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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Ξ

谢富胜

　　摘要 : 国内学者对划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标准有不同的理解 ,经济实践和理论研究目的的变

化使西方学者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划分采取了新的标准。马克思区分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是为

了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演进 ,劳动的生产性对资本积累的重要作用。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的

变化需要扩大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外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劳动 ,是劳动能力在以公有制为

主体的多元化所有制结构的生产过程中所具有的关系和方式的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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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问题是长期争论不休的政治经

济学基本理论问题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一方面由于新

技术革命的影响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

变化 ;另一方面 ,20 世纪 70 年代末 ,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趋向

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也使得自身的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

化 ,因而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 ,由“非物质

生产部门”构成的第三产业日趋增大 ,第三产业的劳动也日

益渗透到社会生产的各个部门当中去。据统计 ,1996 年世界

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 ( GDP) 的平均比重已达 60.7%, 发

达国家第三产业占国民经济比重已达到了 70% 以上。我国

第三产业在 GDP中的比重由 1978年的 23.7% 增加到 2000年

的 33.2% 。在这种情况下 ,如何看待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

论 ? 怎样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劳动 ? 如何认识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劳动和第三产业的劳动 ? 成为国内

外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

一、国内外学者对生产劳动的研究

(一)国内学者对生产劳动的研究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物质产品的概念和生产领

域的范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必须随着经

济发展的实践扩大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的外延 ,关键是在扩

大生产劳动外延的范围问题上存在着激烈的争论 ,即对划分

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标准有不同的理解 ,概括起来主要

有以下几种标准。

一是以国内生产总值 (或国民生产总值) 的统计口径作

为划分标准 ,如钱伯海认为除了企业生产人员的直接劳动

外 ,包括科研、教育、文化事业部门、国家管理部门以及先前

企业等提供的劳动 ,合称社会劳动都创造价值。二是以市场

交换作为划分标准 ,如李江帆认为三大产业的所有劳动 ,只

要它们能创造出用于交换的使用价值就创造价值 ,具体而

言 ,不仅包括工农业、商业、饮食、裁缝、修理、运输、通信等行

业创造价值 ,而且科、教、文、卫、体都创造价值。三是以商品

生产作为划分标准。如程恩富主张凡是直接生产物质商品

和文化商品 (精神商品) 以及直接为劳动力商品的生产和再

生产服务的劳动 ,其中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实体的内部管理劳

动和科技劳动 ,都属于创造价值的劳动或生产劳动。但他不

赞成把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扩展到纯粹买卖、纯粹中介的经

济领域和党政军与公检法等非经济活动领域。四是以劳动

性质作为划分标准 ,如苏星认为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不是

按部门区分 ,而是按劳动性质来区分 ,应求助于劳动价值一

元论 ,而不能靠多元论来解决 ;吴易风提出对此问题既不应

作全面肯定判断 ,也不应作全面否定判断 ,应具体问题具体

分析。五是以满足人类需要作为划分的标准 ,如白暴力指出

生产劳动具有人类需要性、物质性 (客观存在性) 、社会性和

历史性 ,所以凡是能生产满足人类需要的物质产品的劳动都

是生产劳动 ,但是由生产的社会形式引起和为满足少数人需

要的劳动都不是生产劳动。①

(二)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对生产劳动的研究

20世纪 50 年代以来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由

于国家支出的迅速增长、商业和分配领域工人的巨大增加发

生了很大的变化。与这种变化相适应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

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的也发生了从解释资本主义剩余价

值问题转向对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剩余的使用问题的转化 ,

因此分析垄断资本的积累和增长以及剩余的浪费成为中心

问题②。经济实践和理论研究目的的变化使西方马克思主义

学者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划分采取了新的标准。

曼德尔认为 ,从生产新价值的角度与从社会一般利益的

角度区分的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两种概念是不同的 :从

生产新价值角度看的生产劳动从社会一般利益看不一定是

有益的活动甚至有害 ;从社会一般利益角度看的生产劳动从

生产新价值看不一定创造了新价值。从生产新价值的角度

来看 ,凡创造、改变或保存使用价值的劳动 ,或成为实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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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而在技术上不可或缺的劳动也就是使其交换价值得以

增加的都是生产劳动。③他还对“第三产业”的概念进行了分

析 ,认为只有同生产商品没有联系的创造性职业如科学研

究、艺术、医药、卫生、教育、体育以及一切与闲暇和假期有关

的“非生产性”活动 ,才同劳动生产率提高相联系 ,其他的都

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展的结果而不是原因。④吉尔曼 ( Gill2

man) 、莫瑞斯 (Morris) 和布莱克 (Blake) 从资本积累的角度对

斯密区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两种标准做出新的解释 ,

他们认为在斯密时代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是生产不变资本

和可变资本的劳动 ,即必需品 (或工资品) 和生产资料都是物

质商品 ,而奢侈品则是仆役和医生、教师以及艺术家等提供

的服务 ,因而斯密的第二种区分标准 (即物质规定性标准) 实

际上不是指商品的物质性 ,而是指物质商品有通过将自己转

移到别的商品中而保持自身价值的能力 ,也就是进入资本再

生产过程的能力 ,而奢侈品不能保持自身的价值 ,因而并不

进入资本再生产的循环⑤;必要性的检验标准不是产品的社

会有用性而是资本消费和积累的关系⑥ ,随着经济的的发展 ,

劳动力的价值或实际工资的内容包括了新的商品和服务如

国家提供的医疗、保健和教育等等。因此布莱克认为生产劳

动是指其产品能作为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重新进入生产过

程的劳动 ,包括那些并不直接创造剩余价值的活动如由国家

提供的医疗保健、教育以及在科学和研究部门进行的劳动 ⑦ ,

并认为他的标准是对马克思标准的替代。但与布莱克不同

的是 ,吉尔曼和莫瑞斯认为生产劳动是指在第一部类 (工资

品)和第二部类 (生产资料) 中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 ,并认为

他们的标准是对马克思标准的补充⑧。斯威齐认为国家支出

在数额和种类上的巨大扩张使其在经济活动中具有特殊重

要性需对其加以分析。国家的资本支出通常期望获得足够

的剩余价值以抵付政府债务的现行利息率 ,尽管在动机方面

与私人资本有些差别 ,但应将其视为资本 ,其活动具有生产

性 ;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 ,原来视为生产过程一部分的运输、

仓储、商品递送等活动的扩张大大超过竞争条件下社会必要

的界限 ,其超过部分不具有生产性⑨;在他与巴兰合著的《垄

断资本》和巴兰的《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中 ,他们提出区分的

标准是在一种比较合理的经济秩序下所必要的活动才是生

产劳动 ,其中包含那些同剩余交换的职业如教师、科学家、医

生、艺术家等的劳动 �λυ ,非生产劳动是指在资本主义制度条件

和关系下产生而在合理社会秩序下不存在的需求所导致的

劳动�λϖ 。

从以上国内外学者对生产劳动的研究来看 ,都已经脱离

了按物质生产过程作为标准来划分劳动的生产性 ,都试图结

合经济实践和研究目的的变化提出自己的标准来分析新的

问题 ,问题在于马克思当年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分析

是从什么意义上来进行的呢 ? 这些学者是否沿着还是背离

马克思的分析方法来分析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中的生产劳动和第三产业迅速发展的现实呢 ? 对上述学

者观点的分析归根结底 ,涉及到如何理解马克思对生产劳动

和非生产劳动的划分及其方法。

二、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

马克思认为最抽象、最简单的范畴 ,尽管由于其抽象而

适用于一切时代 ,但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 ,同样是

历史关系的产物 ,而且只有对于这些关系并在这些关系之内

才具有充分的意义。因此生产劳动这个经济范畴同样是一

个历史的具体的经济范畴 ,它不外是对劳动能力在特定的社

会生产过程中所具有的整个关系或方式的简称 ,为了表现

“那种作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资本本身的基础的劳

动的形式规定性”�λω ,必须区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生产劳

动和一般意义上的生产劳动。

(一)一般意义上的生产劳动

从一般意义上的生产劳动来看 ,通过劳动过程生产使用

价值是人类存在的必要条件 ,“每个商品的使用价值都包含

着一定的有目的的生产劳动 ,或有用劳动 ⋯⋯因此 ,劳动作

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 ,作为有用劳动 ,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

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λξ这种必要条件不仅对商品生产而

且对资本主义生产都是适用的 ,“为了把自己的劳动表现在

商品中 , ⋯⋯虽然使用价值或财物的生产是为了资本家 ,并

且是在资本家的监督下进行 ,但这并不改变这种生产的一般

性质。”�λψ从单纯劳动过程的角度来分析 ,凡是生产使用价值

的有用劳动 ,都是生产劳动 ,“如果整个过程从其结果的角

度 ,从产品的角度加以考察 ,那么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表现

为生产资料 ,劳动本身则表现为生产劳动。”这是“从物质生

产性质本身得出的关于生产劳动的最初的定义。”�λζ

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 ,生产过程与劳动过程开始出现了

分离 ,从总体劳动过程来看 ,在没有其他劳动者的协作下 ,单

个劳动者生产具有完整的使用价值的产品已越来越不可能 ,

因此“上面从物质生产性质本身得出的关于生产劳动的最初

定义 ,对于作为总体来看的总体工人始终是正确的 ,但对于

总体中的每一个单个成员来看 ,就不再适用了”�λ{ 。但是作为

总体来看的总体工人的生产劳动仍然是生产使用价值的有

用劳动。

(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生产劳动

马克思认为 ,从简单劳动过程的观点得出的生产劳动的

定义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绝对不够的。在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下 ,生产劳动是能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只有为资

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或者为资本的自行增殖服务的工人 ,才是

生产工人 , ⋯⋯生产工人的概念决不只包含活动和效果之间

的关系 ,工人和劳动产品之间的关系 ,而且还包含一种特殊

社会的、历史地产生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把工人变成

资本增殖的直接手段。”�λ|最初的生产劳动的定义 (即生产使

用价值的有用劳动)仅仅是第二种定义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

分条件。“用来生产商品的劳动必须是有用劳动 ,必须生产

某种使用价值 ⋯⋯只有表现为商品也就是表现为使用价值

的劳动 ,才是同资本相交换的劳动。但是不是劳动的这种具

体性质 ,不是劳动的使用价值本身 ⋯⋯构成劳动对资本的特

殊的使用价值 , ⋯⋯劳动对资本的使用价值 ,是由这种劳动

作为创造交换价值的因素的性质决定的 , ⋯⋯在于劳动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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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一个比劳动价格即劳动能力的价值所包含的抽象劳动量

大的抽象劳动量。”�λ}

生产劳动是和资本交换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 ,那么非生

产劳动就是和收入相交换的劳动。“什么是非生产劳动 ⋯⋯

那就是不同资本交换而直接同收入即工资或利润交换的劳

动 (当然也包括同那些靠资本家的利润存在的不同项目 ,如

利息和地租交换的劳动)”�λ∼ 。马克思强调指出 ,生产劳动和

非生产劳动的区分 ,同劳动的物质规定性从而劳动产品的物

质规定性 (即特殊的使用价值)本身毫无关系 ,生产劳动在资

本主义生产体系下 ,是把客观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 ,把客观

劳动条件的所有者转化为资本家的劳动 ,即把自己的产品作

为资本生产出来的劳动 ;是表现劳动能力在资本主义生产过

程中所具有的关系和方式的一个范畴 �µυ ,是资本主义主义存

在的必要条件。因此“同一种劳动可以是生产劳动 ,也可以

是非生产劳动。”�µϖ关键在于用来交换的劳动是否改变了交换

双方现有的经济关系。

在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 ,随着劳动分工的发展 ,

许多工人共同生产同一个商品 ,工人的劳动同生产对象之间

存在的关系 ,自然也是各种各样的。但是这些或那些工人都

属于生产劳动者的范围 ,因为他们集体生产一个使用价值 ,

并且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是同资本交换的雇佣劳动者。“但

是 ,所有这些劳动者的总体进行生产的结果 ⋯⋯表现为商品

或一个物质产品 ⋯⋯这些人中的每一个人对资本的关系是

雇佣劳动者的关系 ,是在这个特定意义上的生产工人的关

系。”�µω但是如何确定劳动同生产对象直接的关系或总体劳动

者的范围呢 ? 马克思指出 :“自然 ,所有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

式参加商品生产的人 ,从真正的工人到 (有别于资本家的) 经

理、工程师都属于生产劳动者的范围。”�µξ

作为第四个物质生产领域的运输业 ,由于物品的使用价

值只有在物品的消费中实现 ,物品的消费使物品的位置变化

成为必要 ,因此使运输业的追加生产过程成为必要。商品的

位置改变使其使用价值发生了变化 ,商品的交换价值增加 ,

增加的数量等于使商品的使用价值发生这种变化所需要的

劳动量 ,尽管具体劳动在商品的使用价值上没有留下一点痕

迹 ,但这个劳动已经实现在这个物质产品的交换价值中。

“在这里 ,生产劳动对资本家的关系 ,也就是说 ,雇佣工人对

资本家的关系 ,同其他物质生产领域是完全一样的。”�µψ

在《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中 ,马克思对流通领域和监

督劳动进行了分析。“商品经营资本 ———撇开各种可能与此

有关的职能 ,如保管、运送、运输、分类、散装等 ,只说它的真

正的为卖而买的职能。”�µζ商人资本就只是在流通领域从事买

卖行为的职能资本。“流通过程是总再生产过程的一个阶

段。但在流通过程中 ,不生产任何价值 ,因而也不生产任何

使用价值。在这个过程中 ,只是同一价值量发生了形式变

化。⋯⋯这种形态变化本身同价值创造或价值变化毫无关

系。”�µ{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 ,商品资本开始独立化

为雇佣雇佣工人的商业资本 ,也不会改变这里的分析。尽管

受雇于流通领域内的工人和生产领域内的工人都受资本的

剥削 ,但是他们不是生产劳动者。因此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来看的生产劳动从和资本相交换的劳动缩小为和生产资本

相交换的劳动 ;非生产劳动从和收入相交换的劳动扩大到包

括和流通领域的资本相交换的劳动。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

马克思认为区分流通领域中生产过程继续的标准是 :劳动是

一般生产所必须的活动还是由于商品生产形式包括资本主

义商品生产形式所特有的活动。如果是前者 ,其劳动是生产

劳动 ,如果是后者 ,则是非生产劳动 �µ| 。运用同样的原则 ,马

克思对监督劳动和政府的活动进行了分析 ,对于监督劳动 ,

“一方面 ,凡是有许多人进行协作的劳动 ,过程的联系和统一

都必然要表现在一个指挥意志上 ⋯⋯这是一种生产劳动 ,是

每一种结合的生产方式中必须进行的劳动。”�µ}对于政府的活

动 ,“一部分管理劳动只是由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敌对性 ,由资

本主义生产的对抗性引起的 ,它完全和流通过程引起的 9/10

的‘劳动’一样 ,属于资本主义生产上的非生产费用。”�µ∼

(三)其他生产方式下的生产劳动

尽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社会占支配地位 ,但

是还没有使社会中的一切生产方式从属于它。如不雇佣工

人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劳动 ,马克思认为农民和手工业者是

商品生产者 ,他们的劳动并不适用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的区分 ,因此农民和手工业者既不属于生产劳动者的范畴 ,

也不属于非生产劳动者的范畴 ,他们是自己的生产不从属于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商品生产者 �νυ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

统治地位的情况下 ,农民与手工业者尽管不从属于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 ,但在概念上却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这是这

类劳动也被大众视为生产劳动的根本原因。�νϖ

从马克思对一般劳动过程和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流通过

程以及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劳动的分析来看 ,在资本主义

生产关系下 ,生产劳动是指和生产资本相交换并能生产剩余

价值的有用劳动 (有用劳动指生产使用价值) ,包括从物质生

产总过程来看的所有雇佣劳动 ;非生产劳动是指不能生产剩

余价值的劳动 ,即使这种劳动能生产使用价值 ,它实际上包

括两个方面 ,一是由于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外进行而是

非生产的 ,另一方面是虽然在资本从属范围内 ,但由于被用

于实现剩余价值等非生产职能上而是非生产的。下面我们

用表 1 来表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

区分。

必须再次指出的是 ,资本主义社会中独立的手工业者和

农民等不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劳动不属于马克思分

析的范围。

表 1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 不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

生产剩余价
值的劳动

生产劳动 (包括工业、
农业、流通和服务业等
资本主义生产范围内
的劳动)

不生产剩余
价值的劳动

非生产劳动 (国家公务
员、政府雇员如教师、
医生等资本主义生产
总过程之外的劳动)

非生产劳动 (纯粹流通
领域如销售、广告工
人、不必要的监督人员
等资本主义生产范围
内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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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区分生产劳动的经济学意义和现
代社会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劳动问题

　　(一)马克思区分生产劳动的经济学意义

马克思从简单劳动过程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角度对

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分析表明 ,对于所讨论的劳动过程

的性质及其对人或对整个社会的有用性马克思并没有做出

判断�νω ,而只是分析了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作用 ,实

质上是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演进。从资本主义的观

点来看 ,劳动的社会形式从独立的劳动的形式和非生产劳动

变为资本的生产性劳动 ,就是从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变为受资

本雇佣的劳动者 ,从简单商品生产变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 �νξ。

区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是为了表明社会形式怎样

支配和改变实际事物和过程 ,资本家为了价值增殖用货币交

换劳动的过程中 ,产生了一种新的社会关系 ,独立的劳动形

式和非生产劳动转化成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的生产劳动 ,

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在资本主义制

度下 ,社会劳动的一切生产力都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 ,社会

发展的各种劳动形式都表现为资本的发展形式 ,“劳动的社

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这个发展的条件就表现为资本的行为”�νψ。

资本的生产性和先进性在于它以更加有利于生产的方式实

行强迫进行超过直接需要的劳动 ,从动态的角度来看 ,资本

主义生产的发展在于它不断将剩余价值转化为新的资本 ,而

剩余价值和生产劳动相交换是这种转换的必要条件之一 ,因

此 ,“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差别对积累是重要的”�νζ 。

在古典经济学者和马克思从事著述的时代 ,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还没有扩展到社会的一切部门 ,绝大部分劳动 (按照

是否和资本相交换并生产剩余价值的标准) 主要存在于资本

的活动范围之外 ,对资本增殖都不直接发生作用 ,从资本家

的观点来看它们都是浪费的 ,因而古典学者如亚当·斯密主

张把它减少到最低程度。但是马克思的分析表明 ,从物质生

产过程来看 ,进入资本积累过程并为这一过程所必需的劳动

并不都是生产劳动 ,对资本家来说 ,生产商品价值的目的是

为了获得剩余价值 ,为了实现商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 ,要求

商品变为货币形式 ,因此用于销售来实现商品价值的商业劳

动以及为占用在生产中的部分剩余价值的信贷、投机资本所

雇佣的劳动 ,尽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必需的 ,但其本身

却是非生产性的。商业和金融领域雇佣工人的劳动没有创

造价值的效果并非由于其劳动的确定形式 ,而是由于其功能

只是有助于在市场上实现价值 ,有助于互相竞争的资本争夺

价值 ,有助于投机、信贷等形式的资本参与剩余价值的再分

配。除了不能实现价值增殖以外 ,在一切方面和生产劳动都

是相同的 ,因此在观念上对从事这些行业的资本家来说 ,都

是生产劳动。但是从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来看 ,生产劳

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划分还是必要的 �ν{ 。

(二)现代资本主义的变化和生产劳动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伴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发展 ,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不断深化和扩展 ,一方面 ,新技术革命使电子信

息机器逐步代替人操作的机器 ,生产社会化程度加深引起劳

动过程协作和分工进一步发展 ,企业内部直接生产的产品和

工序的分工、为生产服务的职能分工、体力和脑力分工扩展

到企业外部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和劳动过程出现了进一步的

分离 ,总体劳动过程相应进一步扩大 ;另一方面 ,生产过程中

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导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出现了劳动者向

非物质生产领域和新兴产业转移的两种趋势 ,大部分服务性

劳动也由原来的个体劳动方式转变为社会劳动方式 ,由个人

经营转变为资本主义经营 ,即从非生产劳动转变为生产劳

动 ,各种劳动形式包括家务劳动在内的服务劳动都已经处在

资本的支配之下 ,资本和劳动交换的范围几乎囊括了社会经

济生活的所有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极大地扩大了资本

主义的生产能力 ,商品价值的实现在资本主义社会成为比创

造新价值更为迫切的问题 ,导致处于流通领域的资本急剧膨

胀 ,专用于信贷、投机等方面的资本也显著增多 ,在流通领域

从事实现和在各资本之间分配剩余价值的雇佣劳动者越来

越多。同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进行了新的调整 ,私人垄断

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过渡 ,庞大的国家支出也吸收

了大量的雇佣劳动者。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正是在上述变化的基础上来分析

现代资本主义劳动的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 ,曼德尔的划分标

准继承了马克思分析的传统 ,他对第三产业的分析对我们如

何看待第三产业问题有很大的启发性。斯威齐、巴兰、布莱

克、吉尔曼和莫瑞斯等人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着

眼于他们设定的研究目的 :资本主义剩余的分配和积累 ,显

然已经背离了马克思把生产劳动和剩余价值结合分析的方

法 ,但是斯威齐和巴兰对国家资本支出和垄断资本主义条件

下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却是按照马克思的方法来进行分析

的 ,对我们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表明 ,尽管由于新技术革命的影

响 ,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但是马克思的生

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对于考察资本和劳动的交换关

系、考察资本主义积累还是适用的 ,只不过必须适应历史条

件的变化 ,扩大总体雇佣劳动者的范围 ,将按资本主义方式

经营的非物质生产部门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性支出雇

佣的劳动包含进去 ,但纯粹由于商品生产和垄断资本主义生

产形式所产生的如商业金融部门、国家的非资本性支出和生

产过程中超过社会生产必要限度的活动仍然属于非生产劳

动。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劳动问题

就我国来说 ,第三产业的发展是在探索市场取向的经济

体制改革目标的过程中 ,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理性设计中

逐步发展和壮大的。第三产业的发展并非是反映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的扩展 ,而是反映了随市场在社会中的扩展以及生

产分工、经济社会化的过程。从第三产业部门来看 ,其中很

大一部分如交通运输业、仓储及邮电通讯业、科研业、综合技

术服务业、地质勘察业和水利管理业都是为物质生产服务

的 ,实质上是物质生产过程的延伸 ,其出现是由于物质生产

过程内分工的发展 ,使得完成这些功能的生产环节分化成独

立的职业以致企业 ;同时由于市场的发展逐渐改变了家庭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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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种社会生活、生产和消费机构的职能 ,出现的为生活服

务和满足人的精神需要的服务业也是为提高物质部门和上

述为生产服务的部门的效率的 ,显然不再是古典学者和马克

思那个时代仅仅是为某些特定阶层服务的奢侈性享受。一

些新的服务如建筑师、工程师、律师、医生和会计审计师等独

立的自由职业者 ,本身也是过去物质生产部门的一部分独立

化的产物 ,我国第三产业部门的发展本身就预示着我国物质

生产的发展。

国内学者正是在我国经济结构发生了以上变化的情况

下来讨论上述问题的 ,显然所有的标准都将生产劳动的区分

和剩余价值的生产分割开来。按照第一、二种标准 ,实际上

几乎不存在或很少存在非生产劳动了 ,从而没有必要划分劳

动的生产性了 ;就第三种标准来说 ,商品生产并不意味着价

值增殖 ,生产商品的劳动并不都具有生产性 ,另外纳入劳动

力商品生产再生产的劳动易为“各种冒充生产劳动的谬论敞

开大门”�ν| ;第四种标准实际上没有具体阐明什么是生产劳

动、什么是非生产劳动 ,但指出了分析劳动生产性的正确方

向 ;第五种标准以社会需要性来划分 ,社会需要性实际上可

以任意解释 ,因而实际上并没有划分出劳动的属性。

生产劳动的划分是服从于各自的研究目的的 ,古典学者

对生产劳动划分的目的是探讨国家致富的原因 ;马克思对生

产劳动划分的目的是分析与资本相交换的劳动是如何生产

剩余价值的和对资本积累的影响因素 �ν} ,由此来揭示资本主

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发展过程的 ;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

对生产劳动划分的目的是为了研究现代资本主义剩余的分

配和积累。由此可见我国对生产劳动的区分也必须确立自

己的研究目的 :即研究劳动能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下

的作用 ,研究劳动能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配置对

资本积累从而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条件下的生产劳动 ,是指劳动能力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元

化所有制结构的生产过程中所具有的关系和方式的简称。

从我国目前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的并存和共同

发展的所有制格局 ,以及市场化过程还处于发展中 ,一些物

质生产部门和非物质生产部门还不完全按照商品生产来组

织等现实来看 ,试图在一个统一的标准上来划分生产劳动和

非生产劳动实质上是一种形而上学 ,没有什么意义。因而对

生产劳动的定义必须结合不同所有制情况来分析 ,就市场经

济条件下公有制生产方式来看 ,生产劳动是指通过市场与公

有制的生产资料相结合生产社会剩余的劳动 ;就私有制生产

方式来说 ,生产劳动是指与私有资本相交换生产剩余价值的

劳动。这两类生产劳动的区别在于通过市场与不同性质的

生产资料的交换的劳动使交换双方改变的经济关系之间的

差异。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力发展来看 ,这两

类生产劳动在全社会总劳动能力中的分布及其相互关系对

于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积累都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其

不同比例表明我国生产剩余的生产潜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条件下所产生的潜在剩余与实现为货币的剩余价值量之

间的矛盾程度。当然生产劳动的划分是与劳动的具体特性

和特定的劳动产品没有什么关系的 ,对劳动能力的区分也不

包括那些非商品化的劳动和不从属于社会化生产的生产方

式下的商品化劳动的。

注释 :
①谢富胜 等 :《近十年来国内学者劳动价值论研究综述》,载《教

学与研究》,2002(2) 。

②Ian.Gough,Marx ’sTheoryofProductiveandUnproductiveLabor,

NewLeftReview,1972 (76) ,pp.61.

③④曼德尔 :《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文版 ,上卷 ,188～189、

205～207 页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⑤⑦JustinBlake,1960.JacobMorrisonUnproductiveEmployment:A

Criticism.ScienceandSociety:24,pp.171,173.

⑥JacobMorris,1958.UnemploymentandUnproductiveEmployment,

ScienceandSociety,22,pp.195.

⑧JosephGillman,1965.ProsperityinCrisis,NewYork,pp.23;Jacob

Morris,1958.UnemploymentandUnproductiveEmployment,ScienceandSoci2
ety,22,pp.194.

⑨保罗·斯威齐 :《资本主义发展论》,中文版 ,255、307 页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1997。

�λυ必须注意 ,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并不都是

生产劳动 ,因为许多劳动在合理的经济秩序下都不是必要的 ,因而是

浪费的。

�λϖ PaulA.Baran,1957.ThePoliticalEconomyofGrowth,London,pp.

32～33. 保罗·巴兰、保罗·斯威齐 :《垄断资本》,中文版 ,134 页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1977。

�λω�λ} �λ∼ �µυ �µϖ �µω�µξ �µψ �νυ �νψ �ν|马克思 :《剩余价值理论》,中文版 ,第 1

册 ,426、431、148、426、432、444、147、444～445、439、421、164 页 ,北京 ,人

民出版社 ,1975。

�λξ �λψ �λζ �λ{ �λ|马克思 :《资本论》,中文版 ,第 1 卷 ,55～56、201、205、

556、556 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µζ �µ{ �µ}马克思 :《资本论》,中文版 ,第 3 卷 ,314、311、431 页 ,北

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µ|参见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2 卷第 6 章对保管费用和第 3 卷第

20 章对商品资本的分析。

�µ∼ 马克思 :《剩余价值理论》,中文版 ,第 3 册 ,561 页 ,北京 ,人民

出版社 ,1975。

�νϖ �ν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 49 卷 ,104、110 页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82。

�νωE.K.Hunt 认为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存在从社会有用性来区分

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地方。但他所引用的论述实际上是马克思

阐述为什么士兵和薄计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必不可少的原因。E.K.

Hunt,1979.TheCategoriesofProductiveandUnproductiveLaborinMarxist

EconomicTheory.ScienceandSociety,43,pp.311.

�νξ哈里·布雷弗曼 :《劳动与垄断资本》,中文版 ,367 页 ,北京 ,商

务印书馆 ,1978。

�ν{尽管西方主流经济学学者故意淡化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

区分 ,但是在研究具体问题尤其是生产体制时却无意识的强调了这

种区分 ,如在近年来比较美国体制、美国福特制以及日本弹性专精的

生产体制的相对生产率时 ,西方学者认为其各自效率的提高实际上

来源于对各种生产体制中非生产劳动的最小化来降低成本。国内近

年来翻译的这方面著作如《大规模定制》(约瑟夫·派恩 著 ,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利益相关者公司》(大卫·威勒 等著 ,经济

管理出版社 ,2001年版)等等。

�ν}P.Meiksins,1981.ProductiveandUnproductiveLaborandMarx ’s

TheoryofClass.ReviewofRadicalPoliticalEconomy,13,p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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