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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是以对商品的价值概念的分析作为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起点的。其

价值概念与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还原为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无关的纯粹定量的经济范畴的价值概念具有不同的

内涵。首先，马克思在对李嘉图的“价值唯实论”和贝利的“价值唯名论”的双重批判中，对价值的性质和内涵

进行了重新考察，实现了价值概念的“术语革命”。其次，马克思将价值概念理解为一种“历史性”的范畴，通

过揭示现代商品社会劳动取得社会形式的特殊方式，从而揭示和批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本质。第

三，马克思将价值概念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对价值生产过程中的人受资本统治的异化状态进行了

揭示和批判，由此构成了《资本论》价值概念深刻的存在论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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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是以商品，准确地说，

是以商品的价值形式分析作为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

论起点的。人们常常容易误解马克思在《资本论》中

运用的价值概念，因为在其他的经济学家那里已经有

同名称的经济术语。这可能会导致对马克思的整个政

治经济学批判的主题的广泛误解。马克思的价值概念

并不是简单地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而

是在对李嘉图的“价值唯实论”和贝利的“价值唯名

论”的双重批判中，于商品交换关系中发现了与资产

阶级经济学具有不同内涵的“价值”概念。事实上，

马克思的经济术语都是围绕着生产关系展开的，他将

经济术语视为是“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这揭示了其

政治经济学的真正主题和理论关怀。《资本论》中的价

值概念不是适用于一切人类社会形态的一般经济范

畴，而是作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建制及人的异化的概

念化而呈现出来的社会历史范畴。马克思揭示了价值

概念的“历史性”，打破了政治经济学将价值概念视为

非历史的概念的“形而上学”，实现了价值概念的 “术

语革命”。正如恩格斯在《资本论》英文版序言中所指

出的，“不言而喻，把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只看作是人类

经济史上一个暂时阶段的理论所使用的术语，和把这

种生产形式看作是永恒的、最终的阶段的那些作者所

惯用的术语，必然是不同的。”[1](33)马克思通过对价值

生产过程同时也是人受资本统治即人的异化过程的状

态进行了揭示和批判，这构成了价值概念深刻的存在

论意涵。 
 

一、价值概念的“术语革命”：马克思

对李嘉图和贝利的双重批判 
 

众所周知，价值概念并不是马克思在《资本论》

中提出的新鲜术语，它在马克思之前的诸多经济学家

那里已经得到了较为完整的阐释。在笔者看来，马克

思对价值概念的性质和内涵进行重新界定的“术语革

命”，主要在于对李嘉图的“价值唯实论”和贝利的“价

值唯名论”之争的批判和超越。 
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李嘉图看来，“一件

商品的价值，或所能换得的他种商品的数量，乃定于

生产所必要的相对劳动量。”[2]李嘉图的价值论是较早

的劳动价值论，即认为商品的价值由其内部具有的劳

动属性所决定，并具体由生产商品所消耗的劳动时  
间量所决定。劳动作为价值的实体，无论商品是否   
完成交换，其价值已内在于商品之中。我们借用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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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广松涉的称法，把这种价值论称为“价值唯实  
论”[3](77)。 

而经济学家贝利对李嘉图将价值归结为劳动时间

量的主张进行了批判，指责李嘉图说，“价值本来是诸

商品相互关系上一个相对的性质，但他把它转化为绝

对物了。”[4](110)贝利通过对商品的价值形式或者说商

品的交换关系的考察发现，商品的价值只能通过和它

进行交换的另一商品的量才能表现出来。因而，在贝

利看来，价值就是商品的购买力，“价值不指示任何积

极物，或商品固有的东西，只指示二物当作可交换的

商品互相间保持的比例。”[4](124)也就是说，贝利将价

值看作是商品的交换关系的表现，认为在相对的价值

关系背后，并没有一个价值对象性的共同实体。我们

仍借用广松涉的称法，将贝利的价值论称为“价值唯

名论”。 
可以说，克服“价值唯实论”和“价值唯名论”

之争是马克思进行价值概念“术语革命”必须要面对

的理论难题，这里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形成价值的原

因。通常人们认为马克思价值概念的形成与李嘉图的

劳动价值论有着重要的继承关系，这源自马克思在《资

本论》中所明确提出的，“作为价值，一切商品都只是

一定量的凝固的劳动时间。”[1](53)但若是仅仅据此来理

解马克思的价值概念，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李嘉

图的劳动价值论相等同，价值概念将被还原为一种适

用于一切人类社会形态的“生理耗费说”，并得出一切

劳动产品都是商品的结论。而这不仅与马克思在《资

本论》中明确指出的“用来满足自己需要而生产的劳

动产品不是商品”[1](54)的论断相冲突，并使得马克思

在《资本论》中将价值定位为“幽灵般的对象性”[1](51)

的论断变得无法理解。 
事实上，马克思高度重视贝利从价值形式的角度，

从商品的交换关系中去考察商品的价值。关于贝利对

李嘉图的价值论的批判，马克思评论道，“虽然他(指
贝利)眼光短浅，但触及了李嘉图学说的弱点。”[1](78−79)

李嘉图只关注构成价值的劳动时间的量的规定，而从

未从形式的方面考察过价值。日本学者柄谷行人在《跨

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一书中曾指出，贝利对

李嘉图的批判之于马克思，犹如休谟对经验论的批判

之于康德的重要性。正是贝利使马克思从李嘉图的价

值唯实论的迷梦中惊醒，从而使得马克思开始从关系

的视角去看待价值范畴。[5]马克思正是从商品交换活

动的“关系”视角出发才发现了价值概念的内涵，并

明确指出，“价值对象性只能在商品同商品的社会关系

中表现出来。”[1](61) 

但马克思并不是简单地从李嘉图的“价值唯实论”

走向了贝利的“价值唯名论”，而是对二者进行了双管

齐下的批判。贝利指出同一数量商品的价值在与不同

商品进行交换时具有种种不同的相对表现，即具有多

种交换价值。如一件上衣与 X量谷物、Y量呢绒相交

换，将得到上衣的谷物价值和呢绒价值。因而，在贝

利看来，商品的价值只是表示“该商品在交换中的关

系，……因此，……有多少种商品，就有多少种价值，

它们都同样是现实的，又都同样是名义的”[1](78)。由

此，贝利将一切消解于关系，认为商品价值只是一种

纯粹相对的东西，而彻底否定了规定价值概念的可能

性。而马克思就此批判道，贝利“把价值形式和价值

混为一谈”[1](64)，将商品交换价值以商品的量呈现出

来的表面现象当作了商品的价值，而忽视了商品等价

的交换关系是以同质关系为前提的。也就是说，交换

活动本身并不能产生价值，“商品只有作为同一的社会

单位即人类劳动的表现才具有价值对象性。”[1](61)贝利

没有意识到，当上衣作为价值物与谷物、呢绒相等时，

是将缝制上衣与种植谷物和织制呢绒的具体劳动化为

了同一的抽象人类劳动。因而，在马克思看来，在商

品的交换关系背后并不是没有价值的实体，抽象人类

劳动就是商品价值的“社会实体”。 
那么，如何理解被马克思称为“幽灵般的对象性”

的价值的“社会实体”的抽象人类劳动，是理解马克

思构成超越“价值唯实论”和“价值唯名论”之争的

价值概念“术语革命”的关键。 
马克思在商品的交换关系中看到了李嘉图和贝利

都没有觉察到的东西——构成价值的劳动的特殊性质

——“劳动在人类劳动的抽象属性上形成自己的价 
值”[1](67)。马克思对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

学批判道，“至于价值一般，古典政治经济学在任何地

方也没有明确地和十分有意识地把表现为价值的劳动

同表现为产品的使用价值的劳动区分开。”[1](98)李嘉图

将价值归结为劳动时间，即具体劳动量的差别，而没

有意识到，“各种劳动的纯粹量的差别是以它们的质的

统一或等同为前提的，因而是以它们化为抽象人类劳

动为前提的。”[1](98)这意味着，价值并不是作为有用劳

动的凝结而内在于商品中的天然属性，凝结为不同质

的使用价值的有用劳动只有转化为同质的、无差别的、

一般的抽象人类劳动，才使得商品可以互相通约。 
马克思价值概念的“术语革命”的关键在于提出

价值的实体是劳动，但这种劳动是“社会的劳动”，是

抽象人类劳动。这种抽象人类劳动不是去除掉有用劳

动的具体性和特殊性，而是将其抽象为人类劳动力在

生理学能量上的耗费。因为这样抽象而来的一般劳动

仍是表现为使用价值的一般有用劳动，而不是表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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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的劳动。这种一般有用劳动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

关系，不但适用于人类一切社会形态，甚至无法与牛、

马等牲畜所进行的劳作区分开。在马克思看来，表现

为使用价值的有用劳动转化为表现为价值的抽象人类

劳动是“在社会生产过程中每天都在进行的抽     
象”[6](423)，是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商品交换过程中才能

完成的“抽象”。并且这一过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

会过程决定的”[1](58)。也正是因此，作为价值尺度的

劳动时间不是某种具体的、既定不变的时间量，而是

“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

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1](52)再生产该使用价值的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只要再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

动时间发生变动，那么即使生产商品的实际劳动时间

不变，商品的价值也要发生变动。这便是被马克思称

为是“幽灵般的对象性”的价值的“社会实体”的抽

象人类劳动的真实内涵。正如广松涉在《资本论的哲

学》中指出的，“在高层次上虽是与广泛的商品世界的

社会关系的反思规定相关的 das Arbeit(抽象人类劳

动)，但就价值形式而言，是作为实体的基础而存   
在。”[3](136) 

我们看到，正是在对李嘉图和贝利的双重批判中，

马克思重新探索了价值概念的性质和内涵，超越了“价

值唯实论”和“价值唯名论”之争的地平，实现了价

值概念的“术语革命”。正如美国学者麦卡锡所指出的，

“在马克思看来，价值是一定性的社会关系，不能还

原成定量的比价。事实上，商品具有价值仅仅因为社

会关系，而非因为劳动本身。”[7](284−285)马克思在《资

本论》及其手稿中所分析的价值概念绝不是适用于一

切社会形态的一般经济范畴，而是人们在特定社会历

史阶段的生产活动中的关系的理论表现的“历史性”

范畴。 
 

二、作为“历史性”范畴的价值概念：

揭示现代商品社会劳动的社会性

的特殊形式 
 

对于价值概念，马克思关注的重点是劳动的社会

性在现代社会中取得“社会的形式”的特殊方式，是

劳动表现为价值的背后的社会历史基础。社会分工使

得社会成员彼此为对方劳动，因而劳动的社会性体现

在一切人类社会形态中，只是劳动取得“社会的形式”

的方式不同。在马克思看来，价值概念只是劳动在人

类特定社会历史阶段——现代商品社会中取得社会性

的特殊方式的理论反映，它绝不是什么超历史的经济

范畴，而只是商品社会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透过价

值概念的棱镜，马克思要揭示的是现代商品社会“独

特社会关系的定性确定”[7](290)。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的价值概念揭示出了

现代商品社会中蕴藏的三组对立关系。第一，商品的使

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对立。商品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个人

以彼此独立的商品所有者的方式存在，其商品对他来说

是非使用价值，他只有将其转化为交换价值才能获得其

所需要的使用价值。也就是说，“商品对于它的所有者

只有作为交换价值才是使用价值。”[6](434−435)第二，具

体劳动和抽象人类劳动的对立。具体劳动并不是由于

其具有的不同形式和有用属性而可以彼此交换，恰恰

相反，具体劳动只是由于被抽象掉了劳动的一切具体

形式和特殊属性，即作为同一的、无差别的抽象人类

劳动才彼此交换。第三，私人劳动和直接社会形式的

劳动相对立。在商品社会中，虽然和其他社会形态一

样，社会总劳动总是由各种私人劳动的总和构成。但

在商品社会中，劳动的社会性并不是采取私人劳动的

特殊形式，相反，劳动的一般性才表现为劳动的社会

性。或者说，私人劳动“要通过采取与自身直接对    
立的形式，即抽象一般性的形式，才变成社会劳      
动”[6](426)。 

我们看到，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作为商品社会

生产体系的客观基础，在自身中已经包含着社会对个

体的强制和否定。使用价值、具体劳动、私人劳动，

总之，一切体现为劳动的个性的特殊形式和目的的感

性东西都被劳动的价值形式扬弃为了抽象的、同一的、

无差别的存在。个体只有作为这种抽象劳动——价值

的提供者，才成为社会的存在。对此，马克思指出，

“彼此独立的私人劳动的独特的社会性质在于它们作

为人类劳动而彼此相等，并且采取劳动产品的价值性

质的形式，商品生产这种特殊生产方式才具有的这种

特点，对受商品生产关系束缚的人们来说，无论在上

述发现以前或以后，都是永远不变的。”[1](91−92)价值范

畴对于商品社会的生产关系来说，是具有“社会效力”

的“客观”的经济范畴。 
然而，当我们考察其他社会生产方式时，就会发

现蕴藏在价值概念中的种种对立关系消失了。例如在

农村宗法式的社会中，或是作为生产前提的公社中，

人们按照自然联系进行分工，而互相为彼此劳动。凝

结为不同使用价值的劳动产品并不以价值的形式存

在。“个人劳动直接表现为社会机体的一个肢体的机

能”[6](426)，由此，劳动的特殊性直接构成了劳动的社

会性，而无需转化为无差别的抽象人类劳动才能获得

其社会有效形式。或者说，“成为社会纽带的，是个人

一定的、自然形式的劳动，是劳动的特殊性，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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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的一般性。”[6](425)因此，马克思的价值概念揭示

出的是在现代商品社会中产生的一种特殊的、与历史

上以往劳动形式性质不同的劳动社会化组织形式。劳

动的价值形式不过是“劳动借以获得社会性的那种特

有形式”[6](425)，绝不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的那样，

是一种永恒的、超历史的经济范畴。 
正如前文所述，劳动产品表现为价值——表现为

使用价值的具体的、个别的、私人的、有用劳动转化

为社会的、一般的、无差别的、抽象劳动——的过程，

是只有在商品交换事后才得以完成的“抽象”过程。

作为价值的“社会实体”，“一般社会劳动不是现成的

前提，而是变成的结果”。[6](438)也就是说，在商品生

产的前提下，劳动的社会化性质，只有在不同种商品

的等价形式中才能显示出来。因为商品社会的特征是，

商品生产者作为商品所有者而彼此独立存在，他们除

去商品交换不发生关系。 

这里的关键在于，使劳动表现为价值的“抽象”

过程得以实现的交换过程绝不是物物的直接交换，而

是表现为必须以货币为中介的商品交换。而前文所述

的李嘉图和贝利的价值论虽表现不同，但其根本上都

是只关注价值的量的规定性。在他们看来，仿佛商品

可以不以货币为中介而直接物物交换。而社会事实是，

当产品生产采取商品生产的形式，就意味着，物物交

换的社会阶段的解体和终结。物物不能直接交换，已

经默默地包含在商品生产的前提中了。李嘉图和贝利

都忽视了这一“抽象”过程中的关键——价值必然以

交换价值的化身即货币的形式表现出来。因为作为价

值尺度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只是潜伏在商品中，并

且只是在商品交换过程中才以货币的形式显露出来。 
马克思通过对商品的价值形式的考察指出，由价

值概念所揭示出的商品社会的三组对立关系——使用

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对立，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对立，

私人劳动与直接社会形式的劳动的对立，正是在商品

的价值形式的完成形式——货币形式中获得了和解。

货币作为抽象人类劳动的直接化身，具备以下三个特

点：第一，货币以其自身的“使用价值成为它的对立

面即价值的表现形式”；第二，凝结在货币中的“具体

劳动成为它的对立面即抽象人类劳动的表现形式”；第

三，表现在生产货币身上的“私人劳动成为它的对立

面的形式，成为直接社会形式的劳动”。[1](7) 

这里马克思要强调的是，其他商品要想实现这三

个方面的转化，只有通过转化为货币才能完成。也就

是说，商品的价值表现或者说劳动表现为价值的过程，

只有通过交换，转化为社会公认的等价物——货币，

而以货币为媒介表现出来。这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

会过程决定的”，“社会生产过程中每天都在进行的抽

象”的真实内涵。 
我们看到，价值概念体现出的是个人对交换关系

的依赖，“交换关系固定为一种对生产者来说是外在

的、不依赖于生产者的权力。……一种对生产者来说

是异己的关系”[8](95)，并以以货币为化身的交换价值

成为统治人们产品交换的支配性原则表现出来。由此，

交换价值成为生产的直接对象，这意味着一切前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的解体。在马克思看来，使劳动表现为

价值的，不是直接的生产活动，而是一个不由个体劳

动者所决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对此，马克思指

出，价值范畴是“属于生产过程支配人而人还没有支

配生产过程的那种社会形态的”[1](99)。价值范畴是人

们“自己的社会关系作为对象同他们自己相异化”[8](110)

的特定社会历史阶段——资本主义阶段的产物。而这

是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当作非历史的、永恒的自然形

式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无法看到的，即“劳动产品

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

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

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1](99)。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马克思的价值概念的“术

语革命”通过揭示现代商品社会劳动社会化的特殊形

式，揭露和批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

本质。 
 

三、价值概念的存在论意涵：价值的        
生产过程与人受资本统治的异化

状态 
 

在马克思看来，内在于价值概念中的对立关系以

及社会关系对人的统治，在商品社会尤其是产业资本

主义阶段得以昭然，并以资本对人的统治的关系表现

出来。产业资本主义与前产业资本主义阶段的商品社

会的生产过程的关键区别在于，劳动力是否成为商品，

因为劳动力这种商品拥有的使用价值能创造出比它的

交换价值更多的交换价值。资本正是通过无偿占有这

些多出的交换价值而实现自身的增殖的。由此，通过

从一般的商品交换活动转向对劳动与资本的关系的分

析，马克思的价值概念成为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

和人受资本统治的异化状态的揭露和批判的工具。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价值的生产过程同时也是资

本增殖的过程，是资本作为一种强制性社会力量对人

的统治过程。在这种过程中，人同自身相异化，这种

异化不仅表现在工人身上，也表现在资本家身上。这

是将价值概念视为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无关的，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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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为纯粹定量的价值量的经济范畴的资产阶级经济

学家所无法察觉的存在论内涵。 
首先，对于工人来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价

值实现过程是人同自身的类本质相异化的异化劳动过

程，即作为人的类本质的对象化劳动本身不表现为对

工人的类本质力量的确证，而是表现为“工人对立的、

异己的、统治工人的权力”[1](659)——资本的积累。这

一过程是活劳动与工人相分离的过程，是“死劳动和

活劳动，价值和创造价值的力之间的关系的倒置”[1](360)

的过程，并不断再生产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不断

再生产出工人的异化条件本身。 
在产业资本主义阶段，工人与劳动的客观条件相

分离，这构成了产业资本主义生产活动的前提。劳动

力对工人来说是非使用价值，它只有在劳动力与资本

的交换完成后转化为以货币形式表现出来的交换价

值，才能进而转化为自身得以维持的生活资料。因而，

对于工人来说，劳动这一被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

哲学手稿》中确认为“人的类特性”的“自由的有意

识的活动”，[9](57)只有并入资本，成为资本的一种形式

——可变资本时，才具有积极意义。因为在与资本发

生关系之前，工人就无法进入劳动过程，工人和劳动

的客观条件，以及工人彼此之间不发生关系。而一旦

并入资本，工人的劳动便不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

控制生产过程的“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 
价值的生产过程体现了工人对资本的隶属关系。

这不仅意味着工人对象化劳动的直接结果——凝结为

商品的价值不为工人所有，不能确证工人自身的力量，

而是表现为工人以外的他人——资本家的力量的积累

和强大。同时由于产业资本主义时期的机器大生产特

征，劳动资料转化为机器体系，作为过去了的、积累

下来的对象化劳动，“对象化劳动本身不仅直接以产品

的形式或者以当作劳动资料来使用的产品的形式出

现，而且以生产力本身的形式出现。”[10](186)这意味着，

价值实现过程中由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带来的

“知识和技能的积累，社会智力的一般生产力的积

累”，也不再表现为活劳动自身的发展和积累，而是表

现为与劳动相对立的“资本的属性”。[10](186−187)因而，

劳动资料一旦转化为固定资本，便同时产生了劳动资

料作为资本同工人对立的形式。知识、技能的积累、

社会的劳动生产力表现为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异己

的东西，而活劳动则从属于独立发生作用的对象化劳

动”[10](187)。由此，“代表一般社会劳动的不是劳动，

而是资本。”[10](187)而工人的活劳动上升为社会劳动的

过程，即价值的生产过程“表现为单个劳动在资本所

代表、所集中的共同性面前被贬低到无能为力的地  

步”[10](191)。工人的活劳动被贬低为体力劳动，贬低为

转移和创造价值的“生产工具”和“活的机器”。 
我们看到，在作为同一个过程的价值的生产过程

和资本的增殖过程中，对象化劳动不再表现为人的类

本质的实现，而是表现为“劳动的外化过程”，在资本

的角度来看是表现为资本对社会劳动的占有过程。这

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价值生产过程的现实，是资本

增殖的奥秘。包括工人个人的消费，也不过是用于工

人再生产自身即转化为可供资本重新剥削的劳动力的

资本增殖过程中的一个要素。我们知道，劳动力的平

均价格是工人能够维持其生活所必须的最低限度的生

活资料的数额——工资。也就是说，在工人劳动所创

造的价值中，工人所占有的仅仅是勉强维持其生命再

生产的极小部分。工人始终处于 G-W-G(商品−货币−
商品)的商品流通的循环中，而其余的价值则被资本家

占有。工人是价值的“人身源泉”，但这些价值不断地

以与工人相对立、控制工人的权力被生产出来。工人

“被剥夺了为自己实现这种财富的一切手段”[1](658)。 
构成价值的异化劳动使劳动仅仅变成维持工人自身生

存的手段。 
而资本家作为价值的占有者，则处在 G-W-G`(货

币-商品-增殖了的货币)的资本增殖的循环中。也就是

说，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同一个价值生产过程

及再生产过程的结果就是不断再生产着作为资本主义

生产的前提的工人与活劳动的分离，从而造成了资产

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永久化。我们看到，通过对价值的

生产过程的考察，马克思要指出的是资本主义条件下

劳动的实现方式是一种从结构上剥夺了人的类本质的

自我实现的可能途径的特殊劳动形式。正如马克思所

指出的，“人的异化，一般地说，人对自身的任何关系，

只有通过人对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9](59) 
因而，工人同自身的异化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

立关系现实地表现出来。由此，“异化不是作为一种哲

学或人类学状态被感知到，而是作为一种特定的物质

生产方式和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被感知到。”[7](300) 
价值的生产过程泄露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奥

秘。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劳动的对象化，积累起来

的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劳动者生活的手段。 
其次，人受资本统治从而人同自身相异化的状况

也体现在资本家身上。一方面，资本家对其他人的劳

动、劳动过程、劳动产品的实际作用都漠不关心。生

产过程的一切具体感性特殊形式只有被抽象为凝结在

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价值一般”才有意义。资本家只

在乎一件事，即这一生产过程的结果——商品能否转

化为货币，即将价值实现出来。资本家把他人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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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当作手段，价值增殖的手段。在资本控制下的生

产过程中，生产过程中的各种不同要素——生产工具、

原材料、劳动力都只是为了一个目的结合起来——价

值的增殖。对于生产要素的购买者资本家来说，他购

买的是这些生产要素的使用价值，但这个使用价值不

是用来为资本家个人生活所需而消耗从而退出流通过

程的，而是作为保存并创造价值的可能性力量成为价

值增值的工具的。这里，资本家与劳动、产品以及他

人的关系，都和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与劳动、产品以及

他人的关系截然不同。 

由此，生产的目的不是人类的自我实现，不是为

着共同体的使用价值的需要，而仅仅作为与其具体形

式毫不相干的创造价值的纯粹抽象活动而存在。正如

美国学者麦卡锡所指出的，“生产之所以持续不断，这

不是为了共同体成员的普遍善，不是为了实现使用价

值，也不是为了满足人的基本需求。”[7](306)生产过程

是否发生，不是取决于资本家的个人喜好或是共同体

的需要，而是取决于“价值一般”能否实现。若是不

能，那么，生产将会停止。我们看到，马克思将“价

值一般”视为一种“社会劳动形式”。价值概念的重点

落到了对限制、扭曲人类自我实现的劳动的社会组织

形式的揭示和批判上，是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起来

的社会经济体系的存在论批判和指控。 

另一方面，作为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不过是资

本的增殖运动机制的“主动轮”而已。作为消费者，

资本家有能力购买比工人更多的东西来满足自己的需

要。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有产阶级在这种自我异化

中感到自己是被满足和巩固的，它把这种异化看作自

身强大的证明，并在这种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

观。”[11](44)然而，“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

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1](683) 

竞争作为资本的概念中内在包含的东西，强制资本家

只有保证资本的增殖才能维持住其地位，竞争使得资

本家不得不尽可能多地将积累下的价值重新投入资本

得以增殖的生产过程的循环中，否则，他将在竞争中 

被淘汰，剥夺作为资本的代理人的资格。因而，马克

思尖锐地指出，“无产者不过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机器，

而资本家也不过是把这剩余价值转化为追加资本的机

器。”[1](687) 

综上所述，在《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

马克思的价值概念超越了“价值唯实论”和“价值唯

名论”相争的地平，使价值概念成为“对刻画了资本

主义社会特征的特定历史形式的社会和劳动关系的表

达”[7](295)，构成了价值概念的“术语革命”。在马克

思看来，价值的生产过程表现为“资本具有独立性和

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12]。可

以说，《资本论》价值概念的“术语革命”代表着马克

思对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批判和对资本主义的伦理批判

的综合，并直指马克思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提

出的价值关怀，即消灭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将其还

给人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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