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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地租理论
在无形资产领域的运用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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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福建福州350002)

[摘要]企业拥有无形资产的数量与质量不同、拥有的专利技术先进程度不同、拥有的固定资产

升级换代等影响因素不同，其无形资产为企业带来的超额利润也不相同，这与马克思的地租理论有

相似之处。无形资产领域的地租现象，形成了无形资产的“级差地租”、无形资产的“绝对地租”、无

形资产的“垄断地租”及无形资产的价格。用马克思的地租理论解读无形资产的意义与价值所得

的启示是：要结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来运用和发展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促使企业树立无形资

产意识，促进无形资产向无形资本转化。

[关键词]地租理论；无形资产；无形资本；级差地租；绝对地租；垄断地租

[中图分类号]F1D一0 [文献标志码]A

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已经步人高速发展的现代

市场经济时期，产品或服务同质化程度越来越高，在

业已形成的买方市场条件下，企业在日益激烈的市

场竞争中艰难寻找差异化，力图拓展更广阔的市场，

争取更多的市场份额，以使企业利润最大化。此前，

企业竞争单纯靠打价格战、包装战、质量战等，现在

企业竞争则靠在更高层次上打无形资产战。无形资

产中的专利权、技术决窍可以帮助企业节约能源和

原材料消耗，提高劳动生产率，乃至实现产品结构的

升级和优化，既可以放大有形资产，成为有形资产增

值的杠杆，又可以通过商标权、营销网络及品牌战略

等开拓和占领市场，实现商品价值。此外，无形资产

还可以转化为无形资本用于“对外投资，与其他个

人、组织合作组建新的经济实体或参资人股或进行

资产重组”[川。

无形资产在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基于此，本文将探讨如何运用马克思

《资本论》中的地租理论来解释和衡量无形资产的

价值，为企业树立无形资产意识、促使无形资产向无

形资本转化等提供理论依据。

一、马克思的地租理论及无形资产

的内涵与特征

马克思在批判继承古典经济学地租理论的基础

上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创立了

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创立了生息资本和利息

理论，同时创立了科学而系统的地租理论。(1)级

差地租：级差地租是由经营较优土地获得的、转归土

地所有者占有的一部分超额利润，由个别生产价格

低于社会生产价格部分的差额形成。根据级差地租

形成的条件不同，又分为级差地租I和级差地租Ⅱ。

级差地租I是由于土地肥沃程度不同和质量不同，

用等量资本投在等量面积的不同条件的土地上所产

生的超额利润转化而成的地租；级差地租Ⅱ是在同

一块土地上连续投入同量资本，由不同的生产率所

产生的超额利润转化而成的地租。(2)绝对地租：

由于土地所有权的存在，不管租种何种土地都要交

纳地租，这种地租称为绝对地租。绝对地租是由农

产品的价值高于社会生产价格的差额形成的超额利

润转化而成的。这部分超额利润之所以能够转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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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地租是由于土地所有权的垄断。(3)垄断地

租：垄断地租是由垄断价格带来的垄断超额利润转

化而成的地租，即由垄断价格超过价值的部分构成。

某块土地具有某种特别优越的自然条件，能生产出

某种名贵的或稀有的产品，使其可以按照高于社会

生产价格和价值的垄断价格出售。(4)土地价格：

土地价格不是土地价值的货币表现，而是地租的资

本化，它由地租量和利息率决定。

无形资产是无形固定资产的简称，是指不具有

实物形态，但能提供某种权利、特权或优势的固定资

产。这种固定资产应用于企业的经营管理中，可创

造巨大的收益。【21无形固定资产与有形固定资产一

起构成了企业固定资产的总体。无形资产包括专利

权、商标权、技术廖窍、特许经营权、土地使用权、商

誉等。专利权、商标权、技术秘密等是以文字、数字

和图纸等方式存在的，以知识形态表现自己，商誉则

是一种不确指的、虚拟的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一般具有以下特征：(1)无形性。一

方面是无形资产存在的非实物性，即无形资产往往

以知识形态存在，一部分表现为公式、文字、图纸、图

案、图表、配方等，一部分表现为经验、诀窍、技巧等。

另一方面是无形资产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发挥作用的

无形性。无形资产本身并不直接对劳动对象发生作

用，而是用特殊的方式在生产领域或流通领域发挥

作用。(2)独占性。无形资产的所有权受到法律保

护，不容他人侵犯。无形资产的所有权只能授予一

方一次，而不能授予多方多次，对于重复开发的无形

资产，法律不授予所有权，而且还予以禁止。但无形

资产的独占性仅限于其所有权人所申请注册并获得

权益的国家或地区。主要的无形资产除技术诀窍、

经营秘密和商誉等，商标权、专利权等都由专门的法

规来保护。但产权性无形资产如商标权、专利权、外

观设计权等都有法定的有效期限，期满前可以申请

续展。(3)交易的特殊性。技术先进的专利权或者

名牌产品的商标权等可以为企业带来超额利润，对

其他生产经营者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但是无形资产

的独占性不允许其他生产经营者未经产权人许可而

使用其无形资产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一般，产权人

都将使用权转让给他人而自己保留所有权，即无形

资产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在交易中分离。在交易中，

无形资产没有其他相同的无形资产进行比较，其价

格由双方协J黼臭定。(4)公开性。企业要在法律的

保护下，将其开发、设计的无形资产(技术诀窍、经

营秘密除外)的名称、技术特征、用途、图片、图案等

内容向社会公开。技术诀窍等具有保密性，不便公

开其实质内容。(5)非标准性。由于无形资产是以

知识形态存在的资产，这就决定了它的非标准性，主

要表现在：无形资产的开发研制是脑力劳动，通过实

验、设计、计算等手段来完成，没有固定的制作模式

和统一的程序方法，没有明确的材料定额、工时定额

和费用定额，同时也没有检验标准，只要能够达到开

发研制者预期的技术经济目标即可。

二、需要重申的两个问题

1．无形资产不是商品

究竟无形资产是不是商品、是否具有价值，目前

理论界还没有统一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无形资产

是商品，如蔡吉祥认为：“无形资产是劳动的产物，

它的价值就在于凝结着发明人或设计人的脑力劳动

和一些辅助性的体力劳动。在许多情况下还凝结着

试验研究仪器、机器设备和试验材料等物化劳

动。”p o另一种观点认为无形资产不是商品，理由是

它不符合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商品的定义——

“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141还有一种折中理论则认

为，各种无形资产的价值均源于劳动创造，外在表现

却分化为劳动创造和因特权或垄断取得的超额收益

的资本化，二者共同作用构成了无形资产的“价

值”。口1笔者倾向于第二种观点，即无形资产不是

商品。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认为，商品是用来交换的

劳动产品，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一个

产品要成为商品需要同时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必须

经过人类劳动；第二，生产的直接目的是为了进行交

换；第三，必须同时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

企业的无形资产中，企业自创的无形资产中的

专利权、商标权等虽然也经过人类劳动，但企业创造

这部分无形资产的直接目的不是为了进行交换，而是

为了使自身具备获取超额收益的能力，所以这部分无

形资产不是商品，没有价值。另一些无形资产如特许

经营权等特殊权力，并没有经过劳动获得——商誉是

一种虚拟的、不可确指的无形资产，没有物质载体，

又不能独立存在，所以这部分无形资产不是商品，也

不具有价值。

2．评价或评估的无形资产价值属于价格范畴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提出，一些特殊的

商品，比如土地，是一种自然资源，没有经过劳动，因

而没有价值，但有价格，马克思称之为“价值的虚幻

形式”。土地价格并不是土地价值的货币表现，而

是地租的资本化，即土地所提供地租的购买价格。

无形资产不是商品，所以没有价值。它之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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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价格，能够进行交易，是由于无形资产具备了获取

超额利润的能力，即“同一般的生产条件或销售条

件相比，投入相同生产要素会得到高于一般生产条

件和销售条件下的投入回报”∞J。同时，企业的无

形资产具有独占性，对其他生产经营者具有巨大的

吸引力。若这种无形资产的所有权或使用权要进行

交易，那么供求双方所协商的价格便是该企业无形

资产所有权或使用权交易的价格，但其价格实质上

是无形资产超额收益的资本化，而不是价值的货币

表现。目前，国内外有很多公司对企业无形资产的

价值进行评估或评价，这些公司所得出的无形资产

价值实质上都是无形资产的价格。

三、无形资产领域中的地租现象

世界上各个拥有无形资产的公司并不能获得相

同的超额利润。即便不同的公司拥有同种类的无形

资产，企业外部环境也相同，但不同企业获取的超额

利润也不相同。

首先，企业拥有无形资产的数量、种类、来源渠

道、拥有程度、质量等不同，因而带来的超额利润的

多少也不同。例如，假设两家公司由于应用了新技

术并获得了相同种类的专利权，排除其他因素，拥有

两项专利权比拥有一项专利权的公司能够获取更多

的利润；拥有专利权又具有驰名商标的公司，比只拥

有同质量、同种类的专利权却没有创造出商标知名

度的公司能够获取更多的超额利润。其次，知识经

济时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产品更新换代的速度和

规模空前提高，某项专利技术不可能长期保持其先

进性和垄断地位。企业专利技术的先进程度严重影

响着企业获取超额利润的能力。再次，随着固定资

产的更新改造和产品的升级换代，依附于原有设备

的无形资产也会随着设备的更新换代而处于劣势或

被淘汰，企业的这部分无形资产就会被其他企业的

技术超越，其获利能力也会最终被超越。

上述情况及其形成原因，与马克思《资本论》的

地租理论有相似之处。由于无形资产为企业带来的

超额利润不同，便产生了无形资产的地租现象。

1．无形资产的“级差地租”

无形资产的不同内容对消费者或企业具有不同

意义。如环保新材料的应用、人性化的功能设计

(专利权)等可以给消费者带来便利。如果企业注

重品牌的建立和维护，使品牌拥有独特的历史、创始

人等能够满足消费者情感体验的独特性，这样的知

名企业必然比其他普通企业能获取更多的超额利

润，即“级差地租”。

由于企业自身的人力资源、技术条件、文化环

境、市场环境等内外部环境不同，企业拥有无形资产

的数量、种类、来源渠道、拥有程度、质量、先进性等

均不相同，导致个别生产价格低于社会生产价格，企

业因此而获得的超额利润就成为无形资产的“级差

地租I”，如拥有高端技术或多种无形资产的企业

比拥有一般或较少无形资产的企业能够获取更多的

超额利润。

当然，这里并不能完全照搬马克思的地租理论，

因为农业部门土地所有权的垄断阻碍资本的自由转

移和平均利润率的形成，而且土地面积有限，劣等地

也要投入生产，其个别生产价格可作为市场价格进

行交换。在其他生产部门，无形资产的级差地租只

能相对存在，因为处在最差技术水平企业的个别生

产价格并不一定就是社会生产价格。为便于研究，

本文暂以最低专利技术水平企业的个别生产价格作

为市场价格进行交换。假设A、B、C三个生产电视

机的企业外部环境相同，都拥有同种类的无形资产，

这些无形资产都已经进入成熟阶段并投入生产和销

售，但A、B、C三个企业的专利技术水平不同。假设

A最低，B居中，c最高，平均利润率为20％，则他们

在投入相同资本的情况下，A企业的收入为1 200

万元，扣除所投资本及平均利润共1 200万元，则A

企业没有超额利润，即没有级差地租；B企业收入为

1 600万元，扣除所投资本及平均利润共1 200万

元，则B企业的超额利润为400万元，即级差地租I

为400万元；C企业收入为2 000万元，扣除所投资

本及平均利润共1 200万元，则C企业的超额利润

为800万元，即级差地租I为800万元。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者为适应科学技术的

发展和市场竞争的需要，往往对企业的无形资产进

行连续追加投资，并因此具有不同的生产率和超额

利润，从而形成无形资产的“级差地租Ⅱ”。举例来

说，假设某生产电视机的企业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

和市场竞争的需要，对技术进行升级换代。假设平

均利润率为20％，以第一次投资的个别生产价格为

社会生产价格，则在每次投入相同资本的情况下，企

业第一次投资的收人为1 200万元，扣除所投资本

及平均利润共1 200万元，则企业没有超额利润，即

没有级差地租；第二次投资收入为1 600万元，扣除

所投资本及平均利润共1 200万元，则超额利润为

400万元，即级差地租Ⅱ为400万元；第三次投资收

入为2 000万元，扣除所投资本及平均利润共1 200

万元，则超额利润为800万元，即级差地租Ⅱ为8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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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无形资产的“绝对地租”

在无形资产中，拥有知名品牌等无形资产的企

业与不拥有这些无形资产的企业所获取的利润之间

存在较大差异。现实生活中，一些奢侈品比如名牌

包、名牌手表、高端轿车等产品的价值和个别生产价

格大大高于社会生产价格，但该品牌的传统和文化

已被社会认可且不易改变，那么该品牌产品仍可以

按照定价出售。比如纯手工打造的劳斯莱斯幻影，

每辆车都由专门人员生产，完全纯手工打造，而手工

生产每辆车的时间大约为350小时，大大高于采用

先进技术实现工业化生产的企业生产一辆轿车所用

的劳动时间，其价值和个别生产价格也大大高于社

会生产价格。这种由于价值高于社会生产价格而获

取的超额利润，就是无形资产的“绝对地租”。

3．无形资产的“垄断地租”

在无形资产中，若企业拥有某块特殊土地的使

用权或某种垄断产品的特许经营权，或者拥有某种

技术秘密或经营秘密，则其产品能够按照高于社会

生产价格和价值的垄断价格出售，从而获得的超额

利润，这称为无形资产的“垄断地租”。这种垄断价

格并不以生产价格为基础，也不以价值为基础。如

茅台酒，酿制茅台酒的用水主要是茅台镇赤水河的

水，赤水河水质好，用这种入口微甜、无溶解杂质的

水经过蒸馏酿出的酒特别甘美。此外，茅台酒的酒

窖建设也颇有讲究，从窖址选地、窖区走向、空间高

度，到窖内温湿度控制、透气性能，以及酒瓮的形式、

容量、瓮口泥封的技术等都极为讲究。这些都是关

系到成品酒质量的关键。“贵州茅台酒”这个品牌

为社会认可，即使价格是同类酒的几倍，也一直得到

消费者的青睐，所以茅台酒可以以垄断价格出售取

得垄断利润。我们将凭借这种特殊优势取得的超额

利润称为无形资产的“垄断地租”。

4．无形资产的价格

无形资产的独占性使其拥有巨大的获利能力和

巨大的吸引力，其他生产经营者若要得到这种无形

资产的使用权或所有权必须付出“代价”。与土地

的性质一样，无形资产这种特殊“商品”的价格同样

是其获取的超额利润的资本化。

四、结语

马克思的《资本论》诞生已有一个半世纪了，这

部著作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

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虽然它是对自由资本

主义阶段的自由市场经济的经验总结，但其揭示的

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社会发展规律以及它所运用

的方法，对研究和分析现在的市场经济依然有指导

作用。当前的时代条件已不同于马克思写作《资本

论》时的历史条件，如今经济社会迅猛发展，科学技

术日新月异，我们应该结合新情况、新特点来运用和

发展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解决当前我国现代化建设

中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这是其理论意义。同

时，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首先，可促使企业树立无形资产意识。一方面，

企业要树立无形资产的创造意识。企业对内要注重

科学技术的应用，提高技术水平，同时也要注重企业

内部管理，如人力资源管理、产品质量管理等，对外

要注霞品牌的树立和推广。另一方面，企业要树立

无形资产的保护意识。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绝大多

数企业已具有一定的无形资产保护意识，商标权、专

利权等都依法申请注册，但绝大多数企业尚没有在

国外或国际注册的意识。如果企业的无形资产被别

人抢注，尤其是在本企业已经开拓的市场由于没有

及时注册商标或申请专利等而被他人抢注，将会给

企业自身带来巨大损失。

其次，促进无形资产向无形资本转化。在知识

经济时代，大多数国家都允许以智力资源作为经济

实体的投资形式。这时无形资产便转化为无形资

本。无形资产承担资本角色，不仅为大量无形资产

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拓宽途径，同时也可以以此来

进行企业重组，盘活或激活其他生产力要素。此外，

还可以使新兴的高科技、高智能企业的建立获得资

本保障，为不同形式的资本嫁接拓宽渠道，使高新技

术产业、智能产业有更广阔的生存发展空间。【l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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