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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剩余价值论是马克思的一大重要发现。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是在批判古典剩余思想的基础上产生的，其

形成过程经历了研究内容、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研究思路的多重转变，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石。对

马克思剩余价值论进行全面的探索和分析，我们不仅能充分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剩余价值生产

的运动规律，而且能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发现问题、提出措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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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heory of surplus value is an important discovery of Marx. Marx’s theory of surplus value is 
produced on the basis of criticizing classical surplus thought, and its formation process has un-
dergone multiple changes in research content, research field, research method and research ideas, 
and is the theoretical cornerstone of political economy. Through a comprehensive exploration and 
analysis of Marx’s theory of surplus value, we can not only fully understand the movement law of 
surplus value production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but also dis-
cover problems and propose measures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ist development, which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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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剩余价值论是马克思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论研究也始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点和

难点问题。恩格斯在评论《资本论》时指出：“剩余价值问题的解决，是马克思著作的划时代的功绩。”

[1]剩余价值揭示了资本家的剥削本质，揭示了在平等交换面纱掩盖下，资本主义以其私有的生产资料为

基础，对雇佣者的剩余劳动力无偿地进行占有，使其由“物本思想”向“人本理念”的巨大跨越，这对

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2. 马克思剩余价值论的思想来源 

所谓“剩余价值”，就是由劳动者所创造出来的，其价值远远高于其劳动本身的价值，资本家为了

获取更大的剩余价值而不断增强对劳动者的剥削。剩余价值论是马克思的伟大发现和功绩，但在此这前，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们也曾就剩余价值问题做过研究。 

2.1. 威廉·配第的地租理论 

威廉·配第是第一个研究资本主义地租理论的政治经济学家，他在著作《赋税论》中对地租进行了

明确的定义：“从收获中扣除种子、食用、换取衣物或者必备物品后剩下的谷物，就是这一块土地这一

年的地租。”[2]从劳动决定商品价值的角度出发，配第说明公认的商品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而其工资

论又表明，工人的工资仅仅等于最低限度生活资料的价值，这就使他在事实上把工人创造的价值和工人

的道德价值看作两个不同的量，二者之间的差额就构成他所说的地租，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剩余价值。

事实上，他将地租概括为农业生产工人所生产的全部剩余产品，也就是从所有的农产品中，减去诸如工

资、种子等生产成本之后，剩余的以剩余价值所体现出来的剩余产品。但是，由于历史与发展阶段的限

制，配第并没有真正理解资本主义地租的本质，并且将其与剩余价值相混同。另外，他以租金为表象的

剩余价值，则是由于其对价值性质的认识不足，仍被“重商主义”思想所限制。 

2.2. 亚当·斯密对剩余价值的理解 

亚当·斯密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通过劳动创造的产品，其价值可以分为三部分：即劳动者

通过劳动生产产品而获得的工资、资本家所获得的利润以及土地所有者收取的地租，简要来说，就是工

资、利润和地租，马克思将此称之为“三位一体的形式”[3]。斯密认为工资是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生产中

工人的最低费用，而利润、地租和利息则是劳动者劳动成果的减除额，也就是与劳动者在原材料上的劳

动量相当的产品价值的减除额，这是他对剩余价值的一般见解。但他不懂价值规律在资本同雇佣劳动的

交换中，作为一个特殊的规律，它在这里起着特殊的作用，即通过对劳动和劳动力的双重关系进行调节

而使商品交换达到一种平衡状态。他没有认识到劳动和劳动力之间的区别，没有认识到劳动力本身就可

以作为商品，而这种特殊的商品有一个特点，即它的使用价值可以创造交换价值。此外，斯密还将剩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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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与利润相混同，他只将利润与租金视为剩余价值的一种普遍形式，而没有将剩余价值作为一种特殊

的形式加以说明。斯密对剩余价值的见解为后来马克思将剩余价值当作一种独立形态提出来提供了认识

基础[4]。马克思是肯定斯密的思路，他认为劳动的成果不是一种简单的、统一的形式，它是可以分成两

个部分，一个是劳动者的工资，另外一个是资本家的利润。 

2.3. 大卫·李嘉图关于剩余价值论的进步 

李嘉图已经比斯密前进了一大步，他的突破在于发展了斯密的劳动价值论，从而把剩余价值的理论

建立在经过创新的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李嘉图从斯密的理论中找出了混乱与错误，但同时也继承了其

劳动决定价值的理论。李嘉图认为，斯密对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只看到了区别，没有完整的看到

它们之间的联系，李嘉图在理论中清楚指出了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必要前提，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

物质承担者。与斯密把地租看作是商品价值组成部分的做法不同，李嘉图认为所谓的地租是“为了获得

原始土地生产力的使用权而向土地所有者支付的产品的部分”[5]，李嘉图肯定了斯密关于利润是劳动成

果的扣除部分的观点，又发现了利润和工资此消彼长的关系，区分了价值生产同使用价值生产，能够明

确把工资和剩余价值都作为工人劳动新创造的加到产品中去的价值。 

3. 马克思剩余价值论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在之前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对于剩余价值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有了一定的认识和理解，但

是，由于受到阶级的影响，他们也无法出发认识到剩余价值的本质以及它是怎样产生的。“他们都犯了

一个错误不是就剩余价值的纯粹形式，不是就剩余价值本身，而是就利润和地租这些特殊形式来考察剩

余价值。”[6]对于马克思剩余价值论，主要从劳动力成为商品、劳动和价值增值过程、资本的本质以及

剩余价值生产四个方面来阐述。 

3.1. 劳动力成为商品 

劳动力成为商品是剩余价值产生的前提，恩格斯指出：“资本家所雇佣的每一位工人都在做两种劳

动，他的工作时间一部分用来偿还资本家所预付给他的工资，但在此之后，他必须继续工作，而在这段

时间内，他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7]劳动力是人的脑力和体力的总和，指人的劳动能力，劳动是劳

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雇佣工人这种劳动具有一种特殊性，即能够将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到新商品中去，

能够通过自身的劳动把资本家开给工人的工资偿还给资本家，而且还能够带来超过工资价值的更大的剩

余价值，然而这部分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这也揭示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剩余价值和资本家剥削雇佣

工人的秘密。马克思认为，劳动作为一种商品，既有价值，又有利用价值，而且劳动成为商品的独特之

处就在于它能够创造出新的价值。总之，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一是劳动者能够以随意支配自己的劳

动力，把它当作商品来进行交换；二是劳动者要依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获得生活和生产资料。这两个条

件逐渐在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形成。 

3.2. 资本主义生产是劳动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 

劳动过程就是人的活动通过劳动资料使劳动对象发生预先确定的变化，并经过加工劳动，将其对象

化，进而创造出产品的过程。价值增值过程的实质就是超过一定点而延长了的价值形成过程，这个一定

点就是工人补偿劳动力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工人的劳动时间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再生产劳动力价

值的时间，叫做必要劳动时间；另一部分是无偿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的时间，叫做剩余劳动时间[8]。
剩余价值就是由雇佣工人在剩余劳动时间内创造的超出劳动力价值的那部分新的价值，而这部分新价值

被资本家无偿地占有。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特征，则是资本家占有全部生产资料，自由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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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无所有的劳动者只能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这种劳动过程的特点是工人的劳动和劳动产品全部归

资本家所有。后者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生产商品；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生产价值；不

仅要生产价值，而且要生产剩余价值。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劳动时间可分为两个部分，

即再生产劳动力的价值和生产剩余价值，也对应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在再生产劳动力的价值时，必须

使用一定数量的人和机器等物质资料，这些人和机器等物质资料构成了再生产劳动力的资本。在这两个

过程中，可以说剩余价值是通过剩余劳动创造的。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剩余价值就是通过剩余劳动生

产的超过劳动力价值以上的价值。 

3.3. 资本的本质 

在经济学意义上，资本是指用于生产的基本生产要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了资本的本质：

“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媒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9]即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

剩余价值的关系。资本是一个经过各个不同阶段的循环过程，是运动的，是可以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

剩余价值是由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创造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的表现形式总是以各种物质性的形

式出现的，但资本的本质不是物，而是作为物的价值，或者说是价值的物化形式。马克思很敏锐地发现

了资本，并简单地为它作了界定，即为了价值增值而去购买商品的货币就是资本。资本的目的一定是价

值增值，获得更多数量的货币，而且它要不断地用新增值的货币去购买更多的商品，从而再收获更多的

货币，如此循环往复，使价值不断增值。资本家也是以价值增值为主要目的，不断地谋求价值增值的无

休止的运动。 

3.4. 剩余价值生产 

剩余价值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生产剩余价值是在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中生产出来的，一方

面是生产物质资料的劳动过程，另一方面是生产剩余价值的过程。[8]剩余价值生产分为两种，一是绝对

剩余价值，即在不改变必要劳动时间的情况下，通过延长工作日数来提高剩余劳动所产生的剩余价值；

二是相对剩余价值，即在不改变劳动力的情况下，通过减少必要劳动时间而增加剩余劳动时间所生产的

剩余价值。它们本质是一致的，绝对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剥削的一般基础，也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起

点。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资本家无休止地盲目地追求剩余价值，无视道德极限以及劳动者的身体极限，

加强对劳动者的压迫，缩短劳动力的时间和寿命来实现最大限度使用劳动力，从而赚取剩余价值。马克

思认为，由于剩余价值的无穷性，必然会加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从而使其成为一种新的

社会现象。 

4. 马克思剩余价值论的特点 

从马克思基于前人对剩余价值的理解和研究，以及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形成和完善过程中来看，

马克思剩余价值论有着历史性、二重性和阶级性的特点。 

4.1. 历史性 

没有一种理论的产生与发展是突然而来的，它总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产生，并与一定的历史条件

相适应。剩余价值论也并非一开始就存在于人类社会，它是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中形成的。马克思剩余价

值论揭示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运动规律，其产生有其客观的自然基础，同时还具备特定的社会

历史条件。马克思提出劳动力商品，并论证了只有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劳动力才成为商品，这从根本

上揭示了剩余价值的来源，即“劳动力的价值和劳动力在劳动过程中的价值增殖，是两个不同的量。资

本家购买劳动力时，正是看中了这个价值差额”[10]，剩余价值就是工人劳动创造的价值大于劳动力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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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额。 

4.2. 二重性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地揭示了剩余价值的二重性问题。正如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二重性一样，

剩余价值也有二重性，即一般性和特殊性。[11]将作为一切扩大商品生产条件下的共有范畴的剩余价值概

括为“剩余价值一般”，即劳动过程的剩余价值范畴，剩余价值一般的存在不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条

件，而以一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为前提，并以剩余产品作为商品出售为条件；与“剩余价值一般”相对

应的就是“剩余价值特殊”，即特定社会经济形态的剩余价值范畴，它对应着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12]
它既是一种劳动过程，也是一种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 

4.3. 阶级性 

马克思剩余价值论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的，其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弄清资本的本质，揭示资

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揭露资产阶级对于工人阶级劳动剥削的实质揭示为了实现无休止的价值增值，

获得剩余价值。马克思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分析了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

形成了劳动价值论，从而让人们了解到无产阶级被资产阶级剥削压迫的事实，也为后来无产阶级的反抗

提供了理论基础。 

5. 马克思剩余价值论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剩余价值论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加深对其理论的理解和认识对于帮助我们解决

时代问题具有现实意义。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以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为指导，完

善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制度，重视劳动者的生产力主体地位，实现社会所有制和到达共产主义。 

5.1. 有利于完善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制度 

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所长厉无畏和上海财经大学教授郭时征指出：“我们必须在准确把

握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论真谛的基础上，联系新的历史条件深化对这一理论的认识，发展其现实内涵”，

并用于指导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实践。”[13]过去，我们未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党的十

六大报告明确指出要“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

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14]按照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所谓剥削就是“社会上一部分

人或某一社会集团，凭借私有的生产资料或货币资本，无偿地攫取另一部分人或其他社会集团的劳动成

果”。[15]马克思的按劳分配理论成为了现实，也在我国的实践中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尽管实际的社会主

义与马克思所设想的“按劳动进行分配”的社会状况相比较，它虽符合马克思所设想的“按劳动进行分

配”的社会状况，但又与马克思所设想的“按劳动进行分配”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但是，马克思剩余价

值理论的提出，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按劳分配制度的实施，起到了积极

的促进作用。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并大力发展各类经济，这就决定了我们

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经过我们不断

地探索和实践，我国的分配制度更加的完善，更符合中国的国情和特色。 

5.2. 有利于重视劳动者的生产力主体地位 

劳动者拥有物所不具备的改造自然，从而满足人类社会需要的能力，只有尊重和保护劳动者，[16]
逐渐提高劳动者自身的素质，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指出剩余价值以剩余产品为

载体，剩余产品的增多体现了社会财富的增加[16]。马克思剩余价值论揭示了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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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剥削关系，指出在生产过程中不能将人的作用同物的作用等量起来，要充分看到人在生产过程中的主

体作用，剩余价值只能由劳动者来创造，要尊重劳动者。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充分发挥各类经济主

体对剩余价值的追求，从而激发其经济发展创造性，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新时代的征途中，同样要

重视劳动者主体地位，推动实体经济的向好发展。同时，对于劳动者的重视也贯彻了坚持以人为本的发

展观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五大重要原则，其中第三条就是“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17]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的，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强调

“物”的价值即以商品为基础的货币价值不同，马克思剩余价值论更强调“人”的价值，即人对劳动产

品所具有的使用价值，对人的劳动给予了更多的尊重，是“以人为本”的高尚思想的真实反映。 

5.3. 有利于实现社会所有制和到达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达到共同富裕是目的和结果，

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是共同富裕的前提条件，但要想彻底地消除剥削，彻底地消除两极分化，首先

要使生产力得到解放，使生产力得到发展。我们国家在实行多元化的公有制的同时，也在积极地发展个

体经济、民营经济和外商投资经济，从而促进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改善了人民的物质生活。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既强调将公有制经济‘保管好、

使用好、发展好，让其不断保值升值’，又强调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自己人’，重申发展非公有

制经济的‘三个没有变’，即‘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变，我们毫不动

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我们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

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没有变！’”[18]经历过疫情的洗礼，当前我国社会经济亟待恢复，需要各

种经济共同努力发展来激发市场活力，增强创造力。2021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促进多种所有制

经济共同发展，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依法保护各类市场主体产权和合法权益，政策要一视同仁、平

等对待。”[19]不断努力恢复市场经济，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建设发展道路，坚持达到共产主义。加强对马

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分析和理解，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探索出社会发展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更好地把

握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通过改善收入分配，完善所有制，提升社会生产水平，从而使人们能够更好地

共同占有、共享和分配劳动成果，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努力。 

6. 结论 

马克思剩余价值论的产生无疑是伟大的，在对前研究者理论的分析和理解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具

有自身特点的理论内容，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实践的探索，其对完善收入分配制度、重视劳动者的

主体地位以及实现共产主义有着现实意义。在新时代征途上，对于剩余价值论的深入探索不能停止，我

们要以其理论武装实践，促进我国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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