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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系统的结构及其运行方式》
的几点看法（代序言）

鲁醒先生的研究成果《社会系统的结构及其运行方式》试图用矛盾分析、

系统分析的方法，去描述和探寻人类社会构造原理及其运行规律，这既是作

者个人多年的志趣与执著所在，也是人类自身一直以来对天地自然、社会本原

和人生价值不懈探索之延续。至少有两个方面的特点或意义 ：

一是逻辑思维清晰。作者把寻找人类社会的起点作为研究的起点，提出

这样的起点应该是人的生存行为，认为主观与客观是相互依存的整体存在，

不能人为地割裂开来，经济行为的结果和商品价格的变化，不过是一种表象与

形式，而人类社会是人们在解决生存矛盾的劳动合作过程中形成的，商品生产

与交换只是人们解决矛盾行为的一种。据此，作者对以商品为起点分析经济现

象的本质提出质疑。进而认为人类社会的起点应该是解决矛盾的行为，由此

展开论证。我认为这样的立论比较新颖，打破了学术理论上的一些“禁锢”，

敢于创新，这就如同几何学上“非欧几何”，自成一说，同时该书引用的论据

也有一定的说服力。

二是逻辑推理缜密。作者利用了矛盾论、系统论及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

去研究问题。在对问题进行定性分析时，运用历史学的考证成果、哲学的思

辩方式、伦理学的价值思考，探索人们生活及社会活动的内容，力图界定人类

生存的价值意义和社会文化的内涵。作者通过对解决矛盾行为的定量分析、矛

盾分析与系统分析，揭示行为能量、消费资料、劳动量、技术、环境、物质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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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规律、信息等资本要素的财富特性和商品价格的原理，得到社会系统运行方

式、社会结构变动方式、社会能量运动过程、社会系统宏观能量运动及演化

方式的一些规律性认识，进而得出社会系统周期性运动的规律以及对人类社

会发展速度的看法。我认为，这些的多元化分析判断，为我们打开了认识人类

社会一个更广阔的“窗口”，也开辟了思考问题的另一种路径，不局限于机械单

一的研究，让视野丰富起来，具有积极的意义。

姑且不论作者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否正确，我们只把它看作是能自圆其说

的一家之言。但本书的不足之处也有两点，或者是两处“硬伤”。其一就是虽

然确定了研究的起点，但没有更深入地探索矛盾产生最原始的动因及对社会

结构的影响，使得立论有些突兀。二是过多地用系统论的方法研究人类社会，

将社会作为一个具有组织和自组织功能的大系统及多层次的子系统来研究虽

是对的，但对社会冲突的功能，对社会控制、社会变革等一系列问题还研究

得不够透彻，缺少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研究成果的支撑，不能不说是个缺

憾。纵然如此，我对作者的研究精神和为此所付出的心血感到敬佩，希望该书

的成果能早日付梓。同时由于我本人的学识水平、学术视野所限，对作者的研

究内容没有完全“消化”、理解，以上评论不仅肤浅，而且定有不当之处，也请

谅解。

　　　　　　　　　　　　　　　　　　　　　　　　　吴树新

　　　　　　　　　　　　　　　　　　　　　　　　2014 年 6 月

（个人简介 ：吴树新，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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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书是从系统科学角度出发研究整个人类社会，而不是从哲学、历史学、

经济学、社会学等角度研究，这是因为从哲学角度出发可以揭示人类社会的本

质，从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角度出发只能揭示历史现象的规律或某一社

会现象的成因，但不能从整体上揭示人类社会的构造原理。

自古以来，有很多思想家从哲学角度出发研究人类社会，其中，最为系统

的研究者是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马克思运用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自

然辩证法和科学社会主义等哲学原理，系统研究了国家的形成、人类社会各时

期的社会结构与发展特点以及人类社会未来走向等问题，马克思的《资本论》

也是从哲学角度出发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但马克思没有揭示出人类社会的构造

原理，主要原因可能是他生存的时代还没有诞生系统论、控制论与信息论，无

法运用系统论的基本原理研究社会系统产生与发展的过程。

本书的理论立足点是系统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全书从寻找

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起点开始，运用矛盾分析法、系统分析法、定性分析与

定量分析相结合、抽象上升为具体等方法，逐步揭示社会系统的构造方式与社

会系统的运动规律。本书各章节的内容是系统分析人类社会构造原理的有机结

合，不是彼此独立的论文集。

本书的写作是通过对“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起点”进行定性分析、定量

分析、矛盾分析和系统分析的方式进行展开的，十分注重推理的逻辑性，很多

结论与概念的定义是推理的结果。本书遵循不盲从的研究原则，在写作时没

有进行引经据典式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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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便于读者理解，下面对本书的研究起点、写作结构及一些基础观点进

行说明。

一、关于研究起点的说明

本书第一个理论出发点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尤其是其中

的矛盾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矛盾论认为 ：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任何事

物的发展都根源于事物自身对立面的同一和斗争。一切矛盾着的对立面，既相

互依赖又相互排斥，既相互统一又相互斗争，使双方力量处在此消彼长的不断

变化之中。一旦矛盾双方的力量对比起了根本的变化，双方地位便发生相互转

化，于是新矛盾取代旧矛盾，新事物取代旧事物，这就是事物发展的实在过

程。“矛盾同一性的基本含义有两个方面 ：一是矛盾双方相互依存，矛盾双方

在一定条件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换言之，矛盾的每一方都同对立一方彼此

相互依赖，矛盾的一方必须以另一方为媒介，一方的存在和发展必须以另一方

的存在和发展为条件 ；二是矛盾双方相互贯通，矛盾双方不仅相互依存，而且

相互贯通、相互渗透，存在着由此达彼的桥梁。相互贯通有着多种表现方式，

主要是相互包含（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和相互转化的趋势（在一定条件下能

够相互转化）。”运动是事物的“自己运动”，是事物自身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发

展。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主要是由事物的内部矛盾引起的，同时也受到外

部矛盾的影响。某一事物自身所包括的诸要素之间的对立统一是内部矛盾 ；内

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据和第一位的原因。外因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

件。［1］ 这是本书第一个理论出发点。

本书第二个理论出发点是系统论。人类社会是由人构成的系统存在，是各

种社会组织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的整体存在，因此，研究人类社会必须

［1］　梁素铭 .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M］. 辽宁 ：辽宁出版社，2006.

社会系统的结构及其运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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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系统为对象。系统是指各组成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的整体。按照

系统的定义，任何矛盾统一体都可以视为一种系统存在。

人类社会既是一个系统存在，也是一个矛盾统一体，所以，矛盾论与系

统论成为本书仅有的两个理论出发点。从矛盾论出发，人类社会是从最基本、

最一般的矛盾统一体发展起来的，研究人类社会应该以这个最基本、最一般

的矛盾统一体为起点。

从系统论出发，人类社会是从一个最简单、最原始的系统存在发展起来

的，研究人类社会应该以这个最简单、最原始的系统存在为起点。

在寻找人类社会的研究起点方面，本书主要以黑格尔关于科学起点必须

具备四个条件的论述为基准来寻找，因为这四个条件充分体现了事物发展的

矛盾对立统一规律。具体寻找研究起点的过程请见正文。

本书关于研究起点的认识是在黑格尔关于科学起点四个条件的论述基础

上产生的。本书认为研究起点应该是导致事物产生与发展的“最直接、最简

单、最抽象的东西”，例如，分子是原子构成的，是原子之间能量交换矛盾的

统一体。原子是质子、中子、电子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的矛盾统一体。原

子内部矛盾运动产生的不对称（如正负电荷数的不对称）矛盾迫使原子与外部

环境进行能量交换以维持自身运动的稳定，这种能量交换使原子与原子之间

互相结合形成新的矛盾统一体——分子。在这里，导致分子产生的“最直接、

最简单、最抽象的东西”，是原子与外部环境之间的能量交换矛盾，这一矛盾

统一体就是原子与原子之间的能量交换系统。因此，对分子的研究要从原子与

外部环境之间的能量交换运动开始，而不是从原子的内在结构开始。

再如，人类社会是人构成的系统存在。人是一种由细胞组成的矛盾统一

体，人体自身新陈代谢运动产生的能量供应需求导致人与环境之间的能量交

换矛盾。人们通过劳动分工合作解决人与环境的能量交换矛盾，从而产生新的

矛盾统一体—— 人类社会。在这里，导致人类社会产生与发展的“最直接、最

简单、最抽象的东西”，是人与环境之间的能量交换矛盾，这一矛盾形成的矛

盾统一体就是人与环境之间的能量交换系统，这一系统我们称为人的生存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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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而不是单纯的人本身。也就是说，对人类社会的研究要从人与环境之间

的能量交换运动着手，而不能以人体的结构为研究起点。

事物从“无”中产生的观点可能最早产生于我国。我国宋代理学家就高度

认可“自无极而为太极”的观点。从矛盾论的角度看，事物与外部环境的矛盾

确实是从“无”之中产生，这个“无”中生“有”是事物内部矛盾运动产生的结

果。例如，人的肚子饿是人体新陈代谢运动产生的能量供求矛盾的体现，其

结果是使人产生从环境中获取食物充饥的行为，这种行为是人用劳动量获取

环境生产的食物充饥的能量交换运动。“无”中生“有”的这一能量交换运动

最终产生人与环境之间的能量交换矛盾统一体，即人的生存运动系统。具体

是 ：人体新陈代谢运动形成的食物充饥需求产生从环境中获取食物的劳动行

为，劳动行为消耗劳动量（体能）以获取食物充饥，从而满足人体新陈代谢

需求，人体新陈代谢运动将食物转化为体能从而形成劳动力。这是用劳动量

（体能）换取食物，再将食物转化为劳动量（体能）的能量交换运动系统。本

书论证了这一系统最终演化成为人类社会系统的过程。

本书选择的研究起点是“无”中生“有”过程中的“有”，因为这个“有”

是新事物作为系统存在的开始，新事物的存在与发展以此为基础。以研究分

子为例，从“无”开始的研究起点是构成分子的原子，而从“有”开始的研究

起点是构成分子的原子之间的能量交换运动系统。以研究生命物体为例，从

“无”开始的研究起点是构成生命物体的细胞，而从“有”开始的研究起点是

细胞之间的能量交换运动系统。再以研究人类社会为例，从“无”开始的研究

起点是构成人类社会的人，而从“有”开始的研究起点是导致人类社会产生的

人与环境之间的能量交换运动系统。

以“无”为起点的研究是从构成新事物的本原物质开始研究。以“有”为

起点的研究是从导致新事物产生的本原矛盾体（即原始系统存在）开始研究。

二者的区别只是研究目的不同，前者的目的是研究事物从“无”到“有”的过

程，后者的目的是研究事物的构造原理。从黑格尔阐述的科学起点四个条件

来看，黑格尔认可的研究起点是“无”中生“有”之中的“有”，而不是“无”。

社会系统的结构及其运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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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研究“无”，也要从“无”之中的“有”（即内在矛盾的存在与发展）开始。

我想，黑格尔之所以用“纯存在”为《逻辑学》研究起点，是因为他要揭示研

究事物的逻辑思维方法，需要用“纯存在”一词来表述研究对象的存在起点。

人与环境之间能量交换运动系统的运行直接表现为人解决生存矛盾的行

为，所以本书揭示人类社会构造原理的研究过程是从人解决生存矛盾的行为

开始。

二、关于全文写作结构的说明

本书内容分为起点部分、分析部分与结论部分。起点部分是本书的第一章

节，分析部分是第二至六章，结论部分是第七至十二章。

起点部分的内容主要是确定全书推导分析过程的起点。本书以黑格尔关

于科学起点的四个条件为基准寻找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起点，找出的起点

是人解决生存矛盾的行为，而不是财富。需要说明的是，在分析人类社会研究

起点之前，我与大多数学者的观点一样，认为一切社会行为的产生与发展都与

财富的追求有关，因而感性地认为研究人类社会要以财富为研究起点。因此，

在找到起点后，本书又对财富为什么不是研究起点的情况进行分析，得出研究

财富也要以人解决矛盾的行为为起点，财富本身是人解决矛盾行为的产物的

结论。由于解决矛盾行为是对解决生存矛盾行为的进一步抽象，因而本书以

解决矛盾的行为作为研究起点。

分析部分的内容主要是对解决矛盾行为进行定性分析、定量分析、矛盾

分析与系统分析，目的是揭示解决矛盾行为的本质及其演化发展过程。这部分

内容表面上是分散的、独立的，实际上是一个整体。其中的定性分析主要是

对解决矛盾行为的目标及其行为方式的选择进行分析，进而揭示人的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过程，以及社会文化的成因与发展原理。

定量分析主要是对解决矛盾行为的行为能力、行为成果及其相关行为要

素等的财富性质进行定量分析，目的是对各种财富的大小进行度量。这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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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集中在第三章，写作上首先从整体上对行为能量进行财富定量分析，然后

分别对消费资料、劳动量、技术、环境、物质运动规律、信息等资本要素进行

财富定量分析。

矛盾分析的内容由第四、五章组成，第四章主要是对解决矛盾行为产生各

种新矛盾的过程进行分析，目的是揭示经济行为的成因。第五章对解决交换矛

盾的行为进行分析，交换矛盾是解决矛盾行为产生出来的一种衍生矛盾。对交

换行为进行分析的目的有两个 ：一是揭示交换行为的本质是按需分配 ；二是

揭示商品交换的度量原理以及商品交换价格的形成原理。这两个目的是互为一

体的，因为只有揭示了商品交换价格的原理，才能理解交换行为的本质是按需

分配，才能理解商品交换是按需分配行为的一种表现。这个结论在后面分析

氏族组织裂变成为人类社会以及阐述社会系统的构造方式与社会系统运动规

律等内容时都是必不可少的。需要说明的是 ：这一章节的内容是在起点部分关

于财富的分析，第三章关于财富的度量和第四章关于经济行为的成因等基础上

开展的，是前面内容的延伸。

系统分析主要是分析人解决生存矛盾的行为演化成为由生产行为、交换

行为、分配行为与消费行为构成的社会生存行为的过程，揭示单一的氏族组织

裂变为由多种社会组织有机构成的社会系统的原理，以及演化到今天如此巨大

规模的过程。这一部分内容有四个 ：第一是阐述系统是各种矛盾运动构成的

有机整体的理论观点，即矛盾运动规律，这是后面推导分析过程的理论基础 ；

第二是分析氏族组织通过裂变转化成为人类社会的过程 ；第三是阐述人类社

会的演化发展过程 ；第四是分析社会组织的系统构造原理（这部分内容由对社

会组织的分析和对企业的分析二个小章节构成）。

结论部分的内容由第七至十二章等章节组成，其中第七章是对第六章分

析过程形成的人类社会成因的总结性阐述（即社会系统的构造方式），第八章

是对社会能量运动方式的说明，第九章是对宏观社会能量运动方式的说明，

第十章是对社会系统渐进机构化过程的说明，第十一章是对社会系统周期性运

动规律的说明，第十二章的内容只是说明社会系统的发展速度。

社会系统的结构及其运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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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第十三章是说明人的成长规律与人人成才的教育理念，这一章节也

是我研究人类社会的一部分内容，所以，放在本书后面供读者参考。

三、对本书一些基本观点的说明

（一）关于财富、价值、价值量、客观存在、功能等概念的说明

本书对财富与价值的定义均来自于对财富的分析。分析结论是 ：财富可以

是一切形式的客观存在，每种财富都有特定的用途与功能，所有财富的唯一

共同点是对人解决矛盾有帮助。因此本书将财富定义为对人解决矛盾有帮助的

一切形式的客观存在。

人们衡量财富价值大小的方法主要是观察其对解决矛盾有用的程度及其

存在对解决矛盾的重要性大小。如水是人们生存必需的，对人非常有用，当其

存在数量远远超过人的生存所需时，水的价值就近似为零。从这个角度理解，

财富的价值其实是指解决矛盾行为对财富的重视程度，这个重视程度主要通

过财富对解决矛盾的有用性与重要性来衡量，所以本书将价值定义为客观存

在帮助人解决矛盾的有用性与重要性的统一。

本书的财富定义与字典上的财富定义不同。财富的字典定义是对人有价值

的东西，价值的字典定义是用途或重要性。按财富的字典定义，有价值的东西

才是财富，所以，很多对人有用的东西不一定是财富，如大自然中的空气与水，

尽管对人的生存非常有用，但因存量巨大而价值近似为零，就不能视为财富。

按本书的财富定义，只要对人解决矛盾有帮助的东西都是财富，所以，空

气或水尽管价值近似为零，但因对人有用，仍然可视为财富。这两种定义的区

别只表现在使用范围上。财富的字典定义是狭义的，本书的财富定义是广义

的。这方面的区别请读者在阅读时注意。

价值的字典定义是用途或重要性，用途的含义是有用的方面与范围。这

与本书的价值定义有着一定的区别，具体体现在 ：①用途一词指的是有用范

围，而有用性指的是有用的性质 ；②本书的定义强调了有用性与重要性的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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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而字典定义没有强调。

在本书中，财富的有用性大小是用财富各功能参量达标系数的最小值表

示，称为有用系数或功能系数 ；财富的重要性大小是用预期需求量与预期拥有

量的比值表示，称为需求系数 ；财富的价值大小是用有用系数与需求系数之积

表示，称为价值系数。本书将财富的客观存在数量（或称为物理存在数量）与

财富的价值系数之积定义为财富价值量，其含义是财富被解决矛盾行为承认

的数量，是解决矛盾行为对财富的有效需求量。

本书关于价值、价值量等概念的定义是在分析过程中产生的，书中关于商

品交换价值、商品交换价值量、商品交换价格与商品价值金额等内容的分析与

研究都是在这些定义基础上进行的。这些定义与政治经济学教材及西方经济

学教材的定义有所不同，这一点请读者们在阅读时注意。

本书在定义财富时运用了客观存在这个概念，而不是事物，这里解释一下

原因。

在字典中，事物的定义是客观存在的一切物体与现象，也就是说，事

物只是客观存在的一部分。本书认为客观存在的东西既有无形的，也有有形

的，还有有形与无形的客观存在结合在一起的。例如，物质运动规律、生产技

术、文化习俗、制度规定之类的规则存在是无形的客观存在 ；引力场、电磁

场、核力、核能量、暗能量、生产能量、劳动能量之类的能量存在也是无形的

客观存在 ；银河星系、生存环境系统、供水供电系统、社会管理系统之类的系

统存在是无形的物质运动规律与有形的物体结合在一起的客观存在 ；粒子、原

子、分子、岩石、行星、粮食、铁、家电之类的物质存在是有形的客观存在。

此外还有信息、文字、语法、游戏规则、宗教信仰、广告内容等思想意识的成

果也是一种客观存在。

比较事物与客观存在两个概念，可以发现事物一词根本无法表达财富的

存在形式，如物质运动规律就不是事物，但可以是财富。正因此，本书对财富

与价值的定义都使用“客观存在”一词，而不是“事物”。

对于财富功能，本书认为功能是财富的根本属性。每种财富可以有一种

社会系统的结构及其运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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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多种功能，财富一旦失去功能，就不再是财富。本书对功能的定义是财富帮

助人解决矛盾的能力、作用，这与功能的字典含义一致。

功能能量的概念是在对财富功能进行定量分析时产生的。本书认为功能

的大小可以用各种参量表示，解决矛盾的行为对功能的要求标准可以直接表示

为功能各参量要求标准的集合，财富功能的有用性因而可以用功能各参量达

标系数的最小值表示大小，称为有用系数或功能系数。物体形式财富的功能

通常有一定的使用寿命，物体形式财富的功能系数与使用寿命之积是物体形式

财富的有用程度，本书称为功能能量，用于表示功能的存在程度。功能能量

只针对物体形式财富，因为非物体形式财富的功能有无限长使用寿命，用不上

功能能量的概念。

本书用财富功能系数与使用寿命达标系数之积表示财富功能的性能大小，

定义为财富功能质量系数。对财富功能定量分析产生的这些定义是书中分析

劳动量与商品的重要理论基础。这与当前经济学教材分析劳动量与商品的理论

基础有着本质区别，请读者阅读时注意。

（二）关于劳动行为、劳动量、劳动能量、社会劳动量等概念的说明

劳动的字典定义是为了某种目的或在被迫情况下从事体力或脑力工作。我

个人认为这一定义不准确，理由是 ：其一，不论体力工作、脑力工作或者二者

结合的工作，目的都是解决问题，也就是解决矛盾。矛盾产生了就必须面对，

如我很讨厌洗菜、做饭、洗碗的工作，但老婆不在家，我就必须去做这些工

作，这是被迫的。对劳动的定义不应该涉及自愿或被迫的情绪问题，也没必要

考虑劳动者为自己还是为他人解决矛盾的问题，相反，应当强调其解决矛盾的

目的。

其二，劳动一词针对的对象是人，人除了体能之外，没有其他的任何东

西可以在劳动过程中消耗，所以劳动行为消耗的唯一成本是人的体能，除此没

有其他成本。因而对劳动的定义应当强调劳动成本是消耗的体能的唯一性。

其三，劳动行为的目的是什么？是泛指一切需要解决的矛盾，还是特指需

要解决的生存矛盾，或者是某几种类型的矛盾。在现实生活中，睡眠行为、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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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行为、娱乐行为、游戏行为、性行为等属于非生存矛盾的行为，都不被视为

劳动行为，但是给这些行为提供产品或经验的收费服务行为却被视为劳动行

为，因为这些收费服务行为是劳务人员的谋生手段。此外，学习行为也被人称

为学习劳动，这与学习行为可以获取谋生技能有关。在我看来，一切与人的生

存相关的行为都可以视为劳动行为，因为人劳动的目的就是为了生存。

基于上述理由，本书对劳动行为的定义是人消耗体能解决生存矛盾及其

相关各种矛盾的行为。这是一个广义的定义，按这个定义，人的行为只要是解

决生存矛盾或与生存相关的矛盾，且消耗的成本是人的体能，就可以视为劳动

行为。

人解决生存矛盾及相关各种矛盾的行为与生产行为之间的区别，仅仅表现

在行为成本的不同上。例如，产品生产行为是人通过劳动运用物质运动规律

使各种物质资料按规定程序相互作用以产生特定功能物品或现象的行为。产品

生产行为通过人的劳动实现，其与劳动行为的区别在于 ：产品生产行为的成本

是消耗的劳动量、各种原料消耗量、设施功能能量消耗量等的集合，而劳动行

为的成本只是生产过程消耗的各种劳动量。这是劳动行为与生产行为因定义不

同而产生的区别。

需要说明的是，导致人类社会产生的真正起点是人解决生存矛盾的自主

生产活动行为，并不是单纯的劳动行为。本书之所以将研究起点确定为人解

决矛盾的行为，其一是因为要寻找最根本、最抽象的起点，就要对任何具体

化的起点进一步抽象 ；其二是因为一些新的生存手段往往是在满足兴趣爱好

的非生存行为过程中产生的，如研究物质运动规律的爱好 ；其三是因为解决

非生存矛盾的行为往往使很多事物转变为财富，如盆景、斗蛐蛐游戏需要的

蟋蟀等。

劳动行为的劳动成本是体能消耗量。在本书中，体能消耗量用单位劳动

时间的体能消耗量（简称劳动能耗单位）来度量，表示为劳动量。由于不同种

类劳动行为的劳动能耗单位各不相同，且需要的劳动技能与知识结构也各不

相同，因而每种劳动行为的劳动量都要用劳动行为的种类来定义，表示为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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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种劳动量。劳动量的外在表现是劳动时间，但本质是体能消耗量。这一点

请读者们注意。

本书将单位劳动量获取的劳动成果量定义为劳动力，劳动力与劳动量拥有

量之积是预期可以产生的劳动成果量，本书定义为劳动能量。

社会对劳动力的要求标准称为社会劳动力，劳动力与社会劳动力的比值是

劳动量的社会功能系数，也称劳动力社会达标系数。劳动力社会达标系数与劳

动量之积是劳动量的社会功能能量，其含义是用社会劳动力标准衡量的劳动

能量，表示为社会劳动量。社会劳动量的外在表现是社会劳动时间，反映劳

动量的社会财富大小。

在本书中，劳动力达标系数与劳动量需求系数之积是劳动量价值系数，

其与劳动量之积称为劳动量价值量。劳动量价值系数与劳动成果需求系数之

积是劳动量价值被劳动行为承认的价值，称为劳动价值系数。劳动量价值量

与劳动成果需求系数之积是劳动量价值量被劳动行为承认的量，称为劳动价

值量。劳动量价值量与劳动价值量是不同的概念。这些概念都是在对劳动行

为的分析过程中产生，并成为本书分析商品交换行为的重要理论基础，请读

者阅读时注意。

（三）关于商品交换价值、商品交换价值量与商品价格的说明

本书通过分析认为，商品交换既是商品功能的交换，也是无差别的人类

劳动的交换，因此，交换过程对商品的承认分为对商品价值的承认和对商品劳

动成本的承认两部分。对商品价值的承认表现为商品交换价值，对商品劳动成

本的承认表现为商品劳动价值成本。

商品交换价值是最终由商品购买者承认的价值。对商品价值的承认首先表

现为社会对商品价值的承认，可称为商品社会价值，其大小等于商品社会质量

系数与商品社会需求系数之积，表示为商品社会价值系数。其次是市场对商品

价值的承认，可称为商品市场价值，其大小是商品社会价值系数与商品市场需

求系数之积，表示为商品市场价值系数。其三是出售者对商品价值的承认 , 称

为商品个人市场价值 , 其大小是商品市场价值系数与出售者商品个人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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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之积，可表示为商品个人市场价值系数。其四是商品购买者对商品价值的

承认，称为商品交换价值，其大小是商品个人市场价值系数与商品购买者需求

系数之积，表示为商品交换价值系数。

对商品劳动成本的承认分三步 ：一是根据各工种劳动量的社会价值标准

把商品劳动成本折算为商品社会劳动价值成本，这是社会对商品劳动成本的承

认 ；二是根据各品牌商品市场份额情况，把商品社会劳动价值成本折算为商品

社会平均劳动价值成本，这是市场对商品劳动成本的承认 ；三是购买者对商品

社会平均劳动价值成本的承认，表现为商品社会平均劳动价值成本与商品交换

价值系数之积，称为商品交换价值量。商品交换价值量是购买者对商品价值

的承认和对商品劳动成本的承认的统一，其实质是商品劳动价值量。商品交换

价值量等价交换原则的具体表现是商品交换双方心理交换价值量的等价交换。

商品交换价格是商品之间或商品与货币之间的交换比例，是根据商品交换价值

量等价交换的等式换算出来的交换比例。

在交换过程中，交换价值较高的商品被承认的程度高于交换价值较低的

商品。商品之间交换价值的比例实质是商品劳动价值成本之间的交换比例，因

此，交换活动实际上是一种劳动资源的按需分配活动。通过商品交换活动，

较高交换价值商品的生产活动能够换取更多的劳动资源，较低交换价值商品

的生产活动只能换取较少的劳动资源，从而不得不缩小生产规模。

交换行为是用过剩的可交换资源换取急需的消费资源以满足消费需求的

行为，因此，商品交换活动既是生产分工合作的活动，也是一种劳动资源按需

分配的活动，还是一种消费资源按需分配的活动。这种按需分配活动与生产

（或消费）组织过程中的按需分配完全不同，因为交换过程中的按需分配是通

过市场交换进行，而生产（或消费）组织过程中的分配是通过管理机构协商进

行，不一定能够真正做到按需分配。人们一般把通过社会管理机构进行的资

源分配活动称为社会分配活动，把通过市场交换进行的资源分配活动称为社

会交换活动。社会分配活动与社会交换活动是两种不同形式的资源分配活动，

不仅如此，分配行为是一种组织行为，而交换行为是一种市场行为，二者是不

社会系统的结构及其运行方式

12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