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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价值社会属性及其现实功能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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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商品使用价值的属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中的一个基本问题。长

期以来,学术界否认使用价值的社会属性,不仅不利于深化对使用价值的理论认识,也不利于

在实践中有效发挥使用价值社会属性的指导作用。使用价值的社会属性,在不同的经济条件

下,体现着不同的作用和价值。认真研究商品使用价值的社会属性问题,不仅是关系到能否真

正掌握马克思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精髓的理论问题,而且是关系到能否更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

商品经济理论,指导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协调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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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商品使用价值的属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

经济学原理中的一个基本问题。长期以来,学界认

为使用价值是商品的自然属性, 否认其社会属性。

这不仅阻碍着人们对使用价值范畴的新认识, 而且

不利于现实经济生活中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优化

以更好地满足社会成员的物质和精神需要。因此,

重新认识使用价值范畴的属性问题, 具有重大的理

论和现实意义。

一、非商品经济条件下使用价值的属性

在自然经济条件下, 人们之所以进行生产活

动,是为了满足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各种需要。生产

的产品最根本的特征是能够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

也就是它的有用性,即使用价值。因此产品的使用

价值是一切社会经济形式下人们生产的最根本的

出发点。任何一个物品,都能够满足人们的某种需

要,对人们有一定的用途,这种物品的效用或有用

性是由物品本身的自然属性, 物理的、化学的属性

所决定,与社会生产形态无关。物品的使用价值不

是为了满足他人需要, 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需要,

这种性质实际上也是由生产的自然经济社会形式

决定的,因此决定了产品使用价值的社会属性性

质。不仅如此, 产品使用价值具有社会属性还由于

这种使用价值的生产的社会联系性质。在未来商

品经济消亡后的社会中,尽管劳动产品不具有商品

的属性,但仍然要满足社会需要,使用价值生产的

社会性更加突出和发展,因而其使用价值的社会属

性也依然存在。

二、商品经济条件下商品使用价值的

属性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商品的使用者与商品的生

产者出现了时间与空间的分离。他们两者的联系

是经过交换、分配等中间环节来实现的, 那么商品

的使用价值除了体现该种商品自身满足消费者需

要的自然属性, 即一般的使用价值外,还体现了商

品生产条件下为别人生产使用价值,即使用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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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属性。因此在商品生产条件下的使用价值的

这种特殊性质,决定了它的实现的复杂性。一种商

品是否具有现实的使用价值,在第一个层次上要从

它的自然属性方面看它是否具有有用性。在第二

个层次上, 从它的社会属性看, 它还被社会需要的

质和量两个方面决定:从质上说, 商品的使用价值

必须对别人有用, 符合社会需要, 它才能转化为现

实的使用价值; 从量上说,它必须与社会的需求量

保持一致, 否则一旦商品的使用价值供过于求, 则

其使用价值便得不到社会的承认,不能转化为社会

使用价值, 便成了无用的废品。而这种  有用 !变

 无用!的怪现象的出现, 便是由  商品市场 !这只

 看不见的手 !操纵所致。因此我们考察商品生产
条件下的使用价值,决不能以自然经济的老眼光来

看问题,即单纯从其自然属性即  有用性 !来看待

使用价值,要给它加上  商品生产 !这个规定性, 从

而使这个传统的  使用价值 !概念变成  社会使用

价值!这个新概念。[ 1]

三、不同社会制度下商品使用价值的

属性

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就是专为剥削雇佣工人

而来。因而,其社会生产关系是整个资产阶级剥削

整个无产阶级。现代资本主义社会, 虽然劳动者也

可以购买股票, 成为一定意义上的资本所有者, 但

劳动者在总体上仍不是生产资料的主人。换言之,

资本和劳动在总体上或主体上仍处于对立状态。

资本家所进行的商品生产,表面上看是为了满足无

产阶级以及自己生产生活需要,其根本的目的是为

了追求剩余价值,实现资本的增殖。生产出的商品

使用价值,在客观上满足了无产阶级的物质文化需

要,这只是资本家所追求剩余价值过程中的附带

品,并非是其生产的根本目的。马克思时代的劳动

者是资本剥削和榨取的对象。现代资本主义制度

下的劳动者,虽然境况有不同程度的改善, 但除了

挣取工资外,他们创造的剩余价值, 大部分作为利

润落入了大资本所有者的腰包。虽然部分劳动者

也从拥有的股份中分到一些剩余价值,但其在社会

总剩余价值中所占份额很小
[ 2]
, 因此, 其作为雇佣

劳动者的地位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这也就表明资

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目的依然是由资本家追求剩余

价值的动机所主导和决定的,由此也决定了资本主

义商品生产的社会性质是剩余价值生产, 而使用价

值仅仅是实现剩余价值的手段,这就是资本主义商

品使用价值的特性。

社会主义生产的最终目的是通过生产和消费

商品使用价值, 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

生活的需要。而商品的价值不过是商品经济条件

下实现其社会使用价值的一种必要手段。如果把

经济手段当成了经济目的,则与社会主义本质相违

背。传统的社会主义企图通过计划经济实现生产

与消费的统一, 因而排斥市场价值规律对社会主义

生产和流通的调节,忽视价值手段对使用价值生产

和实现的作用。表面来看,重视使用价值对于社会

主义的重要性, 但由于计划调节导致生产与社会需

求的严重脱节, 从而实际上不能实现通过使用价值

的生产和流通满足人民需要的目的。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下依然着眼于满足人民的需要,通过价

值规律调节,鼓励企业追求价值增值,发挥价值手

段的激励作用, 生产更多更好的使用价值, 使使用

价值的社会属性得到最充分的体现和发挥,这是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一项巨大成就。在商

品供不应求的卖方市场形势下, 由于商品不愁销

路,不存在商品卖不掉或使用价值让渡不出去的问

题。但在商品供过于求的买方市场形势下,由于商

品生产过剩,商品的价值能否实现取决于商品的使

用价值是否符合市场需要。只有符合市场需要的

商品使用价值才能在市场上让渡出去,商品价值才

能实现。因此, 企业的商品生产经营首先不是生产

多少商品的问题, 而是生产什么商品的问题
[ 3]
。

由此, 商品使用价值是社会使用价值的社会属性更

加突出而重要。

四、正确认识商品使用价值属性的现实

意义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正确认识商品使

用价值的社会属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正确认识商品使用价值社会属性对有效

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至关重要

就市场经济的共性而言,价值规律是经济发展

的  第一推动力!。商品使用价值社会属性所揭示

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第 ∀种含义,把价值规律的

内涵及作用扩展到了宏观领域,使其对资源配置的

基础性作用格外醒目。人们也越来越清楚地认识

了价值、供求与价格的关系, 开始运用市场机制来

配置经济资源。在这里商品使用价值所揭示的原

理是 � 商品经济的逐利性所决定的商品生产和经

营者对价值的关心,毕竟要用适销对路的使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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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取。在市场运行过程中,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必

须关注商品的供求状况对价格、企业所产生的影

响,从而把有限的资源配置到最佳场所
[ 4]
, 否则就

会造成资源的浪费,不能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

用,商品使用价值的社会属性就得不到有效体现。

不仅市场上那只  看不见的手 !配置资源的效

果有赖于商品使用价值的社会性,而且宏观调控这

只  看得见的手!对市场的引导也要依据社会使用
价值所决定的有效需求。社会对使用价值的需求,

总是衡量私人劳动 (或局部劳动 )是否向社会劳动

转化以及资源配置合理与否的天然尺度。

可见,重申商品使用价值的社会属性, 不仅是

关系到能否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精

髓的理论问题,而且是关系到能否更好地运用马克

思主义商品经济理论,指导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促进

我国经济持续、协调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

(二 )研究商品使用价值的社会属性, 是实现

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客观要求

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

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要满足

人民的需要,就要求生产更多更好的使用价值, 要

求生产社会的使用价值,不是为生产而生产, 只有

这样才能与人民生活需求相适应,实现社会主义生

产的目的。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

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正是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低,

还无法完全满足人们全部需要,就要不断提高社会

生产力水平,生产更多更好的商品使用价值
[ 5]
。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

体制缺陷的局限,仍然不能使人们具有足够的购买

力来实现生产生活的全部需要。我国还需要不断

调整分配政策, 在初次分配时更加注重社会公平,

更加合理调整我国分配收入政策,使人们有足够的

购买力来满足自己对于商品使用价值的需要。市

场机制调节所固有的盲目性、滞后性导致供给结构

与需求结构脱节,一方面使大量商品的使用价值难

以实现,造成大量资源浪费,另一方面,消费者的有

效需求不能满足。此外,市场经济还会产生一些虚

假的需求, 使消费者缺乏消费理性, 偏离正常的消

费需求,产生不必要的浪费。这就需要国家加强宏

观调控, 更好发挥市场机制调节作用,并积极引导

合理消费,更好满足人们对商品使用价值的需求。

还必须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根据市场需

求的变化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使社会提供的

各种产品与劳动者有支付能力需求在总量上相平

衡,在物质构成上相对应。在现有生产力水平上最

大限度地满足劳动者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

(三 )研究商品使用价值社会属性, 才能更好

地增产节约,提高经济效益

要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归根到底是要提高劳

动生产率。同一时间的价值量是相同的,但提供的

使用价值却因劳动生产率的高低而不同。提高劳

动生产率就是要以较少的劳动消耗,取得更大的经

济效果。增产与节约虽然途径不同,但它们都会使

产品增加, 对增加的产品, 我们不注意研究其使用

价值的运动, 就可能出现  增产不如不增产, 生产

不如不生产 !的问题。提高宏观经济效益, 客观上

要求在使用价值比例协调基础上注意多种生产条

件的优化利用, 这种利用仍要通过价值的比较, 并

通过商品使用价值表现出来。由于商品使用价值

有多种效用,分析、比较、论证同一商品不同效用的

合理性和经济性,对于提高宏观经济效益有更直接

的意义。

(四 )研究商品使用价值的社会属性, 有利于

企业加速资金循环与周转,不断进行再生产

资金的循环不中断,不仅要求将资金同时并存

于供、产、销三个阶段并相互继起的运动,而且要求

资金必须有实物形态为其承担者,否则循环就会中

断,使用价值的运动受阻, 使用价值不能实现,价值

也就不能实现, 从而使资金运动受阻,流动过程不

畅。同时, 如果不注意缩短使用价值的运动时间,

使其尽快进入消费, 必然使企业流动资金周转缓

慢。马克思明确指出:  在最后阶段W#� G#停顿下

来,卖不出去而堆积起来的商品,就会把流通的流

阻塞!。∃ 为此, 我们必须认真地研究商品使用价

值的运动, 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不造成积压,缩短

使用价值运动时间, 将有限的资金发挥出更大作

用,不断进行再生产, 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

会经常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

(五 )研究商品使用价值的社会属性, 有利于

开发商品使用价值的新形式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人们的消费观念和

需求结构不断升级,对商品使用价值的要求从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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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品种不断扩展,开发商品使用价值的新形式成为

必然的选择。发展低碳经济、绿色经济, 可以创新

产业、产品结构,引导社会消费的新潮流、新风尚,

节约能源和资源, 生产更多的使用价值, 实现商品

生产、消费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有利于宏观意

义上商品使用价值社会属性的实现。

第六,研究商品使用价值社会属性, 有利于商

品适度合理包装和促销, 更好得满足消费者的需

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广告和商品奢侈包装的使

用,本是为了推销商品, 更好满足消费者对商品使

用价值的需求,但由于市场经济商品流通竞争激烈

的压力,广告和商品奢侈包装的使用已经超出了对

商品使用价值的必要补充,反而误导消费者消费,

完全超出了消费者对商品使用价值的合理需要, 不

仅造成资源不必要的浪费,而且偏离了社会主义生

产目的。只有理解商品使用价值的社会属性, 才能

立足于科学、合理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 合理进行

宣传和促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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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ocialA ttributive Property of U se Value and Its Realizing Function

ZHANG Cun�gang, ZHAO Fu�x in, WANG X iao�yu
(S ch ool of Marx ism, Lanzhou Comm ercial C ollege, Gan su Lanzh ou 730020, Ch ina )

Abstract: The issue on the attr ibutive property of commod ity use value is a basic issue in the pr incip le o f politica l econom ics of

M a rx ism. In a long period, academ ic c ircle denies the soc ia l attributive property o f use va lue, wh ich is ne ither he lp fu l to deepen

theoretical recogn ition o f use va lue no r conduc ive to the gu id ing ro le of so cial attributive property o f use va lue in practice. The so�

cial a ttr ibu tive property of use va lue embodies d ifferent ro le and value in d ifferent econom ic cond itions. Under different soc ia l sys�

tem, the soc ia l attributive property of comm odity use value is reflected m ore c lear. Careful study o f soc ia l attr ibutive property of

comm odity use value is not only re la ted to rea lly m aster ing the theo re tica l essence o fM arx ist comm odity economy theory but also

re lated to be tter us ing M arx ist comm odity econom y theory to guide reasonab le a llocation o f resources and to prom ote susta inab le

and coordinated deve lopm ent o f Ch ina% s econom y.

Key words: commod ity; use va lue; soc ial attr ibutive property; labor force value; commod ity econom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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