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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 才 的 两 重性和按劳介 配

刘 云 彬

一
、

市场经济体制和按劳分配

按劳分配是和经济体制紧密相联的
。

公

有制作为按劳分配的前提
,

只是规定了按劳

分配的基本原则
。

但按劳分配原则的贯彻则

要通过具体的经济体制来实现
。

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原先的经济体

制都是以产品经济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
。

计划经济体制虽然在历史上起过 积 极 的 作

用
,

但它毕竟不是社会主义现代公有制所要

求的经济体制
。

原先需要维护的经济体制现

在已经成了改革的对象
。

我国经济体制的改

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用市

场经济体制代替计划经济体制是经济体制上

的一场根本变革
。

但按劳分配的基本原则则

不会因这种变革而改变
,

按劳分配仍是社会

主义公有制经济分配个人消费品 的 基 本 原

则
。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

按劳分配的基本原

则虽 然不变
,

但按劳分配原则的贯彻和实现

则发生 了许多深刻的变化
,

而与计划经济体

制下的按劳分配不同
。

这种不同
,

则主要表

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
,

按劳分配的主体不同
。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

按劳分配的主体是

国家
。

分配什么
,

分配多少
,

怎样分配
,

均

由国家决定
。

企业只是国家的附属机构
,

没

有分配 自主权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

按劳分

配的主体不再是国家而是企业
。

如何分配完

全 由企业 自行决定
,

分配的多少也会因企业

经济效益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

国家只对分配

的总体进行宏观管理
,

而不再直接插手企业

的具体分配
。

企业 自主分配是企业 自主经营的重要内

容
,

没有自主分配权的自主经营 是 不 完 整

的
,

不是名符其实的自主经营
。

但 另 一 方

面
,

企业的自主分配同时又要以企业 自我约

束机制的形成为前提
。

企业形成了 自我约束

机制
,

企业才不会滥用 自主分配权
,

才有利

于企业的健康发展和按劳分配的贯彻执行
。

第二
,

按劳分配的基准不同
。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

按劳分配中劳的基

准是劳动者直接为社会提供的个别劳动
。

因

为马克思原来设想的按劳分配是排斥商品货

币关系而以产品经济为基础的按劳分配
。

在

产 品经济条件下
, “

社会的劳动 日是由所有

的个人劳动小时构成的 每一个生产者个人

劳动时间就是社会劳动 日中他所 提 供 的 部

分
,

就是他在社会劳动 日里的一分
。

他从社

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
,

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

动 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
,

而

他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所提供

的劳动量相 当的一分消费资料
。

他以一种形

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
,

又以另 一种形式全部

领 回来
。 ”

①按劳分配之所 以以劳动者直接

为社会提供的个别劳动为基准
,

就是因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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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经济条件下
,

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行和社

会劳动的分配都是按计划进行的
,

每一个生

产者为社会提供的个别劳动都是有效的
,

直

接是社会劳动 日的组成部分
。

现 在 有 些 文

章
,

把按劳分配中的劳的基准说成是社会必

要劳动是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的
。

尽管现实

的做法 已和马克思设想的有所不同
,

但对问

题的分析则必须 以马克思的原意为根据
,

才

有利于 问题的解决
。

而这种设想能否在现实

中贯彻
,

则是另一 回事
。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

按劳分配中的劳的

基准不再是劳动者直接为社会提供的个别劳

动而是社会劳动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

因为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

只 有社会劳动或社会必

要劳动时间才能形成商品的价值
,

才能作为

按劳分配的基准
。

劳动者为社会提供的个别

劳动并不直接就是社会劳动
,

它必须转化为

社会劳动
,

不能转化为社会劳动 的 个 别 劳

动
,

是得不到社会承认的
,

是社会劳动的浪

费
,

是不能作为按劳分配中的劳的基准的
。

第三
,

按劳分配的途径不同
。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

按劳分配的实现途

径是国家计划的安排
,

并 以行政 手 段 为 保

证
。

收入分配与企业经济效益无关
。

企业亏

损不但工资可以照发
,

而且工资的调升也同

样有份
。

职工吃企业的
“

大锅饭
” ,

企业吃

国家的
“

大锅饭
” 。

先进得不到鼓励
,

后进

受不到鞭策
。

按劳分配实际上变成了平均主

义
,

不但起不到调动生产者劳动积极性的作

用
,

反而挫伤了生产者的劳动积极性
。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

按劳分配的实现途

径不是计划的安排而是市场的调节
。

不但收

入分配的内容和数量要受市场机制的约束
,

而且收入分配的形式也必须与市场经济体制

的要求相适应
。

分配上的供给制和分配形式

的实物化
、

分配手段的计划化都是和市场经

济体制的要求不相容的
。

市场经济体制所要

求的是收入分配的价值化
、

货币 化 和 市 场

化
。

上述三个方面的不同
,

其实也就是市场

经济体制下技劳分配所具有的一 些 基 本 特

点
。

二
、

现代企业制度和劳动力的商品性和

非商品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

实行按劳分配是与

劳动力的商品属性相联系的
。

劳动力成为商

品是市场经济本身的要求
。

在资本主义私有

制条件下是这样
,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

也同样是这样
。

要说清资本主义私有制中劳

动力的商品属性
,

理论上并无困难
,

而且早

有定论
。

但要说清社会主义公有制中劳动力

的商品属性
,

在理论上则有相当的难度
,

决

非轻易之举
,

而且原是人们不敢 谈 论 的 禁

区
。

现在谈论劳动力商品的文章虽然多了
,

但现有的研究都还不是以为公有制中劳动力

的商品属性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

其原因
,

一是起步较晚
,

二是因为现有的研究大都不

是从公有制本身去寻找劳动力商品的原因
,

而是把公有制撤开了
,

因而未能获得成功
。

公有制经济中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原因不在公

有制之外
,

而在公有制本身之中
。

应该从公

有制本身去寻找劳动力商品的经济根源
。

从公有制本身去寻找劳动力 商 品 的 原

因
,

但不是从马克思设想的公有 制 中 去 寻

找 从马克思设想的公有制中是找不到劳动

力商品的经济根源的
。

因为马克思设想的公

有制是以产品经济为基础的
,

它不但排斥劳

动力成为商品
,

而且还排斥劳动产品成为商

品
。

从公有制本身去寻找
,

当然也不能从社

会主义各国革命后建立起来的公有制中去寻

找
。

虽然这种公有制和马克思原来设想的公

有制已经有所不同
,

但从这种公有制中也同

样难于找到劳动力商品的经济根源的
。

因为

它在本质 仍然是一种排斥商品货币关系的

公有制
。

要从公有制本身去寻找劳动力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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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根源
,

只能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践

中开始形成的以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为基础

的社会主义现代公有制形式中去寻找
。

从现

代公有制中去寻找
,

当然也不能仅停留在劳

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这一抽象层次上
,

而

且还必须从现代公有制的具体实现形式以及

与此相关的现代企业制度中去寻找劳动力商

品的经济根源
。

现代企业制度是和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

的一种企业制度
。

它是我 国国有企业改革的

基本方向
。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 问题是

确立企业法人财产 问题
。

企业法人财产可 以

有多种不同的称谓
。

从法学角度给予界定
,

企业法人财产
,

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企业法

人产权
。

如果不是从法学角度而是从经济学

角度给予界定
,

企业法人财产
,

其实就是企

业法人所有制
。

企亚法人产权和企业法人所

有制是同一事物的两面
,

只是角度不 同
,

两

者并无本质的差别
。

现代企业制度就是以企

业法人所有制为基础的一种企业制度
。

企业

法人所有制并不是本体所有制本身
,

而是生

产资料本体所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
,

其本身

并无姓资姓社的区别
。

它既可以和私有制相

联系
,

又可以和公有制相联系
。

企业法人所

有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相联系
,

它就是资本

主义私有制的实现形式
,

企业法人所有制和

社会主义公有制相联系
,

它就是社会主义公

有制的实现形式
。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把建

立现代企业制度作为我 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

向
,

从根本上讲
·

其实就是把公有制的国有

形式改为公有制的企业法人所有制形式
。

与

公有制相联系的企业法人所有制是一种更能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公有制形

式
。

与生产资料公有制相联系的企业法人所

有制同时又是一种具有两重性的社会主义公

有制形式
。

一方面
,

它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

的实现形式
,

其财产的基本属性 仍 是 公 有

的
,

也就是说
,

它具有公有性的一面 另一

方面
,

它作为一种独立的所有制形式
,

其本

身又是一个自主经营
、

自负盈亏的民营性经

济主体
,

或者说
,

它又具有民营性的一面
。

公有性和民营性就是以企业法人所有制为其

实现形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公有制所具有的两

重性
。

社会主义现代公有制的主要优势是

既坚持了社会主 义经济公有性的优点
,

又避

免了社会主义经济原公有制的缺点 既吸收

了非公有制经济民营性的长处
,

又避免了非

公有制经济原有的短处
。

集两者之所长
,

避

两者之所短
。

与公有制相联系的企业法人所

有制不但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 自主经营
、

自负盈亏提供了所有制形式基础
,

而且也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

体制性支柱
。

它是一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社

会主义公有制实现形式
。

与社会主义现代企业法人所有制的两重

性相适应
,

处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的劳

动者也就具有主人和雇员两重身份
。

从现代

企业法人所有制所具有公有性看
,

处于社会

主义公有制经济中的劳动者是公有生产资料

的共同占有者
,

是公有生产资料的主人
,

也

就是说
,

他具有主人的身份 但从现代企业

法人所有制具有民营性看
,

处于社会主义公

有制经济中的劳动者又只是其自身劳动力的

所有者
,

是公有制企业的雇员
,

也就是说
,

他又具有企业雇员的身份
。

在公 有 制 经 济

中
,

劳动者的主人和雇员的两重身份不是人

为的
,

而是由以企业法人所有制为其实现形

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公有形式的两 重 性 决 定

的
。

在社会主义现代企业法人所 有 制 经 济

中
,

不但劳动者具有两重身份
,

而且劳动者

的劳动力也具有两重性
。

一方面
,

处于社会

主义现代公有制经济中的劳动者
,

作为公有

生产资料的共 同占有者
,

作为社会主义企业

的主人
,

其劳动力是不具有商品的属性的
,

或者说
,

劳动力不是商品
。

因为作为共 同 占

有生产资料主人的劳动者是不可能把 自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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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当作商品而 自己出卖给 自己或 自己所

属的共同体的
。

但另一方面
,

处于社会主义

现代公有制经济中的劳动者
,

作为 自身劳动

力的所有者
,

作为社会主义企业 的雇员
,

其

劳动力又必然具有商品的属性
,

或者说
,

劳

动力又是真正的商品
。

劳动力的商品性和非

商品性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公有制经济中劳动

力所具有的两 重性
。

社会主义公有经济中劳

动力的两 重性也不是人为的
,

它是 由公有经

济中劳动者的两重身份决定的
,

或者说
,

是

由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主要实现形式的现代

企业法人所有制的两重性决定的
。

在社会主义现代公有制经济中劳动力的

两重性是一种客观存在
。

只承认其 中一 种属

性而否定其另一种属性
,

都 是 片 面 的
,

都

难 以正确认识劳动者在社会主义公有经济中

的地位和作用
,

都会有碍于社会主义公有经

济的健康发展
。

如前所述
,

我 国经济体制改

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从经济

的运行方式讲
,

市场经济就是市场在资源配

置 中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
。

劳动力是最重要

的经济资源
。

但如果只承认劳动力的非商品

性而不承认劳动力的商品属性
,

劳动力不能

进入市场
,

不能 自由流通
,

市场配置资源的

基础性作用就难 以实现
,

市场经济也就不成

其为市场经济
,

或者只能称之为 半 市 场 经

济
。

自主经营是企业转变经营机制的前提
,

也是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
。

但如果劳动力不

能进入市场
,

需要的劳动力进不来
,

不需要

的劳动力 出不去
,

企业 自主经营也难免流于

形式
,

经济效益也难 以提高
。

所 以必须承认

劳动力的商品性
。

但只承认劳动力的商品属

性而不 司时承认劳动力的非商品性
,

也同样

具有片面性
。

劳动力成为商品并不是资本主

义所特有的
,

而是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本身

的要求
。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
,

并不

在于劳动力是不是商品或是否具有商品的属

性
,

而在于劳动者是不是生产资料的主人
,

其劳动力是否具有非商品的属性
。

但是
,

如

果只承认劳动力的商品性而不承认劳动力的

非商品性
,

要作出上述两者之间区别
,

在理

论上是难 以说清的
,

在实践上对于调动生产

者的劳动积极性则是不利的
。

因此
,

止确的认识应该是面 对 客 观 现

实
,

同时确认劳动力的两种属性
。

只有既承

认劳动力的商品性又承认劳动力 的 非 商 品

性
,

才有利于 劳 动 力 市场的形成和社会主

义 汀场经济休制的建立
,

才能全面调动生产

者的劳动积极性
,

优化资源配置
,

提高经济

效益
,

加快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
,

使我国经

济的发展不断跃上新的台阶
,

实现社会经济

的现代化
。

三
、

劳动力价值和多劳多得

工资是劳动者参与收入分配 的 主 要 形

式
,

也是实现按劳分配的基本形式
。

在市场

经济体制下
,

和劳动力的两重性相适应
,

作

为按劳分配形式的工资
,

实际上也包含两个

部分的内容 一是劳动力价值的部分
,

一是

多劳多得的部分
。

和工资的上述两部分相适应
,

按劳分配

的实现就必须分步进行
,

而不可能象在计划

经济体制下那样一步到位
。

第一步
,

实现劳

动力的价值
,

第二步
,

再在实现劳动力价值

基础上实现多劳多得
。

要实现劳动力的价值
,

劳动力就必须进

入市场
。

实现芳动力的价值是实现按劳分配

的基础
。

但是
,

实现了劳动力的价值并不等

于实现了按劳分配
。

社会主义公有经济中的

劳动者和资本主义私有经济中的 劳 动 者 不

同
,

他不是单纯的雇佣者
,

他既是公有企业的

雇员又是公有企业的主人
。

劳动力价值只反

映劳动者是公有企业雇员的一面
,

而没有反

映劳动者是公有企业主人的一面
,

或者说
,

劳动力价值所反映的只是劳动力 的 商 品 属

性
,

而没有反映劳动力的非商品属性
。

如果

劳动者的工资仅 限于劳动力的价值不但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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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社会主义工资的本质
,

而且也未超出资

本主义工资的狭隘界限
。

因此
,

要实现按劳

分配还必须在实现劳动力价值的基础上再实

现多劳多得
。

只有既实现了劳动力的价值又

实现了多劳多得
,

社会丰义工资才算超出了

资本主义工资的狭隘界限
,

才能
一

正确地反映

社会主义公有经济中劳动者的两重身份和劳

动力的两重性
,

才算真正实现了按劳分配
,

才有利于调动生产者的劳动积极性
,

发挥社

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优越性
。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

按劳分配的不 同部

分不但是分步进行的
,

而且也是分别在不 同

领域中实现的
。

实现劳动力价值的部分是直

接在劳动力市场中进行的
。

从社会再生产角

度看
,

它是社会再生产的前提
。

因为要进行

生产首先得晌买劳动力
,

而作为劳动力价值

转化形式的工资
,

在劳动力市场上就是预先

确定了的 实现多劳多得的部分
,

虽然也不

能离开市场
,

但市场只是作为一个前提
,

但

其具体分配则是在市场之外进行的
。

从社会

再生产角度看
,

它是社会再生产的结果
。

劳

动力价值的实现直接受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

的影响
,

而与企业经济效益无关 多劳多得

的实现则直接受企业经济效益的影响
,

而与

劳动力供求关系无关
。

劳动力价值部分是按劳分配 的 基 础 部

分
,

多劳多得部分是按劳分配的核心部分
。

从工资角度看
,

前者可称之为劳力工资
,

后

者则可称之为劳动工资
。

作为社会主义重要

特征的按劳分配
,

基本上就是 由 劳 力 工 资

和劳动工资两个部分构成的
。

按劳分配的这

一工资结构
,

基本上也就规定了我国新的适

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公有经济工

资制度的总体框架
。

在新的工资体系结构中
,

劳力工资的确

定
,

在操作上并无困难
,

而且容易把握
。

劳

动工资的确定
,

在具体操作上则有一定的难

度
,

而且也不容易准确把握
,

但不是无法解

决的难题
。

决定劳动工资增长的因素主要是

企业经济效益的好坏
。

从实际情况考察
,

实

行工效挂钩则不失为解决上述 问题的一个可

行办法
。

企业经济效益好
,

劳动工资就多
,

增长就快
。

反之
,

劳动工资就少
,

增长就慢
。

企业缺乏效益
,

劳动者就只能得到按劳分配

中的劳力工资部分
。

如果连年亏损
,

企业破

产
,

劳动者就只好重新择业
,

另谋出路
,

但

要有相应的社会保障系统与之配套
。

同时
,

还要建立和健全各种职业培训机构
,

为劳动

者重新择业就业创造条件和提供新的机会
。

按劳分配实行工效挂钩必须兼顾 目前利

益和长远利益
,

劳动工资的增长应 以不超过

企业经济效益的增长为原则
。

经 济 效 益 不

同
,

工效挂钩的具体比例也应该有所不同
,

有的高些
,

有的低些
。

劳动工资在企业内部

各类人员之间的分配
,

一要考虑他们各 自的

实际劳动情况
,

二要考虑各类劳力工资的差

率
。

超额完成任务和个别有特殊 贡 献 的 人

员
,

除应得到劳动工资之外
,

还应分别发给

奖金或给予重奖
,

以资鼓励
。

上述按劳分配的基本结构和原则
,

对于

政府机关和某些非赢利性的企事业单位
,

也

是同样适用的
,

但具体细则上应有所不 同
。

注释

①《哥达纲领批判 》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

第 卷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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