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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们在编写这套丛书时，注意把握好以下几点：一是要反映经济科学的新发展。
不仅在结构上安排了环境经济学、网络经济学、知识经济学等新的分支，而且在内容上要反映经济学
发展最新成果。
二是内容表述要完整、系统和科学，又要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尽可能用通俗的语言，表达深邃的理
论。
三是处理好编和著的关系。
这套丛书不仅吸收了国内外经济研究和教学的最新成就，也就职“编”，而且结合了作者的教研实践
和教研成果，结合了作者对现实经济生活的理解，这也就是“著”。
没有广泛取材的“编”，者就难以拓宽读者的视野，把握本领域的脉络；没有在教研基础上的“著”
，教材就会失去灵魂，就会脱离实际。
四是注意“冷”和“热”的结合。
我们要求，尽可能在讨论“冷”的基础理论问题时，折谢出现实生活的罗辑和哲理，在讨论“热”的
现实问题时，给人以理论上的满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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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伟，1957年1月出生，山东省蒙阴县人。
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曾先后获得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
1992年任教授，1994年任博士生导师，现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兼任全国青联常委，北京市青联
副主席，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副会长。
曾获国家科技进步（软）一等奖，孙冶方经济学著作奖、首届全国青年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被
原国家教委选为首届人文社会科学跨世纪人才，出版学术著作2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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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价值论第1章 经济学为什么研究价值论第1节 什么是价值第2节 为什么劳动价值论曾成为西方经
济学中的主流第3节 为什么西方经济学中占主流的价值论，会由劳动价值论转向效用价值论，并进一
步以价格论替代价值论本章重要提示本章总结第2章 马克思的价值论究竟要说明什么第1节 马克思价值
理论的实质在于，把价值归结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历史关系，并把这种社会关系视为社会制度历史演
进的结果第2节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没有直接说明什么本章重要提示本章总结第3章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
面临的历史技战第1节 公有制与市场经济首否统一第2节 非物质产品生产劳动具不具备创造价值的能力
本章重要提示本章总结第4章 价值论与收入分配第1节 价值理论为收人分配提供经济哲学观上的基础
第2节 收人分配中的公平与效率本章重要提示本章总结本篇重要提示本篇总结本篇需要掌握的内容和
概念本篇思考题第二篇 产权论第5章 什么是产权第1节 西方学者关于产权定义的比较第2节 定义产权范
畴的基本原则本章重要提示本章总结第6章 西方产权理论的发展及演变第1节 当代西方产权理论的系统
提出第2节 当代西方产权理论的新进展本章重要提示本章总结第7章 产权与市场、企业的关系第1节 市
场经济对产权制度的一般要求第2节 市场失灵与产权界定本章重要提示本章总结第8章 中国国有企业改
革中的产权问题第1节 国有企业改革的进展第2节 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主要体制性矛盾本章重要提示本
章总结第9章 当代中国私营资本的产权问题第1节 当代中国私营资本产权主体的缺陷第2节 私营资本产
权缺陷的危害本章重要提示本章总结本篇重要提示本篇总结本篇要掌握的内容和概念本篇思考题第三
篇 市场论第10章 何谓市场经济第1节 对市场经济内涵的基本解释第2节 市场经济的本质与功能第3节 市
场经济存在的历史条件第4节 比较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配置资源的过程本章重要提示本章总结第11章 
市场经济能做什么第1节 市场配置资源的检测标准第2节 市场经济中的企业行为第3节 市场经济中的消
费者行为第4节 市场在哪些领域失灵第5节 市场经济中政府应当做什么本章重要提示本章总结第12章 
市场制度与企业第l节 企业制度变迁的历史逻辑第2节 企业制度与市场制度第3节 企业家与激励约束机
制本章重要提示本章总结第13章 转型经济中的市场经济秩序第1节 两种不同的市场秩序观第2节 产权
制度与市场秩序本章重要提示本章总结本篇重要提示本篇总结本篇需掌握的概念和主要内容本篇思考
题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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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明确了服务使用价值存在的独立性，我们进一步对服务加以分类，我们以劳动对象的不同，把服
务分为三类。
　　第一，知识型服务。
这类服务指科学知识、技术知识等无形的使用价值。
知识型服务生产指知识的创造性生产，这里的劳动对象是无形的但又有特定内容的研究题目。
知识型服务的使用价值的有用性在于能够满足人的精神生产需要。
知识型服务的使用价值的特点在于，它的存在形式不是物品的形式，而是无形的，一般采用语言、文
字等信息形式。
知识型服务一般不是最终产品，不能直接用于消费，往往需要借助其他服务劳动才成为最终消费品。
例如，一定的科研成果往往要经过教育服务劳动才能传授给消费者。
有的知识型服务可以取得某种实物外壳而成为最终消费品，例如知识的书籍化等。
　　第二，活动型服务。
这类服务指不能同生产行为在时间、空间上分离的使用价值，它的有用性在于能够作为消费对象满足
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
在这里，产品“不是作为物，而是作为活动提供服务的，可是，这一点并不使它例如同某种机器(如钟
表)有什么区别”。
在其生产过程中，劳动不是对象化在有形物上，而是对象化在客观存在的无形的活动过程中。
例如，演员把自己的劳动对象化在演出活动过程中，提供“演出”这种使用价值，观众消费演出服务
，得到艺术上的享受。
　　第三，实物型服务。
它是知识型服务和活动型服务的实物化，例如书籍，图画，录音带，录像带等。
这类使用价值的特点在于：一方面不同于其他服务，它有物的外壳。
另一方面不同于物质资料产品，它的使用价值主要不取决于物的外壳，而取决于物的外壳内的服务的
内容。
例如人们购买歌曲录音带，不是为了用磁带这种物质本身，而是要欣赏歌曲，实际上消费其中歌唱家
的服务。
因此，在其全部生产过程中，劳动对象既包括活动过程，无形的研究题目，又包括一定的物质资料。
服务与物品的形式结合，并非在物的形式上否定服务原有的使用价值，而是保留了原有的使用价值。
　　(2)服务使用价值的物质性。
　　服务使用价值不是以物质资料形式存在，劳动在这里不是物化为有形产品，但不能以此否定服务
的物质性，财富的物质性不能等同于物品形式。
有人根据马克思关于生产首先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思想，认为只有物化为有形产品的劳动才
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而生产服务的劳动不体现为物，不成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以此
否定服务使用价值的物质性，进而否定其价值存在的可能性。
我认为，这样理解马克思关于生产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思想是不妥的。
　　马克思“生产”概念具有哲学和经济学两方面的意义。
作为哲学意义上的生产，是与人的抽象的本质直接联系的，强调的是人与动物的区别，强调人与自然
的关系。
正如马克思所说：正是通过对对象世界的改造，人才实际上确证自己是类的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他的
能动的，类的生活。
“生产”的经济学意义在于，生产过程反映人们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即生产关系。
当马克思把生产称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时，是就其哲学意义而言，这里所谓“物质变换”，并
不是指劳动者只把劳动对象化在有形物质资料上。
这里所谓“物质”也是哲学意义上的物质，即能被人主观所反映的客观存在。
除有形物外，无形的科研题目、活动形式本身也都是客观存在，作为哲学意义上的生产，人的劳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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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可以对象化在这些客观存在上。
哲学意义上的生产是对各种生产的概括，物质资料生产只是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一种形式，服务
生产同样也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种形式。
不能把“物质变换”简单地理解为有形物的生产，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服务使用价值具有物质性。
　　(3)服务使用价值的一般性。
　　所谓服务使用价值的一般性，是指它同物的使用价值一样具有不以社会历史性质为转移的，对人
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来说一般的有用性。
提供服务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同其他具体劳动一样，只是指人用来实现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
般人类生产活动，它不仅已经摆脱一切社会形式和性质规定，而且甚至在它的单纯的自然存在上，不
以社会为转移，超乎一切社会之上，并且作为生命的表现和证实，是还没有社会化的人和已经有某种
社会规定的人所共同具有的。
至于社会政治生活，阶级统治等方面，即由社会历史性质的要求所引起的劳动或活动，并不提供满足
人的一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需要的使用价值，这些活动或劳动的存在，只是由于社会结构的缺陷
，才成为有用的和必要的，他们的存在只能归因于社会的弊端。
因此，这类活动所提供的有用性并不成为经济学意义上的使用价值，严格地说，这类活动不属于经济
活动，例如官吏、军队、警察等。
马克思将其称为“强加的服务”，就是要区别于经济学意义上的服务。
明确了这一点，我们将服务的使用价值定义为非物质产品未尝不可。
　　§3服务的价值　　服务使用价值作为商品同样具有价值，构成其价值实体的也是人类抽象劳动
。
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服务的价值等于维持这些服务的商品的价值和这些服务本身的价值。
也就是说，服务商品总价值包括生产资料转移的价值，即“维持这些服务的商品的价值”，和服务生
产者创造的价值，即“服务本身的价值”。
　　价值是一种经济关系，它体现着商品生产者之间按照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相互提供产品，进而
实现其劳动的社会性的经济联系。
服务生产者把劳动对象化到无形的活动的使用价值中，并且耗费劳动的目的是为了以自己生产的商品
交换他人的商品，那么他的产品——服务自然具有价值，同样反映等量劳动相交换的经济关系。
几乎所有反对服务价值论的学者，都认为价值只能是抽象劳动的物化，即物化为物质资料才可能具有
价值，认为商品不是物，但又离不开物。
我认为，在物质资料生产中，物化的劳动成为价值，物品作为使用价值成为价值的承担者，但作为价
值承担者的使用价值不应仅仅限于物品，非物品形式的使用价值同样可以成为价值的承担者。
产品有无价值和它的使用价值存在形式无关，而取决于使用价值生产的社会性质。
马克思指出：对劳动的物化等等，不应当像亚当·斯密那样按苏格兰方式去理解。
如果我们从商品的交换价值来看，说商品是劳动的化身，那仅仅是指商品的一个想象的即纯粹社会的
存在形式，这种存在形式和商品的物体实在性毫无关系。
马克思还举出运输的例子，说明生产非物品形式使用价值的劳动同样具有创造价值的能力，同样可以
反映商品经济关系。
　　那么，服务商品价值的承担者是什么?这是说明服务价值存在的根本问题。
我认为，尽管服务的生产过程与消费过程是统一的，服务使用价值又是无形的，因此人们往往感觉不
到它的实际存在，人们可感知的往往是消费服务后的结果，但这并不能阻止我们在理论上把服务的生
产与消费，把服务劳动的结果与消费服务的结果区分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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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迅速发展变化的时代。
从世界经济看，经济全球化正在加速蔓延，新的世界格局正在形成；从国内经济看，我国经历了20多
年的改革与发展，经济体制和经济生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从经济科学本身的发展看。
经济学的新思想、新理论和新的分支，不断丰富人们对现实生活的认识和理解。
但是，所有这些发展和变化，还难以及时地反映在我们的教材中，我们的教学工作也不能完全适应这
种发展和变化。
不论是大学。
还是社会，都希望经济学教材能够贴近现实．并反映经济发展的未来。
可以说，时代呼唤着更新、更好的经济学教材。
为了满足教学工作和广大读者的需要，我们编写了这套丛书。
由于作者是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第一线授课的教师为主，所以，这套丛书包含了在“北大清华学经
济”的立意。
　　我们在编写这套丛书时，注意把握好以下几点：一是要反映经济科学的新发展。
不仅在结构上安排了环境经济学、网络经济学、知识经济学等新的分支，而且在内容要反映经济学发
展最新成果。
二是内容表述既要完整、系统和科学．又要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尽可能用通俗的语言，表达深邃的
理论。
三是处理好编和著的关系。
这套丛书不仅吸收了国内外经济研究和教学的最新成就，也就是“编”，而且结合了作者的教研实践
和教研成果，结合了作者对现实经济生活的理解，这也就是“著”。
没有广泛取材的“编”，就难以拓宽读者的视野，把握本领域的脉络；没有在教研基础上的“著”，
教材就会失去灵魂，就会脱离实际。
四是注意“冷”和“热”的结合。
我们要求，尽可能在讨论“冷”的基础理论问题时，折射出现实生活的逻辑和哲理；在讨论“热”的
现实问题时，给人以理论上的满足感。
　　在“北大清华学经济”这套丛书即将出版之际，我们感谢诸多作者给予的积极合作，以及中国发
展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和配合。
　　刘伟　魏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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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们在编写这套丛书时，注意把握好以下几点：一是要反映经济科学的新发展。
不仅在结构上安排了环境经济学、网络经济学、知识经济学等新的分支，而且在内容上要反映经济学
发展最新成果。
二是内容表述要完整、系统和科学，又要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尽可能用通俗的语言，表达深邃的理
论。
三是处理好编和著的关系。
这套丛书不仅吸收了国内外经济研究和教学的最新成就，也就职“编”，而且结合了作者的教研实践
和教研成果，结合了作者对现实经济生活的理解，这也就是“著”。
没有广泛取材的“编”，者就难以拓宽读者的视野，把握本领域的脉络；没有在教研基础上的“著”
，教材就会失去灵魂，就会脱离实际。
四是注意“冷”和“热”的结合。
我们要求，尽可能在讨论“冷”的基础理论问题时，折谢出现实生活的罗辑和哲理，在讨论“热”的
现实问题时，给人以理论上的满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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