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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教学效果好坏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学生对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的追思、追求和笃行。采用更为先进、更为生动的教学方法和工具推进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教学安排，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专业培养，具有时代性

和奠基性的作用。实验经济学研究方法和工具的出现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的

时代化提供了可能，而两者在方法论上的契合为我们采用新兴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

去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提供了进一步的可行性。本文围绕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

通过剩余价值理论模型构建、实验室实验设计、行为实验教学探讨如何运用实验经济

学的方法展开政治经济学教学。在具体的实验室实验中，学生能够“看到”劳动力再

生产所需生活资料随着劳动生产效率提升而不断下降的趋势，可以明晰绝对剩余价值、

相对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的全部生产过程。

关键词　剩余价值　绝对剩余价值　相对剩余价值　行为实验教学探索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

求真理、揭示真理和笃行真理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教学是一个向学生揭示

真理的过程，揭示真理过程的效果好坏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其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

追思、追求和笃行。因而，采用更为先进、更为生动的教学方法和工具推进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的教学安排，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的系统培养而言，具有时代性

和奠基性的作用。

*　本文系浙江省“十四五”普通本科高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jg20220385）、浙江省“十四五”研究生教学

改革项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实验教学方法创新的成果；受浙江财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浙江研究院研究

生交叉学科课程建设（政治经济学试验方法导论）项目、浙江财经大学文华学院科技创新项目的资助。

**　郑万军，浙江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浙江财经大学经济行为与决策研究中心博士后；陈雨欣，浙江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本科生；叶航，浙江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浙江财经大学经济行为与决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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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新兴的实验经济学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的涌现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

的时代化提供了可能。自 1962年史密斯采用实验方法研究竞争市场行为以来（Smith ，
1962； Levitt and List，2007），实验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应用日益广泛，逐渐发展成

经济学三大研究方法之一，与理论建模与计量实证并列。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其实并没

有学科之分，其更主要的特征与计量经济学和博弈论一样是一种研究工具和方法。实

验经济学并没有对研究主题有所限制，理论上其研究问题可以涉及消费、生产、分配、

储蓄、税收、收入、合作、劳动、就业、通货膨胀、经济危机以及其他几乎所有分支

领域 （McCabe et al.，1991；Henrich et al.，2001；Cherry  et al.，2005；Dawes et al.，
2007；Cappelen  et al.，2013；Fehr，2018；Buonanno，and Vargas，2019；Ramalingam 
and Stoddard，2024）。这些新兴的现代实验方法和工具能够应用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

学的研究和教学中。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具有天然的契合性，这为我们采

用新兴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去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提供了进一步的可行性。比

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为普遍的方法之一是抽象法，对社会经济现象的研究主

要依靠抽象的思维能力。马克思说：“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

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其实，实验经济学运用最为广泛的恰恰也正是抽

象法，从大量的现实中抽象出最为本质的东西，这一本质的东西也是最为简单的东西。

比如，公共品博弈实验就是对现实生活中合作行为和搭便车行为的抽象 （Fehr and 
Gächter，2000；Balliet and Van Lange， 2013；Henrich and Muthukrishna，2021），信任

博弈实验就是对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信任与否的抽象与检验 （Alesina and La Ferrara，
2002；Anderson et al.，2006），电车难题就是对人们所可能遇到的道德困境抽象后的思

想实验（Cushman et al.，2006）。比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方法，我

们可以很明显地发现两者在方法论上有天然的契合性。因而，采用行为实验的教学方

法带领学生感受、学习、领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仅可以做到政治经济学和实验

经济学的融合培养，还能够让该课程教学手段更加多样、教学过程更加生动。

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核心，是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理论依据，

是马克思一生最伟大的两大发现之一。恩格斯称其为“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和它所产生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即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纵观《资本

论》，第 1卷围绕“资本的生产过程”讲述剩余价值的生产；第 2卷“资本的流通过程”

讲述剩余价值的实现；第3卷“资本主义的总过程”讲述剩余价值的分配。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通篇都围绕剩余价值理论展开，是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因而，采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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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学方法引导学生思考、理解、探讨剩余价值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围绕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通过剩余价值理论模型构建、实验室实验设计、

实验教学探讨运用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展开政治经济学教学。在实验教学过程中，学生

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劳动者生产效率提高的条件下，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

产过程以及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课堂后的教学解析可以帮助学生进一步体验绝对剩

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三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本文探索的马克思主

义政治经济学思想的理论模型构建和实验室实验能够让学生在从理论学习到实验室实

验学习的过程中，完成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学习过程。

二、剩余价值生产模型构建

在科学地说明了剩余价值本质的基础之上，马克思把剩余价值的生产区分为绝对

剩余价值的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不改变必要劳动时间，

单纯依靠将工作日的时间延长到必要劳动时间之外，以此为基础马克思把工作时间区

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马克思说：“把工作日延长，使之超出工人只生产

自己劳动力价值的等价物的那个点，并由资本占有这部分剩余劳动，这就是绝对剩余

价值的生产。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构成资本主义体系的一般基础，并且是相对剩余价

值生产的起点。”

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以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为基础，在工作日长度不变的前提下

改变两部分劳动时间的比例以生产剩余价值。一般而言，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可以通过

提高生产资料生产部门和生产相关生产资料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从而降低劳动力的价

值即降低必要劳动时间来实现。马克思说：“就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来说，工作日一开

始就分成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这两个部分。为了延长剩余劳动，就要用各种方法缩短

生产工资的等价物的时间，从而缩短必要劳动。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只同工作日的长

度有关；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使劳动的技术过程和社会组织发生根本的革命。”资本家

为了降低产品的个别劳动时间以实现超额剩余价值，通常采用改进生产技术或提高工

人劳动熟练程度的方式提升个别劳动生产效率。本文以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础，

构建的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如下。为了模型的简化，我们假定资本

家通过提高工人劳动熟练程度以提高个别劳动生产率。

假定有 k 个生产生活资料 L 的资本家，每个资本家雇佣工人的数量为 ni （1≤i≤k），

每个工人的初始生产效率为 x0/h （即每小时生产 x0个 L商品）。为了简化，假定一个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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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价值量对应 1个单位的货币，即生产 1个货币的劳动时间为 1h，因而L商品的价值

与价格相等。因此，单个L商品的价值为：

C = 1/x0 （1）
工人工资：工人的工资的实质为劳动力价值，为了简化，我们设定劳动力的价值

表现为劳动者即工人需要消耗的生活资料 L的价值。设工人需要消耗的生活资料的数

量为 q，假定该数量的生活资料在初始时需要生产的总时间为 s0，则工人消耗的生活资

料L的数量为：

q = s0 x0 （2）
则工人工资：

S = qC = s0 （3）
工人工作时间：资本家可以选择工人的工作时间，工作时间为 t，设定时间范围为

t1到 t2，即工人最短工作时间为 t1小时，最长工作时间为 t2小时，即 t1 ≤ t ≤ t2。

由以上设定可以得到初始生产过程中，在劳动效率不变的条件下，资本家绝对剩

余价值的生产为：

m = tx0C - s0 x0C = t - S （4）
在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基础上，设定所有资本家可通过培训工人提高生活资料 L

的生产效率。资本家培训工人以提高劳动熟练程度的方式分以下两种：方式一为资本

家可选择对每个工人投入 0.1个单位的货币对其培训；方式二为资本家花费 0.1个小时

的工作时间，让工人自我学习，达到培训的目的。在方式一的条件下，资本家的资本

减少 0.1个，在方式二的条件下，工人的工作时间变为 t-0.1。若资本家选择花费货币培

训工人，则培训费用纳入到劳动力的成本中，记为 pi，若资本家选择花费时间培训工

人，则培训时间纳入到工作时间中，即相对应的工作时间减少。

为了达到生产效率差异化的目的，培训结果的设定如下：每培训1次，工人的生产

效率有 50%的可能提高 5%，20%的可能提高 10%，30%的可能提高 15%。设定培训后

第 i个资本家雇佣工人的生产效率为 xi，培训结束后，进入生产活动。因此培训后下一

期的生产中各资本家雇佣工人的劳动生产效率会不尽相同，根据劳动价值理论，商品

的价值为凝结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即该商品的社会的平均的劳动时间。

生活资料L的价值量如下：

C = 所有商品生产的总时间
商品的总数量

= t total
nl

（5）
其中 t total为所有商品生产的总时间，nl为生产的商品总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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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total为各资本家下工人生产的时间之和，计算如下：

t total =∑
i = 1

k

ti （6）
商品总数量为各资本家生产的商品之和，计算如下：

nl =∑
i = 1

k

xi ti （7）
其中，xi为第 i个资本家雇佣工人的劳动生产效率。

若工人没有参与培训，则生产效率不变；若培训，则有50%的可能提高5%，20%的可能

提高10%，30%的可能提高15%。生成一个0—1之间的随机数ri = random()，因此xi如下：

xi =
■

■

■

|
||
|

|
||
|
|
|

x0        不培训

1.05x0, 0 ≤ ri < 0.5
1.1x0,0.5 ≤ ri < 0.8
1.15x0, 0.8 ≤ ri < 1

（8）

由上可得最终单个生活资料的价值：

C' = ∑i = 1

k

ti

∑
i = 1

k

xi ti

- pi （9）

不难发现，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单个生活资料的价值量会下降，劳动力的价值

表现为生活资料的价值，因此也将下降。因而在不改变工作日劳动时间长度的条件下，

资本家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延长剩余劳动时间而生产剩余价值，即相对剩余价值。

由此可得，第 i个资本家获得的相对剩余价值：

m = xi tiC' - qC' - pi

=（xi ti - q）
∑
i = 1

k

ti

∑
i = 1

k

xi ti

- pi
（10）

对于生产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生产者，个别价值低于社

会价值，可以获得超额剩余价值：

m超额 =  |单个商品价值 - 商品社会价值 |·商品数量
=  |1/xi - C' |ti xi=  C'ti xi - ti

（11）

三、实验室实验设置

（一） 实验设置

实验通过 Z-tree软件（Fischbacher，2007）实现，于 2023年 11月在浙江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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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行为与决策研究中心完成。该实验为课堂实验，共有19名大学生参与该实验。

被试到达实验室后，通过抽签的方式被随机分配座位并获取实验说明。在实验开

始前，老师已经在课堂上对相对剩余价值、绝对剩余价值、劳动生产效率等知识进行

了阐释。实验开始后，实验员对实验说明进行统一解释。为了确保被试理解实验规则，

实验员会示意有问题的被试举手提问；为了保证实验的隐私性，在整个实验过程中不

会记录被试的名字和身份信息；在实验中被试之间会发生生产资料的竞争，为了保证

实验的匿名性，实验的过程中所有被试均不知道其他人的决策。

（二） 剩余价值生产设置

本文实验设置如下：

第一，资本家的设置。为了模拟真实世界中资本家的特征，实验初始，被试拥有

50个数量的货币，雇佣工人的数量为3个。

第二，工人的设置。工人的初始劳动生产效率为每小时1件产品，必要劳动时间为

6小时，工人工资为 6个数量的生活资料所对应的价值。资本家可以选择延长工人工作

时间到6—10个小时。为了后续简便，我们假定生产货币的劳动生产率始终不变，且生

产货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每小时生产1个，而货币的价值对应1个单位。

第三，工人培训的设置。为了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效率，资本家可以选择为工人

提供培训。培训的方式分为两种：一种是资本家花费资本为工人提供培训，每个工人

每次培训的成本为 0.1个货币；一种是资本家花费工人的劳动时间提供培训，每个工人

每次培训的成本为 0.1小时劳动时间。当资本家选择为工人提供培训后，工人的工作效

率有 50%的可能性变为原先 1.05倍，20%的可能性变为原来 1.1倍，30%的可能性变为

原来 1.15倍。资本家也可以选择不为工人提供培训，如果不提供培训，工人的劳动生

产效率不变。

（三） 实验流程设置

实验主要分为3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由实验员讲解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

值生产的原理和实验环境，并具体介绍该实验环境设置下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

值的计算方法。

第二个阶段，被试进入实验。被试在实验中的身份是资本家，所有资本家共同竞

争生产同一生活资料。实验共计10轮。在实验第1轮，每个资本家初始拥有50个货币，

雇佣工人的数量为3个。资本家可以在6到10小时之间选择工人的工作时间，在之后的

轮次中工人的工作时间即为资本家第1轮选择的工人工作时间。随即，计算机模拟的工

人进入到生产，第1轮生产结束后会显示生产的结果。显示结果包括被试选择工人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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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时间、每个工人的工资、每个和所有工人为被试创造的剩余价值、目前被试的资本

数量。第一轮结束后，实验进入到第 2轮。从实验第 2轮开始，资本家可以选择是否为

雇佣的工人提供培训，以及提供培训的方式。如果资本家选择培训，则他们需要选择

培训的方式：花费资本培训或花费工人劳动时间培训。所有资本家选择完毕后，计算

机按照概率随机决定工人的培训结果：50%的可能性变为原先的 1.05倍，20%的可能

性变为原来的 1.1倍，30%的可能性变为原来的 1.15倍。被试选择完毕后，计算机会计

算所有资本家的所有工人的产量和工作时间，得到单个生活资料的社会价值，由此得

到该轮劳动力的价值、产品的社会价值量，以及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实验每一轮结

束后，计算机会显示结果，包含上述所有生产者的总生产时间、创造的总产品数量和

单个商品的价值量。除此之外，还有该资本家所雇工人的工作时间，以及该轮的劳动

生产效率、工资、创造的剩余价值和资本家的资本数量。

第三个阶段，在 10轮主实验结束后，被试还需要填一份调查问卷，问卷内容包含

被试的年龄、专业、性别等个体特征信息。与传统的行为实验不同的是，本实验的主

要目的是通过让学生参与行为实验的方式学习绝对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和超额剩

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为了让同学们从群体行为中观察结果，在 10轮主实验结束后，实

验员向所有同学展示整个实验过程的数据并进行结果分析。结果分析部分主要包括每

一轮被试的行为选择、工人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单个产品价值量的变化、绝对剩余价

值的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超额剩余价值。

四、剩余价值生产的结果展现

（一） 工人工作时间选择与绝对剩余价值

我们首先对第1轮时资本家选择的工人工作时间进行了考察，分析得到资本家所获

得的绝对剩余价值。图 1为单个工人绝对剩余价值的柱状图。在第 1轮，工人的必要劳

动时间为 6小时，资本家可以选择工人的工作时间为 6—10小时。工人的初始劳动生产

效率为 1，即每小时生产 1件产品。每个工人的绝对剩余价值为资本家延长工人劳动时

间所获得的额外财富。在实验中，有 5个被试选择让工人工作 8个小时，1个被试选择

让工人工作 9个小时，13个被试选择让工人工作 10个小时。他们分别从每个工人身上

获取了 2个、3个和 4个财富的绝对剩余价值。所有被试选择的工人工作时间都超过工

人的必要劳动时间，且选择最高的工作时间即 10个小时的被试数量远高于选择 8个小

时和9个小时的被试数量。资本家倾向于让工人工作更长的时间，以获得更高的绝对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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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价值。

绝对剩余价值

被
试
数

12

10

8

6

4

2

0 2 3 4

图 1　单个工人绝对剩余价值柱状图

（二） 工人培训方式选择

从第 2轮开始，资本家可以选择是否对工人进行培训以及培训的方式。实验发现，

大部分资本家都会选择培训工人。在第 2—10轮的 19个被试中，平均有 9.5人次选择花

时间培训被试，6.1人次选择花钱培训被试，3.3人次选择不培训被试。选择不同方案的

被试人数随轮次变化的曲线如图2所示。选择花时间培训的被试数量基本高于选择花钱

培训的被试数量，选择不培训的被试数量较少。在实验的 2—6轮，大部分被试都选择

培训；而实验的7—10轮，选择不培训的被试数量呈上升趋势。

（三） 劳动生产效率

在分析资本家对工人培训方式的选择后，我们还关注工人劳动生产效率提高的情

况。图 3给出了工人劳动生产效率随轮次推移的热力图。结果显示，随着轮次的推移，

劳动生产效率从初始的 1 显著提升，第 10 轮时最低值约 1.4，最高值约 2.7，平均值

约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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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次

劳
动
生
产
效
率

图 3　劳动生产效率随轮次推移热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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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单个商品价值

随着劳动生产效率的提升，相同工作时间内生产商品的总数量增加，即生产单个

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降低，单个商品的价值量降低。图4为实验中单个商品

的价值量变化曲线。由图可见，单个商品的价值量从第 1轮的 1到第 10轮变化为 0.53，
降低了 47%。其中，折线斜率的绝对值减小，单个商品价值量降低的速度总体而言

减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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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单个商品的价值量变化曲线

（五） 剩余价值

在本实验中，剩余价值的数量是工人工作时间内生产产品的价值量减去工人的培

训费和工人必要劳动时间的价值量。

随着工人的劳动生产效率提高，单个商品社会价值降低，工人的实际工资也降低。

而工人的剩余价值则受到工人的劳动生产效率和单个商品的社会价值两方面的影响。

如果劳动生产效率提高对相对剩余价值的影响程度大于单个商品的社会价值降低的影

响，那么工人的剩余价值增加；如果劳动生产效率提高对相对剩余价值的影响程度小

于单个商品的社会价值降低的影响，那么工人的剩余价值降低。图 5是第 2—10轮次剩

余价值的热力图，图 6 是 2—10 轮次被试剩余价值的散点图和拟合线 （置信区间为

95%），图 7是 2—10轮次被试剩余价值的箱线图。由图 5可见，随着轮次的推移，大部

分工人的剩余价值呈上升趋势。较为典型的是被试 6和被试 17，他们的剩余价值从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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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剩余价值回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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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的 14和 15分别提升至第 10轮的 32和 30。计算培训次数可以发现，他们的培训次数

分别为 9次和 8次。相反的，被试 11的培训次数仅为 5次，是所有被试中最低的之一，

其剩余价值随着轮次的推移降低，从第 2轮的 15降低至第 10轮的 12。这说明在该实验

中，培训有助于提高工人的剩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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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剩余价值箱线图

（六） 相对剩余价值

相对剩余价值是在工作日长度不变的前提下通过改变两部分劳动时间的比例来生

产的剩余价值，即因劳动生产效率提高而导致的价值提高。资本家的相对剩余价值是

剩余价值减去绝对剩余价值的值。其中，第1轮的剩余价值完全是资本家通过延长工人

劳动时间获得的，即为绝对剩余价值。图 8、9、10分别为第 2—10轮次相对剩余价值

的热力图、回归图和箱线图。图9中拟合线的斜率为正，即随着轮次推移，相对剩余价

值总体呈上升趋势。部分生产者的相对剩余价值有较大的偏移，这说明随着时间的推

移，资本家所获得的相对剩余价值差异变大。此外，值中存在一定的负数，这和剩余

价值描述中部分被试劳动生产效率较低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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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相对剩余价值箱线图

（七） 超额剩余价值

对于生产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生产者，个别价值低于社

会价值，可以获得超额剩余价值。在计算超额剩余价值时，我们通常只计算个别劳动

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生产者的超额剩余价值，并不计算个别劳动时间高于社

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生产者的超额剩余价值。但为了使实验结果更加形象，我们在式

（11）中去掉绝对值，使得个别劳动时间高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生产者的超额剩余价

值为负。

图 11是第 2—10轮次超额剩余价值的热力图，图 12对超额剩余价值的正值和负值

分别绘制散点图和拟合线。从图中可以看出，正值拟合线的斜率为正，负值拟合线的

斜率为负，即随着轮次的推移，超额剩余价值的差异逐渐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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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超额剩余价值热力图

2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10
轮次

4

3

2

1

0

-1

-2

-3

超
额
剩
余
价
值

正值
负值

图 12　超额剩余价值热力图正负值回归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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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教学是一个向学生揭示真理的过程，揭示真理过程的效果

好坏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其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思考、追求和笃行。马克思主义政

治经济学的内容本身较为抽象，教学过程中学生难免会感到枯燥难懂，课堂教学气氛

易沉闷，教学效果不甚理想。因而，采用更为先进、更为生动的教学方法和工具推进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教学安排，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的系统培养而言，具

有时代性和奠基性的作用。

本文在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模

型。以此为基础，我们进一步设置了剩余价值生产的实验室实验环境，编制了相应的

实验程序，学生能够参与到剩余价值生产的实验室实验。在实验室实验环境中，学生

能够感受剩余价值理论的产生过程，可以看到社会生产效率和单个商品价值量的关系，

可以明确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区别，可以明晰超额剩余价值的生产。

具体而言，在剩余价值实验中，对工人培训与否和培训费方式选择的不同，导致

工人劳动生产效率出现差异，从而生产商品的劳动时间出现差异。进而，由于劳动效

率的不同导致了商品生产的个别劳动时间不同，商品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发生

了变化。在实验中，学生可以具体看到，随着劳动效率的提升，单个商品的价值量不

断处于下降的趋势。进一步可以看到，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进一步

下降，即工人的工资相对下降了。相应的，在总劳动时间不变的条件下，相对剩余价

值产生了。并且，由于劳动生产效率的差异，在生产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

要劳动时间的条件下，超额剩余价值也就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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