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程实：劳动创造价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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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程实 

劳动创造价值吗？或者，换个更严谨点的问法，劳动是经济增长的根

源吗？虽然在劳动节思考这个问题很是应景，却没那么容易得到令人信服

的答案。事实上，我很容易就陷入了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思维

怪圈。从小到大一直在学、在背、在考政治经济学，“价值是凝结在商品

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早就刻在脑纹里；读了博算是初涉西方经济学，

“需求创造供给”的凯恩斯定理又留下了巨大的思维震撼；再后来开始观

察和研究现实经济运行，消费对美国，乃至全球经济内生增长的决定性作

用更让人印象深刻。 

 

究竟是劳动者的劳动，还是劳动者的需求在推动经济增长？看起来，

都有道理。不劳动，劳动者哪有收入去产生“有效需求”？不劳而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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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其成，毕竟只是极少数人的特权。但没需求，劳动者的劳动又有何意义？

生产出只为倒掉的牛奶，也不是什么有趣的事。在我看来，不同理论能够

开门立派，都是逻辑严密、足以自圆其说的，关键在于，它们都悄悄地在

推理之前就给你的思维加上了某种禁锢。 

供给，还是需求？这的确是个关于增长的老问题。打开思路，这可能

又不是一个问题。供给和需求，并不是一个对立的概念，它们只是同一枚

硬币的两面，这枚硬币，就是人。劳动是人的劳动，需求是人的需求，理

论重心在学派间摇摆，只是人在付出和得到间长期平衡的某种表现。 

所以，在我看来，人，才是经济增长的根源。长期经济发展，从理论

上看源自劳动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共同贡献，但换个角度看，这些

长期动力的根源也都是人。其实，经济发展的历程，就是人的潜能不断被

释放的过程，而从进化论角度看，技术进步和创新出现都是内生的，也就

是说，伴随着人的进化，经济具有增长的本能。 

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经济增长的差距却是很大，那么，是什

么造成了这种差距？在我看来，之所以有区别，是因为人的潜能、人的进

化并不能自然地、100%地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动力。经济增长的核心精神是

“尊重人”，只有制度设计、社会氛围和商业文化能够更好地体现对人的

尊重，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才能更多地释放出来，供给和需求才能更好地

平衡和匹配，共同成为增长的助力器。 

可惜的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懂得尊重，这恰是宏观经济和微观企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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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问题的根源。从宏观角度看，工业革命初期，欧美企业太过于尊重机器，

而不尊重劳动的人，最终引致了大萧条，而劳动节的产生，也是工人争取

八小时工作制、赢得尊重的历史纪念。再看现在，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后，

各国都出台了大量刺激政策，但从结果看，以人的就业为核心目标的国家，

经济复苏强劲，而以空洞的增长为核心目标的国家，经济增长昙花一现后

立刻就出现了问题。 

从微观角度看，对人的尊重更是企业伴随经济增长做大做强的关键。

伟大的企业，都是懂得尊重的企业。这种对人的尊重，包含两层内涵：一

是尊重自己的人，即劳动的员工；二是尊重支持的众人，即消费者和投资

者。只有两种尊重都深入骨髓，企业才能进入员工卖力创造价值，消费者

和投资者全面认可价值的良性成长轨道。 

就拿可口可乐来举个例子，可口可乐初期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因于

二战时的“5 美分”策略，即让美国军人在任何地方都能用 5 美分的价格

喝到可口可乐，尊重当时“最可爱的人”，让可口可乐也赢得了美国社会

的尊重，甚至被视作“美国梦”的标签。但 2014 年 4 月，股神巴菲特却

对可口可乐的股权激励计划投了弃权票，首次不认可这个伟大公司的决策，

事实上，可口可乐失去股神的尊重，根本原因就在于管理层过度尊重了自

己，而表现出对投资者的极度不尊重。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无论是宏观经济还是微观企业，很容易做大，

却并不容易做强。增长和发展的过程，根本上，就是人的潜能释放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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