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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规律问题,如同按劳分配问题一样,是前几年被 “四人帮
”在理论上搞得十分

∶
混乱的一个问题。 “四人帮

”
把价值规律和资本主义利润原则混为一谈。谁讲在社会主

义制度下要利用价值规律,他就给你戴上一顶顶大帽子,说你是鼓吹 “利大大干,利小
·
小干,无利不干”,说你 “搞利润挂帅

”, “只算经济帐,不算政治帐”,说你 “妄图

腐蚀和瓦解社会主义经济”,是 “贩卖修正主义理论”。这是 “四人帮
”玩弄假左真右

的两面派手法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无耻的歪曲和篡改。

∷           (一 )

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本身所固有的规律。有商品经济存在,就有价值规律存在,这

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一种客观必然性。正如斯大林所指出的: “在有商品和商品生

产的地方丿是不能没有价值规律的。”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 商品生产作为一种为了交换而进行的生产,它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并存在于一定

的苈史阶段。早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社会分工和生产资料私有制 ,

就产生了商品生产。随着商品生产的产生,'价值规律也就开始存在并发生作用。资本主

义社会是商品生产发展的蕞高阶段,商品生产成了社会生产的普遍形式。在这种条件下 ;

价值规律也就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和交换的全面调节者。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的一

切经济活动,经济关系的各个方面,都受着价值规律的支配。价值规律通过竞争,通过

市场价格的波动,^自 发地调节着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社会生产各部门之间的分配比例。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价值规律的作用
`加

剧了竞争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加深了资本主

义的基本矛盾和经济危机,使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的浪费和破坏。

在历史上,社会分工和生产资料、劳动产品属于不同的所有者,是商品生产存在的

条件。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了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所有制变更

了,但是曲于还存在着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差别,亦

即还存在着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的不同所有者,因此还不可避免地要保留商品生产和商

品交换。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占主导地位的经济规律不是价

值规律,而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社舍之义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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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国家和劳动人民的需要,是在国家经济计划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妁。
∷但是,社会主义社会既然还存在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那末价值规律也就必然要发生

作用,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斯大林说得好, “马克思主义把科学规律ˉ—无论
∶指自然科学规律或政治经济学规律都是一样——了解为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
·
的反映。人们能发现这些规律,认识它们,研究它们,在自己的行动中考虑刭它们,· 利

用它们以利于社会,但是人们不能改变或废除这些规律″(《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冫。
“四人帮”否定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作用●是他们唯心主义盛行的舀骨表现。

要利用价值规律,·首先必须懂得价值规律,了解其基本内容和要求。     ∶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价值规律就是 “商品按价值交换的规律″(《马克

思思格斯仝集》第26卷 第1册 336页冫。商品具有二重属性,即便用价值和价值。使用

价值是指对人们有某种用处,能够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同时,商品还能用来交换,具
有交换价值σ商品之所以可以互相交换,是因为它们在生产中都耗费了人类的劳动。入

类劳动的凝结形成商品的价值。价值是商品交换价值的基础,交换价碹是价值的表现形

式。         ∶           ∶

价值规律的基本内容和要求之ˉ,是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这-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

要芳动曼来决定:由于衡量劳动量的自然尺度是劳动时间,因此也可以说商品的价值曼决

定宁生产这△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对于这-点 ,马克思在 《资本论》中作过明确的

论述j他指出: “每个商品的价值都是由物化在它的使用价值中的旁动量决定的,是由生

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巛 马克思恩袼斯仝集》·第23卷 211页冫社会

宓要劳动时间就是指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卞,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

动强度下制造某种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价值规律的作用就是体现在社会必要劳动莳
·间决定商品的价值量这一妾求上。这个价值决定的原则,对商品生产者的利害得失关系

很太。商品生产者生产橐种商品,如果他耗费的个别劳动时向等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则其劳动耗费 (包括物化劳动耗费和活劳动耗费在内)就能够得到完全补偿1如果他妁

个,ll劳动时间超过社会宓要劳动时间,按照价值规律的要求,其超过的那部分劳动时间

就不被社会所承认,从而就不能形成价值,不能得到补偿。反之,如果他的个别劳动时
∶间少于社会宓妾劳动时间,按照价值规律的要求,也要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计算它的

价值,这梓,· 他就不仅能够补偿全部劳动耗费,而且还可得到更多的收入。    .
∷ 价值规律的另一个基本内容和要求,是人们在进行商品交换的时候,必须按照商品

的价值,即按照等价的原则来进行。所谓等价交换,不仅是有偿的交换,ˉ 而且彼此交换

的商品∴其价值应该相等。对于这-点 ,:马克思也曾明确地强调指出|“按照价值规律·

是等价物向等价物相交换Ⅱ等量劳动同等量劳动相交换。″ (《马克思思格斯仝集》第

26卷 第1册
′
3j诬 页冫只有坚持按照等价原则进行交换,才能使得交换双方在使用价值

上互通有无,而在价值上又能实现等价补偿。                 ∷∶

以上所述的价值规律的两个基本内容和要求,是互相联系不能分割的。等价交换原

则要以价值决定的原则为基础,而价值决定的原则又必须通过等价交换原则来贯彻。如

果价值规律中只有价值决定的原则而不要求等价交换,那本价值决定的原则便毫无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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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o

在商品经济中,价格以价值为基础,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因此,要实现等价交

换J价格就应该与价值一致,这也是价值规律的-种客观要求。但是,商品的价格虽然

以价值为基础,但在交换过程中又受到其他因素特别是供求关系:的影响。在一般倩况
下,商品在市场上供不应求时,价格就有可能上涨到价佴以上o供过于求时,价格就有
可能下跌刭价值以下。随着供求关系的不断变动,商品的价格常常与其价值不相-致 o

这种现象的出现,是价值规律在一定条件下的具体表现形式,也是价值规律对供求关系
的反作用。然而,价格总是围绕价值上下波动的,从长期的平均的角度来看,商;品的价
推也总是等于其价值的。

∷     Ⅱ (二 )

在社会主义社舍,、 调节整个国民经济活动的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有

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而不是价值规律j这是必须肯定的。但是j价值规律在社会主

义经济中又有其篮要的积极作用。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曾经形象地把价值规

律譬喻为 f-个伟大的学校”。毛主席说,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
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切都不习能。最近,

英明领袖华主席在五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教导我们:“要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

自觉利用价值规律”。

∷那末,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有哪些重要作用呢?社会主义国家又怎样利用它
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昵?

第一,价值规律要求按照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量和实行等价交换,社会主

义国家可以利用它来对国营企业进行经济核算,以促进企业改善经营管理,讲求经济效

果;为国家建设尽可能多的积累资金。

∶经济核算是有计划地管理社会主义企业的-种重要方法ρ它是利用货币价值形式去
核算和衡量企业经济活动的耗费与成果,使各个企业按照国家所规定的价格出售产品以
后所得的收入,能够抵付其生产过程中的支出并倮证企业能够向国家上交羸利 〈包括利

润和税金)。 毛主席十分重视经济核算9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提出,公营经济单位必须

建立经济核算制, “有了严格的核算制度之后,才能彻底考查一个企业的经营是否有利
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 。要实行经济核算制,就不能不利用价值规律的要求,

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量的原则,对产晶规定统一的计划价格丿以促进企

业不断地改蕾经营管理,努力使自己所生产的商品的个剔劳动耗费量不高于而里尽可能
低于社会必妾劳动量 (国家规定的计划价格)。 一般来说,生产同-产品的不同企业9

由于年产技术条件和经营管理状况的不同,产品的个别劳动耗费往往是不一样的,有时

甚至是差别很大的。有的企业,因为经营管理搞得好,能够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社会主

义劳动积极性,提高劳动者的技术熟练程度,不断地开展技术革新,采用新技术,提高

芽动生产率。以降低单位产品的工时消耗,能够在保证产品质量,保证它的使用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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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下,注意节约原料和各种材料的消耗,采用新的更经济的原材料,开展原材料的综

合利用,以降低每一单位商品中的物化劳动的耗费,能够充分挖掘现有设各的潜力,提
高设各利用率,从而降低单位产品所分摊的折旧费用;能够提高行政管理工作的效率●

改进运销工作,降低商品流通费用,那末,这一企业生产某一单位商品的个别劳动耗费

就可能低于社会必要劳动量。在这种情况下,它销售商品后所得到的货币收入,不仅能

抵偿本身的各项支出,而且能获得工定的蠃利。否则,其个别劳动耗费就有可能比社会

必要劳动量高,这个企业销售产品以后所得到的货币收入,就不能抵偿支出,就要出现

亏空。这些落后的亏本的企业,如果要使自己扭亏为盈,变落后为先进,就只有不断地

改善经营管理和生产技术,节约成本费用;降低个别劳动耗费。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利

用价值规律的要求制定统一的计划价格而不以某一个别企业的实际芳动耗费规定价格,

利用价值规律实行经济核算,就便于比较各个企业经营管理的状况,找出先进与落后的

差距●鼓励先进更先进,鞭策落后学先进,不断改善企业经营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

力争优质、高产、低消耗,不断降低生产成本,增加企业盈利,为国家多提供积累。

作为
一

个社会主义企业来说,遵照党的路线和政策,以实现生产计划为中心|通过

不断改善经营管理,增加步产,厉行节约,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费用;使企业羸

利不断增加,为国家提供更多的积累,这是自己应尽的光荣职责,绝不是 “
四入帮”所

诬蔑的什么 “利润挂帅”。这样的盈利越多,表明一个企业为社会创造的财富越多,对

革命的贡献越大,困为积累乃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积累的多少直接关系到国家建设速

度的快慢。没有大量的积累,要想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要想尽快地实现凼个现代:化o

是根本不可能的。恩格斯曾经指出: “劳动产品超出维持劳动的费用而形戍的剩余;以

及社会生产基金和后备基金从这种剩余中的形成和积累,过去和现在都是△切社会的、:

政治的和智力的继续发展的基础j” (《 马克思恩格斯仝集》
′
第8卷 283页 冫。当然-有

一些国营企业,油于某种原因,在一定时期内,经国家批准,允许出现一定的玫策性亏

损:他们不但不上交利润,而且还习以从国家领取补贴。但是,这些企业接受补贴也不能·

是长期的。在接受补贴期间,也必须尽量改善经营管理,力求把亏损降到最低限度,减

少补贴,并且争取早日变亏损为盈利,为国家提供积累。在我们社会主义企业中的利润,.

是工人阶级为社会创造的一邯分剩余产品的货币表现,是社会主义积累的源泉。伟大导

师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曾经赞扬无产阶级国家从企业获得利润 午就是从共产主义观点

来看,也是好现象。
”(《列宁仝集》第33卷 364页 )可是 “四人帮”一伙,却极力反

对我们利用价值规律来搞经济核算,讲求经济效果;反对社会主义企业取得正当的盈利-

为国家提供积累。他们这样作的险恶用心j就是要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的家底搞光;把我

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搞垮,以实现他们的反革命阴谋。对于这-点 9我们一定要彻底予以

揭穿,肃清其流毒和影响。̄

第二,价值规律要求商品的价格大体上符合其本身的价值,要求各种商品的价格之

问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社会主义国家习以利用它来促进工农业生产的有计划按比例的

发展,以利于国民经济计划的实现。

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公有制将国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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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邯门1各企业联结戍一个统一曲有机曲整体。社会主义国家有宓要也有习能根据国家

和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预先制定计划来调节社会生产,有计划地在各部门分配生产资

料和劳动力,安排生产规模和发展速度,便农业和工业之间,农业内部农、林、牧、付、

渔业之间和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等各个分业之间,工业

内部轻工业与重工业之间,原材料、燃料与加工工业乏间,国防工业和基础工业之间,

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之间,等等,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9能够协调的发展。如果没有
△个依据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而制订的统一的国民

经济计tlj,而任由各部门、各企业受价值规律的支配,各 自为政,营 目发展,社会主义

是无从设想的J但是,实行计珈经济,并不是就习以否定价值规律,违背价值规律。国

家在实行计划领导时,必须慎重研究各种商品之间的价格比例关系,使其尽可能符合等
价交换的原则。如果某些商品的价格规定得远远超过它们的价值,而另外某些商品的价
′
格又规定得远远低于它们的价值,就会使某些部门通过交换而不能得到应有的蠃利,甚
至使收入不能抵偿支出,出现不应有的亏损。如果这样,就有可能影响这些商品的计划
生
·
产Ⅱ因而影响整个国民经济计划的全面实现。

∴Ⅱ在盍届人夫政府工作报告中,华主席之所以指示我们 “要认真研究工农业产品比
价,原材料、燃料和加工工业产品的比价”,就是因为比价问题是影响工农业生产发展
的
一个童要问题。就拿工农业产品的比价米说,处理适当与否,不仅影响工农业生产的

茇痪∴而直髟响ェ农联盟的巩固。所谓工农业产品比价,就是指同一市场、同工时间工
业品零售价格向农产品收购价格之间的比例。在资本主义社会和旧申国,工农业产品是
在·竞争和无:政府状态下形成的,通常存在着 “剪刀差”,反映着资本家对劳动农 苠的
剥夺,∶ 加剧着城乡之间的对立。解放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萆命和建设的发展,国家有计
划地实行逐步缩小工农业产品 “剪刀差”的政策,在基本稳定日用工业品零售价格和降
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基础上,有计划地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使工农业产晶的比价
日趋合痤。毛主席在 巛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

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工农业产品的交换,我们是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
或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 只有坚持按照价值枧律关于等价交换的原则处理工农业产品
的交换,才能保证国菅工业和集体所有制农业双方都得到应得申利益,既能促进工业生
产又能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才能促使广大农民自觉服从国家计划的安排,生产各种各
样的农产品-∶以满足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如果不是这样,不考虑价值规律关于等价交
换的妾求,、 国家对于农产品的采购价格规定得不合理,大大低于农民生产这些农产品的
社会必要劳动量丿使农民在出售农产品之后不能换回同量价值的工业品,不能补偿其耗费
的社会必要劳动量,那就会影响农民生产这些农产晶的积极性,就有可能出现以下倩况:

或者是公开不完成国家下达的种植计划,或者是形式上勉强完成播种计划但不去积极提
高单位面积产量;从而影响国家对这些农产品的生产计划或采购计划的完成。当然,对
于入民公社社员,必须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教育他们要自觉服从国家计划的安排,坚持
计划种植9反对自由种植,但不能由此而否认价值规律的客观作用9否认正确制订工农
业产品比价、各种农产品比价对于促进工农业生产夂展9全面完成国家计刘9以及巩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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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经济和巩田工农联盟的意义。按照华主席在五属人大政府工仵报f圩 巾的指示,今后

我们还要 “适当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在降低成本的基础上适当降低工业品特别是支

农产品的销售价格,以促进生产发展。”这样作是完全必要的,是符合社会主义盔本经

济规律、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以及价值规律要求的。这样作,体现了以华主

席为首的党中央对广大农村社员的关怀。这样作9必将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

展,巩固集体经济和改善农民生活,有利于缩小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9巩固工农联盟 ,

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第三,价值规律在流通领域中对商品供求关系的变动具苻不同程度的影响作用,社

会主义国家可以利用它来调整某些商品的供求关系,保证国家商品流转计划的顺利实现。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晶流通,主要是用国家计划来调节的。生产资料的交换,

-般都是采取国家计划分配的形式。即使个人消费品的流通,也圭要是用国家计划来调

节。对于进入流通领域的消费品的总量和构成”:是由国彖的生产计划决定,对于社会购

买力也是由国家计划加以控制。特别是一些同国计民生关系很大的个人消费品如粮、棉刂

油、布等,还由国家实行统购统销,实行计划供应。这些稍度和措施,都在一定程度上

限制了价值规律对商晶流通的自发作用,避免了价值规律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流通中所

起的那种消极破坏作用,这是必须肯定的。这也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优越性的体现。但

是,我们要搞好社会主义的商品流通工作,必须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自觉利用价值规

律。这是因为价值规律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流通,特别是对商品供求关系的变动还

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对某些个人消费品的需求还有一定程度的调节作用。在社会购买

力不变的条件下,某些个人消费品的价格高一些9它的销售量便会缩小
^反

之,价格低

一些,它的销售量就会扩大。由于有这种情况存在”社会主义国家就习以自觉地利用价

值规律对于供求关系的这种反作用,在倮持价格基本稳定和价格以价值为基础 的前提

下,在必要时适当地提高或降低某些商晶的价格,以减少或扩大其销售量,促进商品供

需之间的平衡,促进国家商品流转计划的顺利实现。这样作,是符合于社会主义基本经
·

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要求的:

综上所述,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是不可忽视的:价值

规律的确是一个伟大的学校9通过这个学校,可以教会我们正确处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

既算政治帐,又算经济涨,讲求经济效果,可以教会我们如何做好经济筲翟耳作,X多
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习 以教会我们正确处理工农关系”正确处理入民内部矛

盾;兖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一定要彻底清除 f四人帮″在价值规律问题

上散布的种种谬论的流毒和影响,端正对价值规律的认识”自觉利用它米为秩们的社舍

=义
建设事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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