资本家高额

的超额剩余价值背后还有对过去知识和技术的无偿占有。 
故超额剩余价值既不是知识创造出来的，更不是转移来的，而是劳动创造出来的，所谓“无人工厂”

创造的超额剩余价值不过是对发现知识和发明技术的劳动者的剥削，劳动价值论依旧适用于如今的社会。

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劳动在价值运动中的作用，坚持剩余价值包括超额剩余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

才能更好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更好地鼓励劳动创造财富，更好地发展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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