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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马克思的劳动力商品理论，构建和谐工资关系’

罗 英，蒋南平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成都61O074

    〔摘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工资的确定不能违背马克思提出的劳动力商品的价

值学说，劳动者的工资仍然是劳动力价值的货币表现。同时，劳动者的工资还将受地区、行业、

职业、个人能力及相关素质的影响而显得不平衡。马克思的劳动力商品理论是当今保障劳动

者工资收入权益，构建和谐工资关系的重要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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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在我国，劳动力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

即劳动者的工资方面，较普遍地出现了以下几种现

象:第一，劳动者得到正常的工资。即劳动者在其

劳动力发挥作用之后，劳动者得到大于劳动力价值

的工资收人。第二，劳动者得到相当的工资。即劳

动者在被用人单位录用之后，能得到与其拥有的劳

动力商品价值大致相当的工资收人。第三，劳动者

得到过低的工资。即在劳动者的劳动力发挥作用

之后，劳动者仅得到远低于劳动力商品价值的工资

收人。第四，零工资。即劳动者在劳动力发挥作用

之后，劳动者得不到工资收人，自己将被动或主动

地放弃工资收人。第五，负工资。指劳动者劳动之

后，不仅得不到工资，而且还要付给雇主或用人单

位一部分费用。这五种工资现象，除第一种情况

外，其余四种都是不正常状况。可是，这四种不正

常状况常常被一些人认为是一种“合理的存在”。

而第一种正常情况，也被看成是这四种“合理的存

在”的特殊情况。人们的理由是:按照供求原理，当

劳动力商品供过于求，必然导致其价格— 劳动者

的工资下降，所以存在超过最低工资标准以下的工

资或劳动力的付出与收人的取得并不相称的低工

资，这些工资甚至为零。所以存在大学生自愿放弃

工资，自愿为企业义务工作或企业拖欠工资，而让

工人白干活的现象。甚至为负，所以存在个别企业

以收培养费、培训费、损失费为名，收取未取得工资

收人的工人特别是刚工作的新工人的费用。而当

劳动力商品的供给低于需求时，就导致劳动者的工

资上升，所以会出现劳动者的工资高于劳动力价值

这种情况。

    我国现在实行的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为主

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制度，但是从以上五种工

资现象来看，只有其中一种具有按劳分配意义，其

余四种既不是按劳分配，又不完全是按生产要素分

配(如按劳动、土地、资本等要素分配等)，也不是特

指的“其他分配”形式(如按资本分配，按机会分配

等)，而是一种特殊的收人分配形式。该如何评价

上述工资现象，也反映了当前的现实生活中如何对

待劳动力价值及劳动者工资的不同态度。

    二、马克思的“劳动力商品价值论”是解

决劳动者工资现实问题的理论基础

    要评价分析当前存在的劳动者的五种工资收人

现象是否合理，这就需要回到一个古老的辩题，即劳

动力是商品还是劳动是商品这个辩题上来。我们需

要对马克思的劳动力商品理论再次进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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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承认劳动力是商品，则很自然认为应按马

克思的观点，商品按价值出售，商品价格由价值决

定;价格围绕价值波动，但长期来看两者趋于一致。

根据这个理论，劳动者的工资应该无条件的由劳动

力商品的价值来决定。如果承认劳动是商品，则很

自然地将劳动者的整个劳动过程以及劳动的数量及

质量无条件地隶属于资本，工资的高低则纯粹由资

本或企业(经营者)来安排，且不完全取决于市场。

    理论层面上，认为劳动力是商品而非劳动是商

品的观点依据是:其一，从马克思商品的价值定义

来看，商品的价值是耗费在商品生产中的劳动的凝

结，价值量由所含社会劳动量决定。如果将劳动作

为商品，将出现这样的同义反复:劳动的价值量是

由劳动量决定，劳动的价值是劳动的凝结。其二，

如果劳动是商品，应在出售之前就独立存在，实际

上劳动是劳动力的使用，它在劳动过程开始以后才

存在。其三，如果劳动是商品，有价值，按等价交换

的原则购买劳动，就将对劳动者的全部劳动付酬，
剩余价值就无从产生，就没有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

和发展。因此，工资表现为劳动的价值或价格是一

种现象，实际上资本主义工资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

的转化形式。我国现阶段劳动者的工资，当然也不

会是劳动的价格。

    认为劳动是商品而不承认劳动力是商品，从而

否认劳动者的工资是劳动力价值的货币表现，即劳

动力的价格的理论，根本立足点在于承认“企业权

威论”，在于否认劳动价值论。历史上这些理论早

已存在。只不过当前一些学者又搬出来运用而已。

过去，伯恩斯坦认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不可测

定和抽象的，衡量人类劳动的强度和质量的任何可

靠方法都不存在。①罗宾逊·琼认为，马克思从劳

动价值论出发分析工人工资的理论引起不少混乱。

例如在《共产党宣言》及《资本论》中阐述的工人工

资水平会随着劳动的节约和技术的发展而下降，以

及资本主义制度下实际工资会下降等，与现实严重

不符。②而霍华德·金则认为，工资的高低并非由

劳动者个人或资本家支付的培训费用的多少来衡

量，从而否认复杂劳动是简单劳动的倍加。③自然，

在他们看来，即便劳动力是商品，也不能按照劳动

力价值决定价格，即决定劳动者的工资。因此应认

为劳动是商品，由资本所有权来决定劳动者工资的

多少。按这些理论，当前五种工资现象的存在是自
然的，而大量存在的低于劳动力价值的工资、零工

资、负工资都是合理的。显然，劳动是商品还是劳
动力是商品这个历史辩题，实质在于是否承认劳动

者工资是由劳动力价值决定的，根本实质在于是否

承认劳动价值论。

    三、劳动者工资:一个现实的问题
    按国家统计局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的数据，我

国早在2004年底就共有从事第二、三产业的产业

单位516.9万个，第二、三产业活动单位682.4万

个，第二、三产业人数近3.1亿人。除三资企业及

其他非公经济成分外，还有个体经营户达近4000
万户。应该说，非公经济的发展在比例上已超过公

有经济的比重。即是说，按劳动力价值分配获得工

资收人的劳动者的人数将逐步增大，甚至超过按劳

分配获得工资收人的劳动者的比例。

    从我国当代社会阶层的构成情况而言，根据中

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社会蓝皮书《2006年:中国社会

形势分析与预测》提供的数据，国家与社会管理阶

层占2.1%，经理人员阶层占1.6%，私营企业主阶

层1%，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占4.6肠，办事人员阶层

占7.2肠，个体工商户阶层占7.1%，商业服务人员

阶层占n.2%，农业劳动者阶层占42.9%，产业工
人阶层占17.5%，城市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占4.

8%。从上述数据看，获取工资收人的国家社会管

理阶层、经理人员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

员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所占比

重为44.2%。如果从广义的工资收人来看，则应

加上农业劳动者阶层，这个比例将达到87.1写。

这样较大的比例的工资收人者，如不解决好按劳分

配或按劳动力价值分配的间题，对于构建和谐社会

的消极作用很大。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而言，按劳分配以及按劳动

力价值分配所得工资的收人，据对全国16个典型

省区的抽样调查，按劳分配所得的工资收人额不及

按劳动力价值分配所得工资收人的60%。但是，

近年来，按劳动力价值分配的名义工资额明显呈下

降趋势，以至于出现前述几种不太正常的工资状

态。显然，大量按劳动力价值分配的劳动者的名义

工资额下降(现实物价指数不变实际工资额也在下

降)的情况下，如果不加以控制，将对社会的稳定和

谐构成极大的危害。劳动者的工资问题，已是一个

紧迫的现实问题。

    劳动者工资现实矛盾的解决，有赖于现实理

论，以前尽管存在不同的解释工资现象的理论，但

这些理论的关键问题是要说明劳动者的工资收人

是否具有公平性。如果确认劳动力是商品，承认劳

动力商品的价值决定劳动力价格，即劳动者的工

资，则我们认为是在当前我国市场经济的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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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资范畴方面坚持了劳动价值论，是公平的。反

之，如果承认劳动是商品，由资本所有权来决定劳

动者工资，则不是坚持劳动价值论，在实践上也是

不公平的，必然出现前述五种工资情况。考虑到我

国的现实国情，既要坚持劳动价值论，又要重视劳

动商品论。因此，在我国当前的市场经济现状下，

应该确立劳动力商品价值论的根本地位并承认“劳

动商品价值论”的从属地位，用以指导我们正确地

解决当前劳动者的工资问题。理由如下:第一，劳

动者的工资是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产物，“劳动

力商品价值论”以及“劳动商品价值论”本身是以商

品经济、市场经济为载体，以劳动工资作为共同经

济范畴的理论，无论其理论内涵如何，或多或少都

反映了市场经济的现象，因而都可以从不同角度解

释劳动工资的现实情况。第二，“劳动力商品价值

论”及“劳动商品价值论”都是学者们对劳动力市场

及对劳动工资现象具有相对真理性的认识，“劳动

力商品价值论”是相对真理的理论，因而要发展;

“劳动商品价值论”也要通过发展中的实践来检验
其谬误。错误的理论最终会在自身被验证的发展

历程中消亡，因而没有必要片面地认为“劳动力商

品价值论”或“劳动商品价值论”不应该存在于当前

的市场经济现实。第三，我国劳动力市场正处于发

展和完善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

展是我国现实的经济制度，决定了以按劳分配为主

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种分配制度

客观上要求既要坚持“劳动力商品价值论”，又不能

放弃“劳动商品价值论”，两种理论相得益彰，在现

实生活中印证，又被实践所补充和发展。第四，作

为“劳动力价值论”的理论基石，劳动价值论曾被一

些西方学者责难和攻击，被认为是对经济现实的神

秘化、是不可测定和抽象的，进而被认为用劳动力

价值决定劳动者工资不可行。但西方学者主张的

效用价值论、主观价值论，在实际运用上才是抽象

和不可测定的，有时甚至连抽象及测定的基础都没

有。显然，劳动力商品价值论比劳动商品价值论更

有科学基础。第五，我国劳动者的工资收人已呈现

多元化的趋势，现实表明不能排除两种理论的客观

存在依据。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中，按

劳分配的工资收人及综合收人，均可以看做是反映

“劳动是商品”的特殊情况。

    “劳动力商品价值论”及“劳动商品价值论”相

比，其共同点均是以商品交换为特征，只是交换的

客体不同罢了。由于“劳动商品价值论”以劳动对

产出的贡献大小作为劳动的效用(价值)大小，使得

  20

劳动者的工资以资本所有权者的主观意愿并附加

市场作用来决定，难以实现合理、公平。而“劳动力

商品价值论，’N组以劳动力本身的价值大小来决定工

资多少，以劳动力价值的客观存在和市场作用来决

定工资的高低，本身有客观量化的依据，可以解决

劳动者工资收人的合理及公平问题，当然也能够解

决现实社会劳动者的工资收人难题。既然如此，马

克思的“劳动力商品价值论”应该是解决劳动者工

资现实问题的主要理论。

    四、如何合理确定现实社会中劳动者工

资的区间

    按马克思的理论，劳动力价值是维持劳动者劳

动力再生及其家属正常生活和受到一定教育训练所

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这个原理，对于把劳动力

作为商品交换的任何时代，任何制度下的任何国家

的劳动者工资问题的解决，都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马克思的劳动力价值论，既然对于解决现实社

会中劳动者的工资收人问题具有普遍意义，则在实

践上就应以是否按劳动力价值决定价格(即劳动者

的工资)作为劳动者工资收人是否合理的尺度。

    现实生活中，常见的工资制度中有计件工资

制、销售提成制、技术等级工资制、职员等级工资

制、岗位效益工资制、岗位技能工资制、薪点工资制

等。这些工资制的核心，基本上是按“劳动商品价

值论”，将劳动的效用(价值)作为工资收人多少的

评判依据，从微观角度以及追求效率角度有其积极

的意义。但从宏观角度以及兼顾公平角度，则积极

意义不大。因此，在这些工资制度的基础上，依据

劳动力价值论，用最低工资政策对这些工资制度加

以限制是必要的。所谓最低工资政策，是指政府依

据某一地区的最低生活消费水平、物价水平和社会

劳动者所抚养的人口系数，所确定的最低工资标

准。当然，这种最低工资水平要随地区物价水平及
基本生活消费水平的提高而不断调整。事实证明，

合理的最低工资标准有利于经济发展，过低的最低

工资标准会阻碍经济发展。

    最低工资水平就绝对标准而言，世界各国差异

是比较大的。发达国家绝对标准高，发展中国家绝

对标准低。如果引人绝对最低工资水平的概念，则

在发展中国家大量存在。这种绝对最低工资水平，

仅能够勉强维持劳动者的生命，而要维持劳动力的

再生都很困难。在一个国家内，不同发达地区也会

出现不同的最低工资水平的绝对标准，最低工资水

平的地区差异也会较大。由于这种差异，使得政府

制定的最低工资水平实际上也并不能体现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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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理念。如果要体现出“公平”，最低工资水平

和其他工资水平，都应根据马克思的劳动力商品原

理，以劳动力价值理论为基础，作为制定任何工资

水平的依据。

    根据马克思劳动力价值理论，劳动力价值是保

证劳动者及其家属生存并再生产出劳动力以及从

事劳动所必需的教育培训费用的生活资料的价值。

显然，如果我们细分劳动力价值，则可以划分为这

样几个部分:第一，劳动者维持生存的生活资料的

价值记作Vl;第二，劳动者家属维持生存的生活资

料价值记作V:;第三，劳动者再生产出劳动能力

(主要指投人劳动过程的体力)的生活资料价值记

作V:;第四，劳动者的家属再生产出劳动能力(主

要是指投人劳动过程的体力)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记

作V;;第五，劳动者再生产出劳动过程中所需要的

能力、技能、知识等教育培训费用所表现的生活资

料的价值记作VS;第六，劳动者的家属再生产出劳

动过程中所需要的智力、技能、知识等教育培训费

用所表现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记作V。。通过这样的

划分，可以比较清楚的确定按劳动力价值确定的劳

动者工资的合理区间。令最低工资为G，，一般工

资标准为q，正常工资标准为G:，合理工资标准

为q，则:

    最低工资标准=劳动者维持生存的生活资料

价值+劳动者再生产出劳动过程的体力的生活资

料价值;即G:=V:十叭。这个最低工资标准是最

基本的，不能再低的标准，否则将危及劳动者的生

命及最起码的劳动机会和条件，也会危及整个社会

劳动者的存在条件。

    一般工资标准=最低工资标准+劳动者再生产

出劳动过程中所需要的智力、技能、知识等教育培训

费用所表现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即q二GI+从;这

个标准，能够给劳动者较好的劳动机会和条件，对整

个社会劳动者的素质提高有较好的积极作用。

    正常工资标准=一般工资标准+劳动者家属

维持生存的生活资料价值+劳动者家属再生产出

劳动过程中的体力的生活资料价值，即G:=G:十

V:+V‘;这个标准因考虑了劳动者家属的生存及

再生产出体力的情况，因而显示了更大的公平性。

    合理工资标准二正常工资标准+劳动者家属

在生产劳动过程中所需要的智力、体力、知识的生

活资料的价值，即G4=G3+V‘。

    这里要提及的是，上述标准中有两个问题需要

解决。一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生活资料价值可

能由于劳动生产率的原因而高低不同，但由于劳动

者及其家属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消费生活资料的

实际价值及数量是一致的，即使劳动者及其家属不

断流动，也不会改变这种情况，因此上述标准具有

普适性。二是劳动者及其家属的数量的确定。因

为这下数量，直接影响上述标准的值。这一般根据

一个国家的人口政策来确定。根据我国的人口政

策确定为3人为宜。当然，如大于3人，则标准越

高，最高不能超出劳动力本身的价值。如果超出了

劳动力价值，则会演化为按劳分配的标准，这是另

外的课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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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naersocialismlnarketeconomy，thedeterminationofwageshouldnotviolateMar范smlaborcommoaityval-
uetheoryandthewageofthelaborissti1lthemeasurementofthecurrencyoflaborforce.Meanwhile，thewageoflabor

isalsoinfluencedbyregion.industry，profession，per￡onalabilityandtherelatedqualityandisnotbalanced.Marx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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