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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是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数理方法研究”（ＴＪＬＪ１９　００１）、中央高

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６３１９２２２１）以及天 津 市 高 校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研 究 联 盟

的成果。

基于投入产出方法的

政治经济学经验研究述评＊

冯志轩　乔晓楠

内容提要　鉴于投入产出表的设计理念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具有

较强的内在相似性，政治经济学多基于投入产出方法开展经验研究。本文在详细

梳理此类文献的基础上，重点围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于投入产出方法开展

经验研究的基本工具、应用领域及其与西方经济学应用投入产出方法的主要差异

等三个方面进行评述与分析。研究发现基于政治经济学的投入产出方法已经形成

了系统化的研究范式，在理论模型、基本工具、计算方法等方面已经凝聚了充分

的学术共识，并确立了基本的学术规范，进而极大地推动了政治经济学经验研究

的发展。因此，针对此类方法，需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并且结合中国特色 社 会 主

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的需要进一步拓展其应用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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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２０１４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２０１６年，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提

出 “哲学社会科学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

学”被写入十三五规划。因此，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构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成为当前理论界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纵观经济学发展的历史，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总是相伴而行、互相促进。一方面，

理论研究可以为理解经济现实以及开展经验研究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指

导人们按照特定的理论逻辑认识经济现象，总结经济规律；另一方面，经验研究则帮

助验证理论假说，即用归纳逻辑去证实或者证伪由演绎逻辑所获得的经验规律，进而

推动理论研究不断纠错与深化。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只有在理

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具有统一性的时候，才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所获得的结

论与规律具 有 科 学 性。因 此，政 治 经 济 学 的 创 新 与 发 展 显 然 离 不 开 必 要 的 经 验 研 究

方法。

在政治经济学的经验研究方法中，投入产出方法是特别重要的一类。① 尽管作为一

类经济数据的统计方法和经验研究手段，投入产出方法被各种经济学流派应用于不同

的研究领域，但是在政治经济学的经验研究中使用投入产出数据的比例要远高于其他

流派。而且这种特殊关系不仅体现在使用比例上，政治经济学使用投入产出方法的范

围和方法也是更为多元的。其直接原因主要是政治经济学的数理模型中线性生产模型

是发展最为成熟的一类，而线性生产模型与投入产出方法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同时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往往受制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ＮＡ）

与政治经济学框架不完全兼容的问题，而投入产出方法作为ＳＮＡ的重要组成部分提供

了大量在其他核算账户中无法提供的信息，尤其是生产过程中的数据。两个直接原因

背后则是投入产出方法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更深刻的理论联系：一是相比新古典

经济学的其他方法将生产过程视为一个 “线性流”，投入产出方法将生产视作一个由广

泛的迂回生产联系起来的 “循环流”，这种思想与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代表的古

① Ｂａｓｕ，Ｄ．，“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Ａ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Ｒｅｖｉｅｗ”，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ｕｒｖｅｙｓ，ｖｏｌ．３１，ｎｏ．５ （２０１７），ｐｐ．１　３５９　１　３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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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传统中至关重要的再生产框架是一致的；二是投入产出分析提供了经济中的结构化

信息，对结构的强调恰恰是政治经济学相对于新古典还原论方法的重要理论特征；三

是投入产出分析包 含 了 “剩 余”分 析 的 思 路，这 也 是 政 治 经 济 学 和 古 典 传 统 所 强 调

的。① 正是因为这种理论上的深刻联系，投入产出方法成为政治经济学经验研究方法中

特别重要的一个部分。也正因如此，本文希望能够系统梳理基于投入产出方法的政治

经济学经验研究所使用的基本工具、主要领域和重点问题。

在本文的第二部分，我们将讨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用投入产出方法开展经

验研究的基本工具；第三部分是对上述基本工具在各个领域的具体应用的梳理；第四

部分将主要探讨在应用投入产出方法上，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差异；最后是结

论与展望。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用投入产出方法的基本工具

利用投入产出方法进行的政治经济学经验研究卷帙浩繁，因此要对这些研究在一

篇文章的篇幅以内进行梳理，是难以完成的。如果总体观察这些研究，就会发现尽管

研究的内容和方法 纷 繁 复 杂，但 是 一 些 基 本 的 研 究 工 具 会 在 不 同 的 研 究 中 反 复 出 现。

具体的研究会根据自身研究对象和思路的不同，对这些工具加以修改、优化或者排列

组合，从而形成针对具体领域的经验研究方法。因此，本文综述的思路是先对这些可

能反复出现的工具加以总结，然后再对这些工具在具体研究领域内的不同应用进行叙

述和梳理。前者也正是本部分所关注的。具体来说，政治经济学应用投入产出方法的

基本工具包括四类，即投入产出表的结构调整与加总、价值的计算、生产价格的计算

以及工资利润曲线的绘制。

（一）投入产出表的结构调整与加总

如前所述，经验研究的指标体系会受到其指导理论的影响，因此国民经济统计体

系ＳＮＡ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占据支配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影响，甚至连投入产出表这

样在设计思路上与 古 典 经 济 学 和 政 治 经 济 学 更 为 一 致 的 统 计 体 系 也 存 在 类 似 的 问 题。

① Ｋｕｒｚ，Ｈ．ａｎｄ　Ｓａｌｖａｄｏｒｉ，Ｎ．，“‘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Ｒｏｏｔｓ　ｏｆ　Ｉｎｐｕｔ－ｏｕｔｐｕ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　Ｓｈｏｒｔ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Ｉｔｓ　Ｌｏｎｇ
Ｐｒ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ｖｏｌ．１２，ｎｏ．２ （２０００），ｐｐ．１５３　１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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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我们关心一些经济活动在统计指标上的反映时，就既不能直接求助于国民经济

核算，也不能完全照搬投入产出表，而是需要对投入产出表进行调整以获得相应的指

标体系。

新古典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应用投入产出方法上所体现的分歧主要

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

首先是关于生产和非生产部门的划分。在新古典经济学当中，生产与非生产部门

的定义是模糊不清的。作为一个以交易为研究起点，生产过程相对而言不重要的经济

学流派，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而政治经济学则有着比较严格的关于生产和非生产部

门的划分，尽管也存在着生产性劳动定义上的争论，但是仍然形成了一个关于哪些劳

动生产使用价值、哪些劳动生产价值、哪些劳动生产剩余价值的清晰的理论划分。这

就意味着一些部门不生产使用价值和价值，而是依靠占有别的部门生产的使用价值和

价值来获取收入。因而政治经济学在讨论全社会生产的总量和具体结构时就会产生与

新古典经济学不一样的看法。

其次是部门与部类的概念差别。在新古典经济学当中，部门是根据产品的可替代

性进行划分的，这也 直 接 反 映 到 投 入 产 出 表 的 部 门 划 分 之 中。而 在 政 治 经 济 学 当 中，

我们除了考察部门之间的差别，还有一类更为重要的概念：部类。部类的划分并不是

完全基于产品的使用价值来区分的，而是基于其在再生产中的不同位置。这代表着背

后经济学理论思路上的重要差别。

这两种差别带来了政治经济学对投入产出表进行调整和加总的两种重要思路，前

者产生了投入产出表的总量调整，后者产生了多部类方法。

１．投入产出表的总量调整

如前所述，由于非生产部门的存在，如果我们关心经济当中一年内生产的总价值

量是多少，其中有多少是不变资本量，多少是新增价值量，新增价值量当中可变资本

和剩余价值又是如何划分的，就不能简单使用投入产出表中的相应信息，而需要将投

入产出表中的数据进行调整。

这种调整的方法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投入产出表开始大规模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时

候就已经存在了，其中最为经典和广为接受的是谢克 （Ｓｈａｉｋｈ）和图纳克 （Ｔｏｎａｋ）所

提出的方法。① 根据这一方法，投入产出表中的部门可以分为三类：生产、交易和非生

① Ｓｈａｉｋｈ，Ａ．ａｎｄ　Ｔｏｎａｋ，Ａ．，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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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性及其他部门，前者是生产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后两者则是分配剩余价值的。而交

易与非生产性及其他部门的不同之处在于，交易部门占有剩余价值发生在商品交换之

前，因而其所获得的剩余价值实际上是总价值中的一部分。而非生产性部门及其他部

门则是在商品交换完成之后通过再分配获得价值量，因而其部门的 “产值”本质上是

一种重复计算。因此需要将交易部门的产值调整至剩余价值当中，并对非生产性及其

他部门进行相应的扣除和调整，从而得到一个更为准确的经济体生产的总价值量和其

内部相应的不变资本、可变资本与剩余价值。①

２．多部类方法

如前文所述，部门和部类的分类方法是存在差异的，因此我们需要一种方法将投

入产出表中的部门通过一定的方式进行分解和再加总，从而变为部类的范畴。目前这

一方法主要可以分为两大部类方法和三大部类方法。

两大部类方法是由藤森赖明 （Ｆｕｊｉｍｏｒｉ　Ｙｏｒｉａｋｉ）提出的一种将部门分解并再加总

为部类的方法。② 这种方法的核心观点在于根据投入产出表中分配系数不变的原理，使

用部门内产品在投资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对部门的产值和生产过程进行分解，得到每个

部门的生产资料生产过程和消费资料生产过程，再将所有的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

生产对应加总为两大部类的投入产出表。张忠任也提供了一种类似的方法，与上述方

法的差别在于这一方法从投入产出表中先获得第二部类的总量和结构，并以此推算第

一部类的总量与内部结构。③

三大部类方法是在两大部类方法的基础上的进一步拓展。这一方法最主要的特点

在于将生产资料部类分解为固定资本部类和流动不变资本部类，其中流动不变资本部

类可以直接通过加总获得，而固定资本部类的存量和投入系数则是在假设再生产平衡

的基础上利用投资矩阵估计边际的固定资本投入系数得到的。④⑤

多部类方法的重要性首先在于让投入产出体系与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能够直接

①

②

③
④

⑤

赵峰、姬旭辉、冯志轩：《国民收入核算的政治经济学方法及其在中国的应用》，《马克思主义研究》２０１２
年第８期。

Ｆｕｊｉｍｏｒｉ，Ｙ．，“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２－ｓｅｃｔｏｒ　Ｓｃｈｅｍ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Ｉｎｐｕｔ－Ｏｕｔｐｕｔ　Ｔａｂｌｅ：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ｓ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１９６０—１９８５”，Ｊｏｓａ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ｖｏｌ．１１，ｎｏ．１ （１９９２），ｐｐ．１　１２．

张忠任：《马克思再生产公式的模型化与两大部类的最优比例问题》，《政治经济学评论》２００４年第２期。

赵峰、赵奕菡、李帮喜：《固定资本、生产资料优先增长与工业化———基于三大部类再生产图式的结构分

析》，《教学与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３期。

李帮喜、刘充、赵峰、黄阳华：《生产结构、收入分配与宏观效率：一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

架与经验研究》，《经济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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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还原了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基本范畴。其次，这一方法通过投入系数加总的方式

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投入产出表中可能存在的数据限制。如通过部门加总可以避免

不同年份部门划分不一致带来的问题。又如估计固定资本投入系数需要使用投资系数

矩阵，然而投资系数矩阵在部门表格中往往是不容易获得的，如果进行估计则要引入

很强的假定，而三大部类方法当中由于进行了相应的分解和再加总，投资系数矩阵是

可以直接得到的。再如，由于我们已经给定了每一个部类在再生产中所处的位置，也

就简化了部类之间的投入产出关系，固定资本投入和折旧矩阵只有固定资本部类所对

应的行才有数值，而中间投入系数矩阵中，消费资料部类对应的值则为０，这一方面极

大地简化了计算，同时也意味着进一步计算过程中更少的偏差。

（二）价值的计算

１．基本方法

政治经济学中使用投入产出方法的第二种基本工具是价值量的计算。其中最常用

的一类方法是利用投入系数方法进行计算。其基本思路在于利用里昂惕夫逆矩阵将直

接劳动投入量还原为完全劳动投入量，或者说生产一单位产品所需要的全部的劳动投

入量，也即单位产品价值。①②③

整个劳动投入过程可以用如下数学形式表达：

　　λＡ＋ｌ＝λ （１）

其中，Ａ 是中间投入系数矩阵，ｌ是劳动投入系数行向量，λ是价值行向量。这样

λＡ 就代表了生产过程中的物化劳动部分，ｌ则代表活劳动部分，从而二者相加等于价

值λ。将等式进行变换我们就得到了价值量的表达式，也即价值量λ等于通过里昂惕夫

逆矩阵（Ｉ－Ａ）－１放大之后的劳动投入：

　　λ＝ｌ（Ｉ－Ａ）－１ （２）

上述的基本模型当中我们主要考虑的是中间投入，也即流动不变资本，而真实的

生产过程当中还有固定资本。因此在实际的计算当中我们还需要通过添加固定资本折

①

②

③

Ｏｋｉｓｈ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Ｓｕｒｐｌｕｓ　Ｖａｌｕ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１０，ｎｏ．４ （１９５９），

ｐｐ．２９７　３０３．
Ｍｏｒｉｓｈｉｍａ，Ｍ．，Ｍａｒｘ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　Ｄｕ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Ｖａｌｕｅ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８．
Ｍｏｈｕｎ，Ｓ．，“Ｔｈｅ　Ｌａｂｏｕｒ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Ｖａｌｕｅ　ａｓ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

ｖｏｌ．５５，ｎｏ．１ （２００４），ｐｐ．６５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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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将 （２）式变为：

　　λ＝ｌ（Ｉ－Ａ－Ｄ）－１ （３）

其中Ｄ 是固定资本折旧系数矩阵。①

上述主流的方法是利用投入产出表中的列关系进行计算。实际上还有利用行关系

也即分配系数关系计算价值量的方法，这一思路的主要贡献来自森岛通夫 （Ｍｏｒｉｓｈｉｍａ

Ｍｉｃｈｉｏ）和塞顿 （Ｓｅｔｏｎ）。② 这一方法在理论上的一个重要考量是投入系数矩阵Ａ 在现

实当中计算会受到价格体系变化的影响，而分配系数理论上在任意价格体系下都不会

变化，因此可以把价值体系表达为如下的数学形式：

　　λＢ＋ｅ^λｌ＝λ （４）

其中Ｂ是分配系数矩阵，它的元素ｂｉｊ 为第ｉ个部门生产的总产品中分配到第ｊ部

门使用的比例，λ仍然是价值向量，λｌ是劳动力价值向量，ｅ^是剩余价值率的对角矩阵。

但是这当中ｅ^和λｌ是未知数，所以森岛 （Ｍｏｒｉｓｈｉｍａ）和塞顿 （Ｓｅｔｏｎ）为其添加了

两个假设：一是所有部门的剩余价值率都相等，从而ｅ^退化为ｅ；二是假设劳动力价值

可以表达为λｌ＝λｃ′，也即劳动力价值等于生产每单位产品劳动者所消费的生活资料的

量 （列向量ｃ′）和价值向量的乘积。由此将 （４）式变为：

　　λ（Ｂ＋ｅｃ′）＝λ （５）

根据 （５）式可以用特征值和特征向量的方法求解ｅ和λ。

这种方法在实际中很少被应用。因为一方面其剩余价值率相等的假设，在价值体

系下并没有理论基础。另一方面，这种方法在利用价值型投入产出表进行计算的时候，

尽管不会受到价格因素的影响，但是会受到产量因素的影响。而使用投入系数的方法，

即便存在价格带来的扭曲，仍然可以用一定的方法得到不受这种扭曲影响的计算结果。

实际上，如果我们将分配系数方法略作修改，成为以下形式：

　　λ
－
Ｂ＋ｌ

－
＝λ
－ （６）

其中ｌ
－

和λ
－

分别表示直接劳动投入总量和价值总量。可以证明 （６）式这种计算总价

值量的方法与利用投入系数矩阵计算总价值量的方法是等价的。

２．直接劳动投入量的计算与异质劳动的还原

在计算价值量的方法当中需要使用直接劳动投入量的相关数据。而在政治经济学

①

②

Ｏｃｈｏａ，Ｅ．，“Ｖａｌｕｅｓ，Ｐｒ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Ｗａｇｅ－ｐｒｏｆｉｔ　Ｃｕｒｖ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Ｓ　Ｅｃｏｎｏｍ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１３，ｎｏ．３ （１９８９），ｐｐ．４１３　４２９．

Ｍｏｒｉｓｈｉｍａ，Ｍ．ａｎｄ　Ｓｅｔｏｎ，Ｆ．，“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ｅｏｎｔｉｅｆ　Ｍａｔｒ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ｕｒ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Ｖａｌｕｅ”，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ｖｏｌ．２９，ｎｏ．２ （１９６１），ｐｐ．２０３　２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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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劳动投入量即便在抽象劳动的意义上也还是存在一定异质性的。不同部门的劳

动存在着劳动复杂程度的差别，也因此会导致这些劳动在价值形成能力上的差别。因

此在实际计算价值量时，需要考虑劳动复杂度的差别对直接劳动投入系数所产生的影

响，也即需要将异质的复杂劳动通约成同质的简单劳动。

目前，将异质劳动化为同质劳动的思路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按照部门间工资的

比例，将各个部门的劳动化成同质的劳动。① 第二种是认为复杂劳动无非是体现了历史

劳动过程，复杂劳动实际上可以延展为历史上的一系列劳动过程，要还原复杂劳动也

就是将复杂劳动背后的一系列劳动通过一定的方式体现并加总起来。②③ 第三种还原方

式则诉诸问题的现实重要性，这一思路认为尽管存在着劳动复杂程度的差别，但是在

现实的价值量计算中，这种复杂程度的差别并不重要，因而无需额外的通约过程。④ 因

为，首先，在使用投入产出方法时，部 门 之 间 都 经 过 了 相 当 程 度 的 加 总，这 意 味 着 我

们将不同复杂程度的劳动过程加总在了一起，如果没有特殊的原因，各个部门内部包

含了劳动复杂程度或高或低的生产过程，从而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这种复杂程度的差别。

其次，资本主义劳动 过 程 的 一 个 重 要 逻 辑 是 将 劳 动 者 所 具 有 的 技 能 物 化 到 机 器 当 中，

使得劳动逐步简单化。因此，抽象劳动的异质性并非逐渐提高而是在不断降低的。⑤

在三种思路当中，第一种思路在以往的文献中应用较为广泛，但是这种思路也面

临许多批评。首先，工资是一个价格量，用价格量去倒着推导价值量就是理论逻辑的

倒置。⑥ 其次，如果使用工资去通约劳动量，会导致劳动量在比例上与劳动报酬量极为

近似，从而使得价值量与市场价格量非常接近，无论真实情况如何。⑦ 针对这些问题，

一个可能的思路是将工资中受价格和实现因素影响的部分剔除出去，从而保留工资反

映劳动复杂程度的部分，不过这种剔除过程的细节及其理论背景仍然需要进一步的讨

论。⑧ 而第二种思路在理论上是最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逻辑的，但是其最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Ｏｃｈｏａ，Ｅ．，“Ｖａｌｕｅｓ，Ｐｒ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Ｗａｇｅ－ｐｒｏｆｉｔ　Ｃｕｒｖ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Ｓ　Ｅｃｏｎｏｍ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１３，ｎｏ．３ （１９８９），ｐｐ．４１３　４２９．

藤森赖明、李帮喜：《复杂劳动的还原问题研究》，《清华政治经济学报》２０１４年第３卷。

孟捷、冯金华：《复杂劳动还原与产品的价值决定：理论和数理的分析》，《经济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２期。

Ｗｅｂｂｅｒ，Ｍ．，“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ｏｍｅ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

ｖｏｌ．１９，ｎｏ．１０ （１９８７），ｐｐ．１　３０３　１　３２１．
冯志轩：《国际价值、国际生产价格和利润平均化：一个经验研究》，《世界经济》２０１６年第８期。

Ｗｅｂｂｅｒ，Ｍ．，“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ｏｍｅ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

ｖｏｌ．１９，ｎｏ．１０ （１９８７），ｐｐ．１　３０３　１　３２１．
冯志轩：《国际价值、国际生产价格和利润平均化：一个经验研究》，《世界经济》２０１６年第８期。

李艳芬、荣兆梓：《活劳动向量与商品价值计量方法研究》，《经济纵横》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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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困难在于数据不易获得，在实际操作中难以实现。而第三种思路实际上是在目前

的数据条件下的一种简化，如果假设合理，那么能够在偏误较小的情况下得到估计结

果，但是其假设条件仍然需要进一步的验证。

（三）生产价格的计算

１．生产价格的三种定义

政治经济学应用投入产出方法的第三个基本工具是生产价格的计算。相比价值而

言，生产价格的计算方法要复杂一些。这首先是因为生产价格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

学和新李嘉图主义经济学当中都是重要的概念，但是两个流派对生产价格的定义却不

尽相同。最主要的 差 别 体 现 在 工 资 的 决 定 上：在 新 李 嘉 图 学 派 当 中，工 资 是 后 定 的，

而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当中工资是生产范畴，所以是先定的。这里我们先不讨论这两

个学派在生产价格上的差别，只考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部对于生产价格的讨论。另

外，目前生产价格的主要计算方式是基于统一利润率的，实际上还有一些其他方法放

松了生产价格的这一假定，我们在本文中就不再展开讨论了。①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部生产价格的复杂性，主要来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转形问

题的不同解答。主要的解答思路可以归结为Ａ、Ｂ、Ｃ三个体系，从而对应了三种不同

的求解生产价格的方式。②③

一般而言，在工资率相等和不考虑固定资本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把生产价格的一

般形式写成：

　　 （ｐＡ＋ｗｌ）（１＋ｒ）＝ｐ （７）

其中Ａ 和ｌ分别和上文一样，是中间投入矩阵和劳动投入向量，二者作为既定的

生产技术是已知的。ｐ是生产价格向量，ｗ 是各个部门统一的工资率，ｒ则是平均利润

率。后面这三者都是未知的，需要求 解。由 于 每 个 部 门 都 有 一 个 生 产 价 格，所 以 对 于

（７）式我们在存在ｎ个方程的情况下有ｎ＋２个未知数，这就需要根据多出来的两个自

由度添加两个方程以获得生产价格的唯一解。不同的添加方式也就产生了转形问题的

不同解法体系。接下来简要介绍其差别。

①

②
③

Ｆｌａｓｃｈｅｌ，Ｐ．，Ｆｒａｎｋｅ，Ｒ．ａｎｄ　Ｖｅｎｅｚｉａｎｉ，Ｒ．，“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ｒｉｃｅｓ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ｖｏｌ．２４，ｎｏ．３ （２０１２），ｐｐ．４１７　４３５．

荣兆梓、陈旸：《转形问题Ｂ体系：模型与计算》，《经济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９期。

荣兆梓、李帮喜、陈旸：《马克思主义广义转形理论及模型新探》，《马克思主义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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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Ａ体系

首先是Ａ体系，这一体系是目前最为成熟、使用最为广泛的体系。其将工资表达

为消费品向量和生产价格的乘积，从而有：

　　ｗ＝ｐｃ′ （８）

ｃ′是工人的消费资料列向量。由此 （７）式变为：①

　　ｐ（Ａ＋ｃ′ｌ）（１＋ｒ）＝ｐ （９）

这样，我们就将生产价格和平均利润率的求解转化为求矩阵Ａ＋ｃ′ｌ的特征值和特

征向量问题，根据佩龙 弗罗 贝 尼 乌 思 （Ｐｅｒｒｏｎ－Ｐｒｏｂｅｎｉｕｓ）定 理 可 以 解 出 唯 一 且 有 经

济意义的利润率和 作 为 特 征 向 量 的 相 对 生 产 价 格 向 量。要 确 定 生 产 价 格 的 绝 对 水 平，

则需要一组标准化条件：②

　　ｐｘ′＝λｘ′ （１０）

其中ｘ′是产量列向量。（１０）式也即总价值等于总生产价格。由此我们可以将无量

纲的相对生产价格向量标准化。尽管Ａ体系非常清晰简洁，却无法同时满足转形问题

中两个总计一致的条件，引入总价值等于总生产价格的方程 （１０），则结果可能会使得

总利润不等于总剩余价值，这也是Ａ体系最受诟病的地方。

（２）Ｂ体系

Ｂ体系严格意义上包含两种不同的解决转形问题的思路，分 别 为Ｂ－１体 系 和Ｂ－２

体系，之所以都被称为Ｂ体系在于二者都放弃了Ａ体系实物工资已知的思路。

Ｂ－１体系针对Ａ体系两个总计一致不成立的问题，直接将标准形式下的两个自由

度设为两个总计一致命题，也即：

（ｐＡ＋ｗｌ）ｘ′ｒ＝（ｌ－λｃ′ｌ）ｘ′ （１１）

　　ｐｘ′＝λｘ′ （１２）

由两式进行简单的变换，可以得到与Ａ体系类似的特征值特征向量体系，并根据

佩龙 弗罗贝尼乌思定理保证利润率和生产价格的唯一性。③

Ｂ－２体系的思路则是从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入手，认为工资在价值和生产价格体

系下是一致的；并且放弃总生产价格等于总价值的假设，认为两个总量存在重复计算，

相等的应该是两个体系下的新增价值量。因此有：

①

②
③

Ｍｏｈｕｎ，Ｓ．，“Ｔｈｅ　Ｌａｂｏｕｒ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Ｖａｌｕｅ　ａｓ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

ｖｏｌ．５５，ｎｏ．１ （２００４），ｐｐ．６５　９５．
荣兆梓、李帮喜、陈旸：《马克思主义广义转形理论及模型新探》，《马克思主义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２期。

张忠任：《百年难题的破解》，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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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５　　

　　ｗ＝λｃ′ （１３）

　　ｐｙ′＝λｙ′ （１４）

其中 （１３）式即工资在两个体系下相等，（１４）式中ｙ′是净产品向量，也即总产量

扣除中间投入量之后的剩余产量，ｙ′＝ｘ′－Ａｘ′。根据 （１３）和 （１４）式也可进行变换

获得相应的唯一解。Ｂ－２体系下，由于假设了工资在两个体系下相等，又有新增价值在

两个体系下相等，必有总利润与总生产价格相等。①②③

Ｂ体系中的两个思路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转形问题中的两个总计一 致 不 成 立 问

题，但是这两个体系也都面临一定的批评意见。对Ｂ－２体系的主要批评来自其放弃总

量一致而转向新增量一致的假设，Ｂ－２体系的另一个假设的出发点是资本主义是货币体

系，从而工资在两个体系下相等，但是货币所代表的量和流通的量恰恰是总量而不是

新增量。因此两个假设存在矛盾。Ｂ－１体系的问题则在于实际上由于直接假设了剩余价

值量和利润相等，又有总量相等的条件，那么，在两个体系下实际上依靠的是不变资

本和可变资本的相对变化来保证这两个条件，需要二者此消彼长但总量一致，这是缺

乏理论基础的。

（３）Ｃ体系

由于Ｂ体系存在相应的问题，荣兆梓等提供了一种新的转形问题解决思路即Ｃ体

系。理论上之所以要考虑两个总量一致，总价值等于总生产价格是价值价格体系下所

必须的，但是总剩余价值等于总利润归根到底是要说明利润的来源，那么我们也可以

转而寻找其他方式来完成这一使命，因此Ｃ体系假设在价值和生产价格下资本家和工

人的分配比例是不变的，从而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不变，因此就有：

　　
ｐｙ′
λｙ′

＝
ｗ
ｗλ

（１５）

　　ｐｘ′＝λｘ′ （１６）

其中 （１５）式即表达分配关系不变，（１６）式为总价值等于总生产价格。同样根据

两式可以得到唯一且有经济意义的一组生产价格和利润率。④

①

②

③

④

Ｆｏｌｅｙ，Ｄ．，“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Ｍｏｎｅｙ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ｒｘｉａｎ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１４，ｎｏ．２ （１９８２），ｐｐ．３７　４７．
Ｄｕｍéｎｉｌ，Ｇ．，“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ｉｄｄｌｅ：Ａ　Ｌａｂｏｒ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Ｖａｌｕｅ”，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ｖｏｌ．４７，ｎｏ．４ （１９８３），ｐｐ．４２７　４５０．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Ａ．，“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Ａ　Ｓｉｍｐｌ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Ｎｅｗ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２９，ｎｏ．３ （１９９７），ｐｐ．５９　６９．
荣兆梓、李帮喜、陈旸：《马克思主义广义转形理论及模型新探》，《马克思主义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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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三个体系的比较

目前就转形问题学界还没有最终的结论，所以我们还不能对三个体系做出最终的

判断，但是做一些简单的比较仍是有益的。首先，从使用上来看，Ａ体系使用者最多，

Ｂ－２体系及其相关 的 衍 生 体 系 也 有 一 定 的 使 用 者。而Ｃ体 系 由 于 是 新 近 出 现 的 方 法，

目前还没有直接的应用。其次，已经有一些学者对不同体系做了应用上的比较，例如

李海明比较了Ａ体系和Ｂ－１体系，① 宙菲迪斯 （Ｔｓｏｕｌｆｉｄｉｓ）和派塔里迪斯 （Ｐａｉｔａｒｉｄｉｓ）

比较了Ａ体系和Ｂ－２体 系。② 总 体 上 来 说，几 个 体 系 计 算 的 结 果 相 差 并 不 是 特 别 大。

这意味着Ａ体系和Ｂ体系尽管数学结构上有差异，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这种差异是很

小的，并不会真正影响分析。

另外，宙菲迪斯和派塔里迪斯发现尽管Ａ体系和Ｂ－２体系在计算结果上相当接近，

但是有一些政治经济学比较重要的结论在 Ａ体系下能够得到更好的反映，例如他们发

现如果利用两个体系计算资本有机构成，那么Ａ体系下的资本有机构成跟价值的转入

和转出关系更密切，符合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逻辑。③ 这一结论是值得重视的。这可能说

明尽管Ａ体系无法满足两个总计一致，但是在另外一些我们还不清楚的性质上可能存

在优势，值得进一步关注。另外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发展的充分性和数学形式上

的便利性，后续很多与生产价格相关的方法都是基于 Ａ体系的。这一点在实际的体系

选择上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２．包含固定资本的情形

在对生产价格基本形式进行讨论的时候，我们没有考虑固定资本的存在，但是在

理论上固定资本是影响利润平均化的重要因素。目前考虑固定资本的方式大致上有两

种，都是基于转形问题Ａ体系的方法。第一种是折旧率外生的方法，其主要思路可以

由 （１７）式表达：

　　ｐ＝ｐ（Ａ＋ｃ′ｌ＋Ｄ）＋ｒｐ（Ａ＋ｃ′ｌ＋Ｋ） （１７）

这一方法的基本思路在于根据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折旧计算出单位产品所包含的

成本，并用生产价格减去成本得到利润量，利润再根据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的存量在

①
②

③

李海明：《检验劳动价值论：方法与证据》，《经济学动态》２０１７年第９期。

Ｔｓｏｕｌｆｉｄｉｓ，Ｌ．ａｎｄ　Ｐａｉｔａｒｉｄｉｓ，Ｄ．，“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Ｌａｂｏｕｒ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Ｐｒｉｃｅｓ：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Ｊａｐａｎ　ａｎｄ　Ｋｏｒｅａ”，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ｖｏｌ．２９，ｎｏ．１ （２０１７），ｐｐ．１１１　１３２．

Ｔｓｏｕｌｆｉｄｉｓ，Ｌ．ａｎｄ　Ｐａｉｔａｒｉｄｉｓ，Ｄ．，“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Ｌａｂｏｕｒ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Ｐｒｉｃｅｓ：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Ｊａｐａｎ　ａｎｄ　Ｋｏｒｅａ”，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ｖｏｌ．２９，ｎｏ．１ （２０１７），ｐｐ．１１１　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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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７　　

不同部门间进行分配，得到平均利润率。①

第二种思路则是由置盐和中谷所提出的ＳＯＮ （Ｓｒａｆｆａ－Ｏｋｉｓｈｉｏ－Ｎａｋａｔａｎｉ）方法：

　　ｐ＝ｐＭ（ｒ） （１８）

　　Ｍ（ｒ）＝［^（ｒ）＋ｒＩ］Ｋ＋（１＋ｒ）（Ａ＋ｃ′ｌ） （１９）

　　ｉ（ｒ）＝
１

∑
τｉ－１

ｔ＝０
（１＋ｒ）ｔ

（２０）

其中^（ｒ）是一个对角矩阵，对角元素ｉ 是第ｉ部门固定资本的折旧率，τｉ 是固定

资本使用年限。这一方法与第一种方法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其将固定资本折旧率内生为

利润率的函数，因此是一般化了第一种方法。②③ 实际上，如果我们将折旧率作为外生

给定，那么这种方法就退化为第 一 种 方 法。显 然，这 两 种 方 法 中，第 一 种 方 法 的 计 算

更为简单，第二种方法较为繁复。但是第二种方法不需要外生的折旧率数据，而且假

设更弱。因此在不考虑计算复杂性的条件下，第二种方法在考虑固定资本的生产价格

计算中是更合理的一种方法。另外，这两种方法在应用的过程中都需要固定资本存量

矩阵Ｋ，而这一矩阵在实际中往往不易获得，需要利用同样基于生产价格体系的均衡

性质进行估计。④⑤

（四）工资利润曲线

政治经济学应用投入产出表的第四种基本工具是工资利润曲线。工资利润曲线本

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新李嘉图主义经济学当中关键性的概念，这条曲线一方

面反映了技术的可能性及其变化，另一方面则反映出分配的可能性，沟通了技术关系

和分配关系。

在实际计算工资利润曲线的过程中有两种基本方法：一种基于投入产出方法和生

产价格体系，另一种是基于实际数据的实际工资利润曲线。后一种严格意义上来说与

①

②
③

④

⑤

Ｏｃｈｏａ，Ｅ．，“Ｖａｌｕｅｓ，Ｐｒ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Ｗａｇｅ－ｐｒｏｆｉｔ　Ｃｕｒｖ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Ｓ　Ｅｃｏｎｏｍ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１３，ｎｏ．３ （１９８９），ｐｐ．４１３　４２９．

藤森赖明、李帮喜：《马克思经济学与数理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４年。

Ｌｉ，Ｂ．，“Ｍａｒｘｓ　Ｌａｂｏｒ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Ｖａｌｕ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２，ｎｏ．２ （２０１４），ｐｐ．１３９　１５０．
Ｆｕｊｉｍｏｒｉ，Ｙ．，“Ｗａｇｅ－Ｐｒｏｆｉｔ　Ｃｕｒｖｅｓ　ｉｎ　ａ　ｖｏｎ　Ｎｅｕｍａｎｎ－Ｌｅｏｎｔｉｅｆ　Ｍｏｄｅｌ：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ｓ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１９７０—１９８０”，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Ｉｎｐｕｔ－Ｏｕｔｐｕ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ｖｏｌ．１，ｎｏ．１ （１９９２），ｐｐ．４３　５４．
Ｌｉ，Ｂ．， “Ｆｉｘｅ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Ｗａｇｅ－Ｐｒｏｆｉｔ　Ｃｕｒｖｅｓ　ａ　ｌａ　Ｖｏｎ　Ｎｅｕｍａｎｎ－Ｌｅｏｎｔｉｅｆ：Ｃｈｉｎ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１９８７—

２０００”，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ｖｏｌ．２９ （２０１４），ｐｐ．７５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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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产出方法没有直接的联系，所以我们在这里不再涉及。第一种方法是基于生产价

格体系的，因此和生产价格的计算有很强的相关性，但是由于计算重点和应用方式有

很大不同，实际上是不同的方法，所以我们对其单独做一讨论。

工资利润曲线的 基 本 逻 辑 在 于 给 定 实 际 的 技 术 关 系，我 们 可 以 得 到 一 组 工 资 率、

利润率和均衡的生产价格。但是这组工资率和利润率仅仅代表了这一技术关系下分配

的一种可能，如果我们将工资率作为变量，就可以使利润率和生产价格同样变化起来，

利润率从工资为０时的最高水平最终变化为０，从而得到一组工资利润曲线，反之以利

润作为变量亦然。这个曲线上的每一组点都表达了这一技术下工资和利润的一种特定

关系。

基于Ａ体系的工资利润曲线的基本方法可以由以下的线性规划表示：

　　ｍａｘ｛ｃ′ｐ｜
１
１＋ｒｐ≤ｐＡ＋ｌ

，ｐ≥０｝ （２１）

也即求解给定技术水平和生产价格有意义的前提下，能够提供给定利润率水平的

最大工资水平问题，由此可以根据一个利润率区间求解得到相应的工资水平。① 在实际

求解过程，也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变换生产价格的基本表达式 （７），通过标准化过程，

将工资和利润之间的相互关系直接以方程的形式表达出来。例如我们可以将 （７）式稍

作变换得到：

　　ｐ＝ｗｌ（１＋ｒ）［Ｉ－（１＋ｒ）Ａ］－１ （２２）

两端同时乘以净产出ｙ′＝ｘ′－Ａｘ′，可得：

　　ｐｙ′＝ｗｌ（１＋ｒ）ｙ′［Ｉ－（１＋ｒ）Ａ］－１ （２３）

然后通过标准化净产出即可得到工资和利润之间的关系。②③

当然上述情况仍然是没有考虑固定资本的，如果考虑了固定资本，在折旧率内生

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将工资利润曲线的基本形式重新表达为：

　　ｍａｘ｛ｃ′ｐ｜
１
１＋ｒｐ≤ｐＡ＋ｌ＋Ｋ

ｒ
１＋ｒＩ＋

１
１＋ｒ

（ｒ）［ ］ｐ，ｐ≥０｝ （２４）

另外，目前也已经有文献认为在考虑工资利润曲线的时候应当考虑到联合生产的

情形，利用供给表和使用表来表达相应的联合生产关系，因而其工资利润曲线可以表

①
②

③

Ｌｉ，Ｂ．，Ｌｉｎｅａｒ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Ｆｉｘｅ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ｙ，Ｂｅｒｌｉ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１７．
Ｏｃｈｏａ，Ｅ．，“Ｖａｌｕｅｓ，Ｐｒ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Ｗａｇｅ－ｐｒｏｆｉｔ　Ｃｕｒｖ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Ｓ　Ｅｃｏｎｏｍ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１３，ｎｏ．３ （１９８９），ｐｐ．４１３　４２９．
Ｐｅｔｒｏｖｉ，Ｐ．， “Ｓｈａｐｅ　ｏｆ　ａ　Ｗａｇｅ－Ｐｒｏｆｉｔ　Ｃｕｒｖｅ，Ｓｏｍｅ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Ｍｅｔ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

ｖｏｌ．４２，ｎｏ．２ （１９９１），ｐｐ．９３　１１２．





第１０卷第６期 政治经济学评论 Ｖｏｌ．１０ Ｎｏ．６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Ｎｏｖ　２０１９

１６９　　

达为：

　　ｍａｘ｛ｃ′ｐ｜
１
１＋ｒｐＢ≤ｐＡ＋ｌ

，ｐ≥０｝ （２５）

其中Ｂ是联合生产时的产出矩阵。在具体计算中，我们也仍然可以直接变换生产

价格表达式并进行标准化来计算工资利润曲线，联合生产下生产价格的表达式是：

　　（ｐＡ＋ｗｌ）（１＋ｒ）＝ｐＢ （２６）

通过变换可得：

　　ｗｌ（１＋ｒ）［Ｂ－Ａ（１＋ｒ）］－１＝ｐ （２７）

同样，我们可以两侧同时乘以净产量并对其进行标准化进行求解。①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用投入

产出方法开展经验研究的主要领域

　　在这个部分当中，我们将概要讨论政治经济学使用投入产出方法进行研究较多的

领域和相应的具体议题，以及这些研究是如何利用第三部分所讨论的基本工具的。我

们将主要讨论四个领域：理论议 题、宏 观 经 济、技 术 问 题 和 国 际 经 济。实 际 上 应 用 投

入产出方法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远不限于这四个方面，我们文章的目的主要在于考察受

关注程度较高、讨论相对集中且具有政治经济学特色的几个方面，而其他的应用由于

文章的目的和篇幅所限，就不再讨论了。

（一）理论议题

经验研究受到理论设定的直接影响，而经验研究也能够服务于理论探讨。在政治

经济学的经验研究中有大量的研究是与观察理论本身联系在一起的。在应用投入产出

方法的政治经济学经验研究中，有两类问题在过去受到了较多的关注：一个是价值价

格的偏离问题，另一个是工资利润曲线的形状问题。

１．价值价格的偏离

计算价值与生产价格和市场价格的偏离程度很有可能是所有应用投入产出方法的

① Ｓｏｋｌｉｓ，Ｇ．，“Ｓｈａｐｅ　ｏｆ　Ｗａｇｅ－ｐｒｏｆｉｔ　Ｃｕｒｖｅｓ　ｉｎ　Ｊｏｉｎ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ａｂ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ｎｎｉｓｈ　Ｅｃｏｎｏｍｙ”，Ｍｅｔ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ｖｏｌ．６２，ｎｏ．４ （２０１１），ｐｐ．５４８　５６０．




基于投入产出方法的政治经济学经验研究述评

１７０　　

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文献最为庞大的具体领域。这一议题部分始于新古典经济学家对于

线性生产体系下政治经济学价值价格体系表达的批评。这种批评认为生产价格体系可

以解释价格，而价值体系不重要。针对这一批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从许多角度做

了回应。作为回应之一，谢克认为尽管理论上价值并不等于市场价格，但是现实当中

由于经济存在着复杂的迂回生产，而投入品和消费品中的生产价格对价值偏离在经历

了这种迂回之后会一定程度上抵消，从而价格不会偏离价值太远。①② 价值本身仍然是

调节价格的关键性因素，因而有实际的意义。而后续有大量的研究从这个角度出发试

图计算生产价格 和 价 值，并 将 它 们 与 市 场 价 格 相 对 比，尽 管 结 论 在 细 节 上 存 在 差 异，

但是这些研究基本上都认为价值与市场价格是足够接近的，甚至可能和生产价格一样

接近。③④⑤⑥⑦⑧⑨瑏瑠瑏瑡

但是这些研究从一开始就招致了许多的批评。瑏瑢 最主要的批评来自市场价格与价值

和生产价格足够接近的度量上。由于应用价值型投入产出表主要能够计算和比较的是

市场价格、生产价格和价值的总量，所以无法排除产量的影响，这种高度相关性其实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Ｓｈａｉｋｈ，Ａ．，“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Ｍａｒｘ　ｔｏ　Ｓｒａｆｆａ”，ｉｎ　Ｍａｎｄｅｌ　Ｅ．ａｎｄ　Ｆｒｅｅｍａｎ　Ａ．ｅｄｓ．，Ｍａｒｘ，Ｒ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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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１１，ｎｏ．３ （１９８７），ｐｐ．１９７　２１０．

Ｏｃｈｏａ，Ｅ．，“Ｖａｌｕｅｓ，Ｐｒ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Ｗａｇｅ－ｐｒｏｆｉｔ　Ｃｕｒｖ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Ｓ　Ｅｃｏｎｏｍ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１３，ｎｏ．３ （１９８９），ｐｐ．４１３　４２９．

Ｂａｅｚａ，Ａ．，“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ａｂｏｒ　Ｖａｌｕ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ｉｃｅｓ：Ａ　Ｎｅｗ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２６，ｎｏ．２ （１９９４），ｐｐ．５７　６６．

Ｃｏｃｋｓｈｏｔｔ，Ｐ．，Ｃｏｔｔｒｅｌｌ　Ａ．，Ｍｉｃｈａｅｌｓｏｎ　Ｇ．，“Ｔｅｓｔｉｎｇ　Ｍａｒｘ：Ｓｏｍｅ　Ｎｅｗ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ｒｏｍ　ＵＫ　Ｄａｔａ”，Ｃａｐ－
ｉｔａｌ　＆Ｃｌａｓｓ，ｖｏｌ．１９，ｎｏ．１ （１９９５），ｐｐ．１０３　１３０．

Ｔｓｏｕｌｆｉｄｉｓ，Ｌ．，“Ｖａｌｕｅｓ，Ｐｒｉｃｅｓ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Ｐｒｉｃｅｓ：Ｓｏｍｅ　Ｍｏｒ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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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２９，ｎｏ．２ （２００５），ｐｐ．３０９　３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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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海明：《检验劳动价值论：方法与证据》，《经济学动态》２０１７年第９期。

马梦挺：《价值、生产价格的经验估计方法：应用与评价》，《经济学动态》２０１８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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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１　　

来自产量的相等。① 另外，前文已经提到，还有研究指出很多价值价格偏离程度的研究

都使用工资作为通约异质劳动的方式，这种方式本身会导致劳动投入向量在比例上基

本等于劳动报酬向量，从而价值和市场价格的偏离仅仅取决于劳动报酬占比在行业间

的差别，必然使得价值和生产价格非常接近。这相当于直接把结论预设进方法里了。②

通过对度量方法进行相应调整，一些研究也得出了价格与价值并不接近的结论。③④⑤⑥

尽管这一研究领域目前面临上述诸种批评，研究的结果是否正确仍有讨论的余地，

但是这个领域的研究者的赞成或批评，不仅使得我们能够更深入地讨论马克思的价值

价格理论，也完善了价值价格的计算方式。近期的一些文献更是试图考虑正反两方面

的意见，引入更多工具来推进这一研究。

２．工资利润曲线的形状

我们已经提到，在生产价格体系下我们可以计算出一系列工资和利润的数值，从

而绘制出工资利润曲线。这种曲线的形状本身在理论上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涉及

剑桥资本争论中持有古典经济学传统的学者对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在理论上，根

据一般形式的线性生产模型所能够得到的工资利润曲线的形状是不确定的。如果曲线

的形状不是直线，就可能存在技术再转折问题，也就是说技术的选择与要素报酬之间

的关系不是单调 的。除 了 技 术 再 转 折，资 本 加 总 问 题 中 也 涉 及 工 资 利 润 曲 线 的 形 状，

只有在工资利润曲线是直线时，要素分配不会影响产品的相对价格，资本才能被加总

起来，总量生产函数才可以使用。既然新古典的理论和工具都仅仅在一种特殊情况下

才能使用，那么问题就在于这种特殊情况是否在现实中是存在的？如果是广泛存在的，

那么新古典的一些理论就能够在这个意义上得到保持，而反之则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

在近似的意义上也无法使用。

因此有许多研究者试图利用不同国家的数据去绘制工资利润曲线，并讨论其形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Ｋｌｉｍａｎ，Ａ．，“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Ｖａｌｕｅ　ａｎｄ　Ｌａｗｓ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Ｓｅｃｔｏｒ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ｉ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Ｓ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１９７７—１９９７”，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２６，ｎｏ．３ （２００２），ｐｐ．２９９　３１１．
冯志轩：《国际价值、国际生产价格和利润平均化：一个经验研究》，《世界经济》２０１６年第８期。

Ｄíａｚ，Ｅ．ａｎｄ　Ｏｓｕｎａ，Ｒ．，“Ｃａｎ　Ｗｅ　Ｔｒｕｓｔ　ｉｎ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ｉｃｅ－ｖａｌｕ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Ｓｏｍｅ　Ｅｖ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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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的结论当中，多数研究认为工资利润曲线是接近于直线的，而且在考虑了固定资

本的情况下也是如此。①②③④ 但是也有一些不同的结论，马尔兹 （Ｍａｒｚｉ）和帕特洛维

奇 （Ｐｅｔｒｏｖｉ）的研究分别利用意大利和南斯拉夫的数据得到的工资利润曲线存在一定

程度上的弯曲 （尽管马尔兹认为这种弯曲并不重要），⑤⑥ 而索克里斯 （Ｓｏｋｌｉｓ）的研究

则认为目前的研究都没有考虑现实生产中广泛存在的联合生产问题，如果将联合生产

考虑进来，那么工资利润曲线的形状不仅是弯曲的，甚至还可能不是单调的。⑦

（二）宏观经济

政治经济学关于宏观经济波动的理论中，最为关键的变量是利润率，通过对利润

率自身的波动和其背后影响因素的测量，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时期内经济最主要的动力

和面临的最主要矛盾。因此大量政治经济学的宏观研究都将注意力放在利润率的测度

及其影响因素分解之上。

关于利润率的经验研究并不都使用投入产出方法，使用时间序列方法的研究可能

在数量上更多，但是利用投入产出方法有其特殊的优势。这种优势最主要体现在可以

利用投入产出表估算具有不同理论意义的利润率上。作为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核心指标

之一，利润率定义不是唯一的，不同的利润率对应着不同的抽象层次，因此也具有不

同的理论用途。

我们在投入产出表的加总与调整中已经提到，ＳＮＡ体系当中的指标并不能与政治

经济学的逻辑一一对应。因此，即便计算市场价格下的利润率，由于直接统计得到的

营业盈余并不是实际的利润量或者剩余价值量，我们也需要对投入产出表做一定的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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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因此，计算经济在市场价格下的一般利润率时，需要将投入产出表根据生产性部

门和非生产性部门的相关划分进行调整，以得到实际的利润量和利润率。①②③④ 在一

些条件下，我们也需要价值和生产价格条件下的利润率，价值利润率作为一个理论范

畴与包括剩余价值率在内的政治经济学其他范畴关系密切；⑤ 而生产价格条件下的利润

率，本质上是一种给定技术和工资之后经济所能够达到的最大利润率，是实际利润率

的上限，⑥ 因此可以理解为一种潜在的利润率。⑦ 除此之外帕西内蒂 （Ｐａｓｉｎｅｔｔｉ）和后

续的文献还讨论了一种完全基于投入产出技术关系的 “纵向加总的利润率”，这种利润

率可以更好地处理资本生产率的问题。⑧⑨

如果我们不止步于对利润率本身波动和趋势的分析，而是进一步探究其背后的影

响因素，投入产出表自身的结构化特性就能够更好地刻画影响利润率的因素。在利润

率的诸多影响因素中，受到关注较多的是剩余价值率和非生产性劳动的比重。

关于剩余价值率的度量，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使用价格量度量工人和资本

家实际分配过程中的对抗程度，这类研究多数是宏观层面的研究。瑏瑠瑏瑡 还有一些研究认

为剩余价值率是一个价值层面的量，反映的是剩余劳动时间与必要劳动时间之间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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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因此利用价值条件下得到的剩余价值与劳动力价值之比来计算剩余价值率。①②③④

关于非生产性劳动比重的研究，已有的文献主要是利用不同国家的投入产出数据对非

生产劳动的比重及其对利润率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尽管对非生产性劳动的定义并不是

完全一致的，但是这些研究多数都观察到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非生产性劳动的比重

一直存在上升的趋势，并在近年越来越多地影响到利润率的变化。这种趋势可以和垄

断资本主义的商品实现困难以及近年来愈演愈烈的经济金融化联系起来，成为解释资

本主义增长困境的一个独特而有效的视角。⑤⑥⑦

另外除了利润率及其背后的影响因素，我们还可以通过投入产出方法讨论政治经

济学视角下一国宏观经济的结构特征及其变化。这一点主要可以通过多部类方法来实

现。经过部类的加总可以更容易地讨论包括两大部类比例、分配比例等方面的宏观关

系以及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等方面的议题，⑧⑨瑏瑠瑏瑡瑏瑢 甚至通过将其扩展到世界范围内

来讨论国际贸易的平衡关系。瑏瑣瑏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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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术问题

投入产出方法及与之相联系的线性生产理论的一个特点就是能够在最弱的假设下

最合理地表达生产过程中的技术关系，因此在应用投入产出方法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

讨论技术问题的经验研究也是一个重要的领域。

对于新古典经济学测度技术进步的方式，如流行的全要素生产率，政治经济学的

文献对于其理论基础和经验测度方法有许多批评。而在此基础上，政治经济学发展出

了一整套有着更严格理论基础的技术进步测度方式。

测度技术进步速度时，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直接测度给定商品量的情况下，一个部

门总价值量的变化率。这也是目前最主要的技术进步测度方式。①②③④⑤⑥ 这种方式是

简单而有力的，但是这一方法的问题在于它理论上只能分别测度各个部门的劳动生产

率，因为我们所求的价值量本身在理论模型当中就是每单位商品价值量，带有使用价

值的量纲。因此劳动生产率作为价值量的倒数也是带有单位的，各个部门的劳动生产

率及其进步速度是不可比，从而无法直接加总起来的。因此当我们关心一个经济体的

总技术进步速度时就需要采用其他的方法。

在测度经济整体的技术进步速度时，目前主要的方法是考虑经济体的总投入矩阵

Ｍ＝Ａ＋ｃ′ｌ的特征值，这一特征值本身是利润率的函数，也即 １
１＋ｒ

。 它只能近似地

反映经济整体的技术进步，因为利润率的提高与劳动生产率的整体提高在理论上不是

完全一致的。但是在经过一定的调整后，这一特征值在时间上的变化率可以反映经济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Ｏｃｈｏａ，Ｅ．，“Ａｎ　Ｉｎｐｕｔ－Ｏｕｔｐｕｔ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Ｕ．Ｓ．Ｅｃｏｎｏｍｙ，１９４７—１９７２”，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ｓｔ　Ｋｅｙｎｅｓｉ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９，ｎｏ．１ （１９８６），ｐｐ．１１１　１３７．

荣兆梓：《总要素生产率还是总劳动生产率》，《财贸研究》１９９２年第３期。

李洁、泉弘志：《要素生产率与经济增长的中日比较》，《统计研究》１９９８年第２期。

Ｎａｋａｊｉｍａ，Ａ．， “Ｔｏｔａｌ　Ｌａｂｏｕｒ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　Ａｄｄ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Ｌａｂｏｕｒ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ｖｏｌ．２０，ｎｏ．３ （２００８），ｐｐ．３１９　３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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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ｎｔ”，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３７，ｎｏ．２ （２０１３），ｐｐ．３７９　４０２．

戴艳娟、泉弘志：《基于全劳动生产率的中国各产业生产率的测算》，《财经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１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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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定条件下整体技术效率的提高。①②③

在技术进步的测度当中，不论是基于价值量的分部门技术进步速度还是基于特征

值的总体技术进 步 速 度 都 是 相 对 值，无 法 用 于 技 术 效 率 的 横 向 比 较。而 在 很 多 时 候，

尤其是在比较国家间的技术时，我们不仅关心技术变化速度的快慢，也关心绝对水平

的高低。已有文献通过将不同国家的工资利润曲线进行标准化，得到可比较的工资利

润曲线。此时这一曲线可以视作目前技术下资本和劳动收入的 “生产可能性前沿”，比

较不同的工资利润曲线所覆盖的面积就能够比较出不同国家整体的技术效率。④ 并且可

以通过将这一前沿与生产运行的实际点进行比较，得到经济实际运行过程中的生产和

分配效率。⑤

（四）国际经济

应用投入产出方法较多的第四个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是有关国际经济的研究。在

这个领域内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是不平等交换的测量和分工与汇率问题。

不平等交换理论是利用国际价值转移来解释国家／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的一个重要

理论。这一理论的主要提出者伊曼纽尔在其理论框架中就包含了线性生产的表述模式，

将不平等交换表达为价值量与生产价格量之间的差异。因此对于不平等交换的经验研

究也自然而然较多地借助了投入产出方法。研究的方法主要是测度各个国家／地区商品

中所包含的价值量与商品的市场价格或者生产价格的差异。也有一些研究比较开放条

件下的生产价格和封闭条件下的生产价格的差异，因为这一度量更多地反映了国际贸

易自身的影响。无论何种方法，已有的研究都证实了不平等交换广泛存在于发达国家

①

②

③

④

⑤

Ｄｅ　Ｊｕａｎ，Ｏ．ａｎｄ　Ｆｅｂｒｅｒｏ，Ｅ．，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ｆｒｏｍ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ｌｙ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Ｓｅｃｔｏｒ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ｖｏｌ．１２，ｎｏ．２ （２０００），ｐｐ．６５　８２．

Ｈａｈｎｅｌ，Ｒ．，“Ａ　Ｔａｌｅ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Ｔｈｅｏｒｅｍｓ”，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４９，ｎｏ．１
（２０１７），ｐｐ．１２５　１３２．

Ｈａｈｎｅｌ，Ｒ．，“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ａ　Ｓｒａｆｆｉａｎ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４９，ｎｏ．３ （２０１７），ｐｐ．４７７　４８８．

Ｄｅｇａｓｐｅｒｉ，Ｍ．ａｎｄ　Ｔｈｏｍａｓ，Ｆ．，“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ｉｃｅｓ”，Ｍｅｔ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

ｖｏｌ．６１，ｎｏ．２ （２０１０），ｐｐ．２６７　２８１．
李帮喜、刘充、赵峰、黄阳华：《生产结构、收入分配与宏观效率：一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

架与经验研究》，《经济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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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发展中国家之 间。①②③④ 并 且 一 部 分 研 究 还 关 注 了 这 种 不 平 等 交 换 随 时 间 的 演 变，

中岛 （Ｎａｋａｊｉｍａ）和泉 （Ｉｚｕｍｉ）以及冯志轩的研究都发现，不平等交换并不是一个一

成不变的量，对于一些经历了快速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发展中经济体而言，不平等

交换的负面影响是存在不断减弱的趋势的。⑤⑥

在不平等交换的理论和经验研究中，尽管价值在不同国家间的分配是关键性的机

制，但是这并不直接意味着国家间的剥削。但是也有研究直接前进一步讨论国家之间

的剥削关系。萩原泰治 （Ｈａｇｉｗａｒａ　Ｔａｉｊｉ）的研究将马克思基本定理扩展 到 国 际 层 面，

认为在不完全分工的国际生产中，一个部门当中利润率为正的充要条件仅仅是一个国

家的生产者存 在 无 酬 劳 动，并 利 用 国 际 投 入 产 出 表 证 明 了 这 种 国 家 间 剥 削 存 在 的 可

能性。⑦

政治经济学学者对于分工与汇率问题的经验研究主要源自谢克提供的框架，这一

研究批评了基于比较优势的贸易理论的可能性及其背后的货币数量论基础，并提出汇

率的长期趋势是由各国之间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及其变化决定的。⑧⑨ 这一理论之后被逐

步完善并被付诸经验研究。目前已有的经验研究都支持基于劳动生产率差距的分工和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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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ｈａｉｋｈ，Ａ．，“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Ｖａｌｕｅ：ＰａｒｔⅠ”，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ｖｏｌ．４３，ｎｏ．３ （１９７９），

ｐｐ．２８１　３０２．
Ｓｈａｉｋｈ，Ａ．，“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Ｖａｌｕｅ：Ｐａｒｔ Ⅱ”，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ｖｏｌ．４４，ｎｏ．１

（１９８０），ｐｐ．２７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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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汇率理论。①②③④

四、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应用投入产出方法的差异

投入产出数据与方法不仅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应用，而且在以新古典经济

理论为基础的西方经济学中也被广泛地应用。既然两种经济理论都应用投入产出数据

与方法，那么又应该如何认识二者在基本理论、数学模型以及研究结论方面的差异呢？

对此，非常有必要进行深入的比较分析。毫无疑问，一般均衡理论是新古典经济学的

理论基石，而建立在一般均衡理论基础之上的可计算一般均衡 （ＣＧＥ）方法又成为新

古典经济学应用投入产出数据与方法最为典型的方式。因此，本文就以可计算一般均

衡方法为例，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用投入产出方法进行比较分析。

可计算一般均衡的基础模型通常包括家庭与企业两个部门。其中，家庭部门反映

消费者的特征，在给定偏好与收入的条件下，通过优化消费行为以实现效用最大化目

标。企业部门反映生产者的特征，在给定生产技术、产品价格以及要素价格的条件下，

通过优化生产投入行为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并且，家庭部门将自身拥有的要素禀

赋提供给企业部门，获取要素收入，进而构成要素市场，而企业部门将利用特定要素

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出售给家庭部门，获得销售收入，进而构成产品市场。如果要素市

场与产品市场都具有完全竞争市场的特性，那么价格机制的调节作用就可以实现资源

的优化配置，并确保市场出清。换言之，即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都可以实现新古典式

的闭合。因此，给定投入产出数据，基 于 可 计 算 一 般 均 衡 方 法 来 审 视，意 味 着 经 济 系

统处于一种完成了资源优化配置的市场均衡状态。当进行模拟分析时，即引入技术进

步、偏好改变或者特定的经济政策时，由于外生因素的变化必然导致均衡状态的变化，

①

②

③

④

戴艳娟、泉弘志、李洁：《基 于 国 际 平 均 全 劳 动 法 的 中 日 购 买 力 评 价 的 推 算》， 《统 计 研 究》２０１４年 第

７期。

Ｓｅｒｅｔｉｓ，Ｓ．ａｎｄ　Ｔｓａｌｉｋｉ，Ｐ．，“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Ｆｏｕｒ　Ｅｕｒｏ－Ｚｏｎ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４８，ｎｏ．３ （２０１６），ｐｐ．４３８　４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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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１９６０—２０１０”，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ｖｏｌ．２９，ｎｏ．４
（２０１７），ｐｐ．５６６　５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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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通过观察 “新的均衡”和 “旧的均衡”的差异，就可以获得外生冲击带来的影响。

因此，模拟分析的实质就是进行比较静态分析。当然，还可以进一步利用可计算一般

均衡模型进行动态模拟，一般是进行递归模拟分析，而非动态最优化分析。这相当于

按照连续的外生冲击以及设定的动态机制，进行跨期的比较静态分析，进而构成动态

可计算一般均衡 （ＤＣＧＥ）模型。从理论上来说，基于新古典理论的ＣＧＥ模型带有边

际生产力决定论 和 市 场 出 清 的 理 论 特 征，经 济 调 整 机 制 依 赖 生 产 者—消 费 者 的 模 式。

而政治经济学的投入产出方法则基于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经济的调整机制以资

本运动为主，市场出清也只是特例。这是几乎所有新古典模型和与之相对应的马克思

主义政治经济学模型都存在的差异。

除了这些理论特征的差异，其在模型结构上有三个显著的不同。第一，基本设定

不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采用技术集合 （Ａ，Ｌ）刻画出线性生产系统，而新古典

经济学通常采用Ｃ－Ｄ型以及ＣＥＳ型的生产函数来反映生产技术，并且在可计算一般

均衡建模之中还常常会设计更为复杂的多层嵌套型生产函数。对比上述两种理论对生

产技术的设定，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设定了技术一般，新古典理论给出的

是技术特殊。其原因在于新古典经济理论过于强调不同生产要素之间的替代性，这也

是其认为经济系统通过平滑调整总可以实现市场出清的根本原因。换言之，如果生产

资料与活劳动投入按照一定技术条件必须要满足特定比例的搭配关系，则出现产能过

剩或者产业后备军的情况将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常态，而完全意义上的市场出清则构成

一种特例。第二，模型的逻辑不同。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理论基础的数理模

型，突出了劳资分配对整个系统的影响。如果工人的消费倾向更高，而资本家主导投

资，那么整个经济系统的两大部类的比例结构、资本积累以及扩大再生产的规模都将

受此影响而发生变化。因此反映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技术条件与刻画了劳资之间关系的

生产关系对经济系统具有同等重要的影响。与此相对，新古典经济学中决定劳资分配

的是影响其边际生产力的参数，于是劳资关系表现为一个技术问题。并且，家庭部门

的消费是由偏好决定的，特别是由于消费品之间也存在着替代关系，因此随着不同消

费品相对价格的 变 化，其 消 费 组 合 也 将 随 之 调 整，进 而 影 响 市 场 需 求 乃 至 资 源 配 置。

第三，模型形式的不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两套线性方程组，即价值方程组与

生产价格方程组；新古典理论只有一套非线性方程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除了讨

论工资、利润、生产价格之外，还可以针对基于以劳动时间计量的价值进行求解分析，

这显然是新古典经济学以及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所不涉及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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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展望

作为政治经济学最具特色、发展最为充分的经验研究方法，利用投入产出法进行

的经验研究深刻体现着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正如诺克斯和平奇在总结马克思主义理

论的结构主义特征时所提到的，“结构主义者非常怀疑世界的日常表象，以及人们对世

界的主观反映和解释。相反，他们认 为，要 了 解 社 会，就 需 要 研 究 者 在 明 显 的 外 部 世

界表象之下进行探查，以了解发生作用的根本机制。由于这些机制不能被直接观察到，

研究者必须通过应用抽象推理过程建立的理论来研究它们。”① 可以说，对于马克思主

义政治经济学而言，投入产出表不仅是一个角度不同的核算方法，而且是一个探寻社

会深层次的规律和结构的观察口。

通过前文的总结，我们可以发现，投入产出方法的应用为政治经济学验证理论假

说、讨论现实情况提供了有效的途径。而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在工具方法

上以及研究领域上也仍有很多需要进一步探索的内容。

就工具而言，我们认为对已有的工具动态化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目前的理论

工具多数仍然是静态或比较静态的，而要真正分析经济的真实历史过程，对其进行动

态化是必不可少的。这一点，在线性生产理论上已经有了许多的研究和准备，而如何

与真实的投入产出表相结合还缺少相应的方法。②③ 另外，目前的所有工具都是基于单

技术条件的，也即一个部门在某个时点具有确定的技术，而没有反映部门内部的技术

差异。反映一个部门内部不同技术条件的 “多技术模型”在理论上已经有些探讨，而

将其结合进投入产出模型能够在处理技术差异、技术动态变化以及其他一些方面带来

新的视角。④⑤

就研究领域而言，本 文 认 为 金 融 和 地 租 问 题 是 两 个 尤 其 值 得 进 一 步 关 注 的 领 域，

①
②
③

④

⑤

诺斯克、平奇：《城市社会地理学导论》，柴彦威、张景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５年，第２页。

Ｍｏｒｉｓｈｉｍａ，Ｍ．，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Ｏｘｆｏｒｄ：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４．
Ｏｋｉｓｈｉｏ，Ｎ．，“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ｉｃｅ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２５，ｎｏ．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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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１　２　３ （１９７７），ｐｐ．１３７　１４８．
Ｃｏｇｌｉａｎｏ，Ｊ．，Ｆｌａｓｃｈｅｌ，Ｐ．，Ｆｒａｎｋｅ，Ｒ．，Ｆｒｈｌｉｃｈ，Ｎ．ａｎｄ　Ｖｅｎｅｚｉａｎｉ，Ｒ．，Ｖａｌｕｅ，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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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这两个领域都事关重大的经济现实问题，例如与金融问题直接相关的脱实向虚

问题、金融的系统性风险问题，以及与地租问题相关的垄断问题、区域间不平衡发展

问题等等；另一方面这两个领域的理论准备也是最为充足的，与投入产出方法紧密相

关的线性生产问题已经在理论模型上为这两个领域提供了许多研究，因而也更容易与

经验研究结合。①②③④ 除此之外，在生态 环 境 问 题 上，投 入 产 出 分 析 也 已 经 成 为 研 究

的重要方法，而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上对当代世界所面临的环境问题有

着最为深刻的见解。如 何 结 合 政 治 经 济 学 在 理 论 上 和 运 用 投 入 产 出 方 法 方 面 的 优 势，

在生态环境问题上提供包含马克思主义理论洞见的细致的经验研究，也是未来研究值

得关注的方向。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ｎ　ｔｈ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Ｉｎｐｕｔ－ｏｕｔｐｕｔ　Ｍｅｔｈｏ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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