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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劳 动价值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 问题 ,在 理论上是一个伟大创举 ,具 有丰富的内

容和划时代的意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要 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 ,扩 大和丰富劳动创造价值的内涵及

外延 ,把 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 ,推 动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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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指出 :“ 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 ,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把按劳分配与按生

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

参与收益分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科 学技术工作

和经营管理作为劳动的重要形式 ,在社会生产中起

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要 深化

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
”
江泽民在

“
七一

”
讲

话中又指出 :“ 我们应该结合新的实际 ,深化对社会

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
”
这

既是对社会主义分配理论的重大突破和发展 ,又要

求我们结合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

际 ,分析新情况 ,研究新问题 ,进 一步更新观念和解

放思想 ,在科学认识和继承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

础上 ,深化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劳动和劳动价值理

论的认识 ,以 推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达到新的高

度 c

-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科学地位

从 17世纪中叶到 19世纪初 ,资本主义在英国、

法国开始发展 ,并逐渐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 ,

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随之在英、法两国首先产生和

发展起来。配第作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第一次提出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命题。布阿吉

尔贝尔是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也 是重农

学派的先驱 ,他反对重商主义 ,认为流通领域并不创

造财富 ,只有农业生产才是财富的源泉。在分析农

产品价格和生产费用问题上 ,他 实际上已经提出商

晶的交换价值归于劳动的重要思想。尔后 ,魁奈把

关于剩余价值来源的研究首次从流通领域引人到生

产领域 ,并 由此奠定了其法国重农学派创始人的地

位。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斯密第一次系统而

全面地阐述了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他在其名著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明确讲到 :“ 劳

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
。’
[1](%

页)“ 每一种商品的市场价格 ,都 受支配于它的实际

供售量 ,和 愿支付它的自然价格 (或 者说愿支付它

出售前所必须支付的地租、劳动工资和利润的全部

价值 )的人的需要量 ,这二者的比例。
”
[1](50页 )李

嘉图在继承和发展了斯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 ,最

终构建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劳动价值论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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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体系 ,在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区分、价值量的确

定以及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关系等重大理论问题

上 ,均把劳动价值论提高到了新的水平和高度。马

克思全面继承和发展了英、法古典学派的劳动价值

理论 ,他指出 :“ 如果把生产活动的特定性质撇开 ,

从而把劳动的有用性质撇开 ,生 产活动就剩下一点 :

它是人类劳动力的耗费。
”
[2](57页 )在《资本论》第

一卷中 ,马 克思完成了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革

命 ,创建了科学完整的劳动价值理论体系。劳动价

值理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

问题 ,在 理论上是一个伟大创举 ,具有丰富的内容和

划时代的意义。(1)劳 动价值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

学的理论基础 ,马 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就是在此基础

上展开的。(2)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发展了古典经

济学派的劳动价值学说 ,提 出了抽象劳动和具体劳

动 ,区别了劳动和劳动力 ,解决了什么劳动创造价值

和古典经济学的两难选择问题 ,使 劳动价值学说成

为科学。(3)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揭示了剩余价值

的真正来源 ,从 而揭露 了资本 主义 的剥 削秘密。

(4)马 克思在劳动价值论的分析中 ,已 经揭示 出资

本主义基本矛盾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为科学社会

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 ,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

(5)马克思在劳动价值理论的分析中 ,对 未来社会

所有制的形式和性质、对未来社会的生产和分配都

作了预见性的简略论述。所有这一切都表明 ,马 克

思的劳动价值论具有伟大的理论意义和深远的历史

意义。

二 扩大和丰富劳动创造价值的内涵外延

1.关于生产劳动

马克思明确指出 ,只有生产性劳动才是价值源

泉 ,非生产性劳动不能创造价值。这无疑是非常正

确的 ,但是 ,问 题在于如何划分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

性劳动。当时服务业在 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微不足

道 ,马 克思界定的生产性劳动的范围比较狭窄 ,仅将

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以及为物质生产部门服务的运

输业 、邮政电讯业、商品仓储业和维修等服务行业部

门的劳动视为生产性劳动。但是 ,随 着人类经济和

社会的发展 ,以 知识经济为核心的新经济形态诞生。

这种经济形态具有广阔的前途和强大的生命力 ,它

正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因此 ,生

产性劳动的范围应该加以扩大 ,即从物质生产部门

向服务业 、信息产业扩展。这方面马克思当时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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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预见和阐述 :“ 随着劳动过程本身的协作性质的

发展 ,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也

就必然扩大。为了从事生产劳动 ,现在不一定要亲

自动手 ;只 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 ,完 成他所属

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
”
[3](556页 )“ 许多工人共同

生产同一个商品∷⋯⋯这些或那些工人的劳动同生

产对象之间直接存在的关 系 ,自 然是各种各样 的。

例如 ,前面提到过的那些工厂小工 ,同 原料的加工毫

无直接关系 ;监督直接进行原料加工的工人的那些

监工 ,就更远一步 ;工 程师又另有一种关系 ,他主要

只是从事脑力劳动 ,如此等等。⋯⋯所有这些劳动

者合在一起 ,作为一个生产集体 ,是生产这种产品的

活机器。
”
[4](443-444页 )由 此可见 ,马 克思当时就

把
“
直接生产工人

”
和

“
间接生产工人

”
的总和用

“
总

体工人
”
的科学概念 ,高 度概括 了物质生产部 门的

劳动与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的高度和谐统一。今

天 ,随着社会化大生产和经济全球化的高度发展 ,非

物质生产部门的比重越来越高 ,在发达国家 ,它们在

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经超过了 ω%甚至 70%,这 里

既有直接或间接为物质生产服务的部门 ,也 有直接

满足人们需求的非物质形式的部门 ,后 者的劳动也

应该创造价值。

2.关 于脑力劳动

当今世界 ,生 产性劳动形式所发生的一个深刻

变化 ,就是以体力劳动为主转变为以脑力劳动为主。

技术和知识成为除了资本、劳动力和土地之外的另

一项重要的生产要素 ,而且在生产过程中发挥着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 ,劳动已不仅仅是体力的支

出 ,甚至也不再主要是体力的支出 ,而主要是脑力的

支出。脑力劳动又包括理论研究型、知识应用型和

制度与技术创新型等。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 ,

劳动主要被看成是体力劳动 ,科技工作者和知识分

子的脑力劳动不被视为能够像工人的活劳动那样创

造价值 ,因 而只能参加 国民收入的二次分配。实际

上 ,科技人员和知识分子的劳动 ,有 很多不但能够创

造价值 ,而且是能够创造大量价值的非常复杂的劳

动。就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关系问题 ,马 克思在

其著作中曾指出 :“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 ,恰恰

在于它把各种不同的劳动 ,因 而也把脑力劳动和体

力劳动 ,或者说 ;把 以脑力劳动为主或者以体力劳动

为主的各种劳动分离开来 ,分 配给不同的人。
”
[4]

(444页 )随着人类科学技术革命的不断进步 ,特 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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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所带来的计算机及其小型

化、家庭化与网络化 ,使人类劳动的条件和状况发生

了历史性的飞跃。以脑力劳动为主体和主导的新经

济是一种与传统经济完全不同的现代化经济 ,它 是

以高新技术为主体 ,具有高度成长性的经济。传统

经济是以劳动密集和资本密集为特点的 ,而 新经济

则是以技术密集为特征 ;传 统经济以消耗 自然资源

为主 ,而新经济以知识作为产品 ,往往非实物形态

化 ;传统经济具有规模和空间的限制性特点 ,生 产过

程一般很长 ,而新经济的规模和地域的限制性不强 ,

生产表现为即时生产和即时交易 ,近 乎于超时空 ;传

统经济驱动技术的关键是机械化 ,而新经济是数字

化 ;传统经济市场是封闭的 ,有 界限的 ,而新经济市

场是开放的 ,基本上是没有界限的。新世纪伴随着

个人电脑时代的到来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出现 ,各 种

软件产品即以脑力劳动为主的产品开始进人了大规

模生产、运输和传播的阶段 ,大 大改变了人类的物

质生产活动 ,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使经济发展转向以

脑力劳动生产为主的创造商品价值的新阶段。这是

深化对劳动认识的主要方面 ,也是最基本的方面。

3.关于科学劳动

科学是反映客观世界固有规律的知识体系。用

科学知识武装起来、掌握现代科学技术、主要从事脑

力劳动的劳动者所进行的劳动是科学劳动。马克思

曾以深邃的历史发展眼光洞察到 :“ 生产劳动就是

一切加人商品生产的劳动 (这 里所说的生产 ,包括

商品从首要生产者到消费者所必须经过的一切行

为),不管这个劳动是体力劳动还是非体力劳动(科

学方面的劳动 )。
”
[4](476页 )“ 随着大工业的发展 ,

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

劳动量 ,⋯ ⋯相反地却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

术进步 ,或 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
”
[5]

(217页 )“ 生产过程成 了科学的应用 ,而 科学反过来

成了生产过程的因素即所谓职能。
”“

只有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才第一次使 自然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

务 ,同 时 ,生 产的发展反过来又为从理论上征服 自然

提供了手段。
”“

科学获得的使命是 :成 为生产财富

的手段 ,成 为致富的手段。
”
[6](5TO页 )“ 直接劳动

在量的方面降到微不足道的比例 ,⋯ ¨同一般科学

劳动相比,同 自然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相比,⋯ ⋯却

变成一种从属的要素。
”
[5](212页 )马 克思看到,随

着大工业的发展,商 品价值中来自工人的直接劳动

的部分大幅度减少而成为从属要素 ,商 品价值主要

取决于科学技术进步及其在生产中的运用。科学应

用于生产过程 ,成为生产过程的要素或者职能 ,成致

富的手段 ,对科学在生产过程和财富创造过程中的

作用 ,马 克思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科学是人类智慧

的结晶 ,是高度集 中的脑力劳动的成果。当科学处

于流动状态时 ,它本身就是创造价值的力量 ;当 它处

于物化状态时 ,“ 是 物化 的知识 的力量
”
[5](219

页)。 在价值形成过程中会把更多的价值转移到产

品中去。不管是价值的创造还是价值的转移 ,都是

以劳动决定价值为前提的。马克思提出科学劳动的

概念 ,但 由于时代和历史的条件限制 ,他没有展开对

其内涵的全面阐述。对于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 ,邓

小平精辟地论述到 :“ 同样数量的劳动力 ,在 同样的

劳动时间里 ,可 以生产出比过去多几十倍几百倍的

产品。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 ,劳 动生产率

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 ,靠 的是什么?最主 要的是靠

科学的力量 、技术的力量。
”
[7](87页 )根 据科学技

术及其发展的规律 ,特别是它对人类社会经济活动

所产生的巨大推动作用看 ,科 学劳动应该包括两个

方面。一方面 ,它应 当包括人们在生产和社会实践

活动中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理论的创造 ,这 是对科

学的认识过程 ,既包括学习、积累和继承的过程 ,也

包括科学的发展过程 ,这就要投入大量的活劳动和

物化劳动 ,并在长期实践中不断积累。另一方面 ,将

科学应用于生产 ,创 造出一系列新的工具、手段 ,并

培养提高劳动者使其具有一定水平 的科学技术知

识 ,能掌握和运用知识来进行生产活动 ,这是一个由

科学到技术、再由技术到生产的应用过程 ,其实质是

从潜在生产力到现实生产力的转换过程。

4.关于精神劳动

时值新世纪的今天 ,由 人类生产力的飞速发展

所引起的产业结构升级换代使精神劳动所创造的财

富获得了广泛的发展和运用。《资本论》主要研究

物质资料的生产 ,对 精神生产和精神产品几乎没有

涉及。这是由当时的历史任务决定的。但马克思在

其他著作中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他指出,要 研究精

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 ,“ 分工也以精神劳

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的形式出现在统治阶级中间
”

[8](52页 )。 类似的观点和思想在他的经济学手稿

中也曾多次涉及。经济全球化和新的科学技术草命

使人类正加快进人知识经济时代 ,精 神劳动及其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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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从形式到内容均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有了很大的

发展 ,我们必须面对这些新情况和新课题进行深入

的思考和研究。据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统计 ,截 止

1980年 ,当代人类知识体系中 ,人 类有史 以来 100

多万年积累的知识 占 10%,而 近 30年 积 累的 占

90%。 9O年代后 ,人 类知识积累的速率更 明显加

快 ,英国技术预测专家马丁测算 出人类的科学知识

在 19世纪是每 50年增加一倍 ,在 ⒛ 世纪中期是每

10年增加一倍 ,而 当前是每 3-5年增加一倍。人

类新知识体系的发展绝不仅仅是数量增长的问题 ,

它的质、量、形态等都在变化。在知识经济时代 ,人

的智力及其精神劳动作为一种最重要的资本 ,在 生

产力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高 智力附加已

成为人类新知识体系和精神生产的最显著的特征之

一。高智力附加这个特点在人类新知识体系和精神

生产中的表现有两个方面 ,一 是最新文化知识、技术

的内容 ;二是人类最宝贵的发明、创造能力。

5.关于管理劳动

在知识经济时代 ,管理劳动已经不是一般的体

力和脑力劳动 ,而是更高级更复杂并具有高度风险

性的特殊脑力劳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资本

家管理工人进行剩余价值生产的过程着眼 ,分析和

阐述了关于监督管理劳动的二重性质问题 ,指 出从

社会化大生产的必要性中产生的监督管理劳动是生

产劳动 ,也创造价值 ,而且作为高级熟练劳动在同样

的时间内创造更大的价值。他指出 :“ 凡是直接生

产过程具有社会结合过程的形态 ,而 不是表现为孤

立生产者的孤立过程的地方 ,都 必然会产生监督劳

动和指挥劳动。不过它具有二重性。一方面 ,凡 是

有许多个人进行协作的劳动 ,过 程的联系和统一都

必然要表现在一个指挥意志上 ,表 现在各种与局部

劳动无关而与工场全部活动有关的职能上 ,就像一

个乐队要有一个指挥一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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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

面 ,(—— 完全撇开商业部 门不说 ,—
— )凡 是建立

在作为直接生产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的

对立上的生产方式中 ,都必然产生这种监督劳动 ,这

种对立越严重 ,这 种监督劳动所起 的作用也就越

大。
”
[9](43I页 )在 分析股份制企业时马克思还进

一步指出 ,在这种企业中 ,资本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

权彻底分离 ,实 际执行职能的是单纯的经理 ,是别人

资本的管理人 ,他们的劳动采取监督管理劳动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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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 ,他们的工资表现为监督工资 ,“ 而采取熟练劳动

的工资形式
”
[9](434页 )。 可见 ,马 克思早 已论述

过社会化大生产的性质所产生的监督管理职能是生

产性劳动 ,而且是熟练劳动 ,它 的工资表现为熟练劳

动的工资。这种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已广泛

存在 ,在社会主义经济中 ,由 于消灭了生产关系的对

抗性质 ,这种劳动的范围和作用 当然会更大、更重

要。我国目前既处在从农业经济时代向工业经济时

代的过渡 ,又处在从工业经济时代向知识经济时代

的过渡。处于两个过渡时期 ,同 时又面临人世的严

峻挑战。这就要求我国各级各类企业管理者和领导

人既要懂得相关的专业知识 ,还 必须具各知识经济

时代所需要的各种新信息 、新知识、新技术、新思维 ,

更重要的要适应市场竞争和变化的需要 ,具各从观

念、制度、体制、机制、技术、产品、管理、服务及市场

全面创新的意识和能力。我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 ,以 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

是其基本的经济制度。改革开放以来 ,私营企业、外

资企业以及其他非公有制经济获得了迅速发展 ,由

此也带来了一系列引起人们关注和争论的问题。根

据以上分析和论述 ,应 当承认 ,私营企业主经营管理

企业的活动也是一种劳动 ,而且是复杂的脑力劳动 ,

特别是对于那些以自己的技术发明为基础开展经营

活动的私营企业主而言 ,他们的劳动不仅仅包括经

营管理劳动 ,还 包括科学技术劳动。因此 ,他们的收

入中应该有很大一部分是属于 自己创造 的劳动收

入 ,其收人的高低则是由劳动的复杂程度和承担的

风险所决定的。而他们的资本也包括其历年劳动收

人的积累 ,当 然 ,在 拥有资本 以后 ,私 营企业主的收

入中也有一部分来 自于资本收人 ,但 是 ,根据要素分

配理论 ,这 一部分也是合法 、合理的。因此 ,对 于私

营企业家 ,我 们在承认其资本家身份的同时 ,应 确认

他们的经营管理也是一种劳动。这种二重性并不矛

盾。
“
人类生产及社会服务 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

水平正不断提高 ,许多繁重、重复的体力劳动正在被

各种 自动化机械和计算机所取代 ,对 劳动者知识和

技术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
”
[10](57页 )因 此 ,现 在

的管理劳动是进行科学管理的劳动 ,是高水平、高质

量的管理劳动 ,这也是现代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的

发展所要求的。上述新情况与新问题也是今天科学

认识和深化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重要领域。

三 劳动价值论与按生产要素分配论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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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彻底坚持劳动价值理论 ,马 克思将资本的

本质科学地定义为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并将

资本科学地区分为不变资本 C和可变资本 Ⅴ,从 而

深刻揭示了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力商品的最本质的

特殊性在于它的使用价值本身就是价值和剩余价值

的源泉。商品的价值由(C+V+M)三 个部分组成 ,

其中 C是转移价值 ,自 身不会增值 ,(Ⅴ +M)是劳动

力使用过程中抽象劳动新创造的价值 ,马 克思又将

一个工作 日的全部劳动时间科学地区分为必要劳动

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两个部分 ,前者形成的新价值

Ⅴ,用 于补偿劳动力的价值 ;后 者形成的剩余价值 ,

即增值价值 ,马 克思在普遍意义上将它称为剩余价

值。不变资本作为除劳动力以外的生产要素 ,它 投

人的回报即是获得对剩余价值的分配权。因为
“
虽

然只有可变资本部分才能创造剩余价值 ,但 它只有

在另一些部分 ,即 劳动的生产条件也被预付的情况

下 ,才 能创造出剩余价值
”
[9](50页 )。 所以马克思

当时对各种生产要素的投人及其相匹配的分配方式

是这样论述的 ,什 么生产要素都被
“
提 出了两次 :

(1)当 做生产要素 ;(2)当 做收人源泉 ,作 为决定的

分配形成的东西
”
[11](l一 I3页 )。 也就是说 ,作 为

在分配上出现的是地租、工资、利息和利润 ,而 在生

产上作为生产要素出现的是土地 、劳动力、资本。可

见 ,按生产要素分配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普遍分配

规律 ,马 克思当时运用它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的运行特点和基本矛盾 ,而在我国社会主义现阶段 ,

它却有着完全不同的个性特征 ,但 共性赋于个性之

中。

生产要素是指人类从事生产活动所必需的一切

投人品 ,包括资本、劳动力 、技术、企业家才能、土地 、

信息等。按生产要素分配就是指各种要素都应根据

其在生产过程中所做 出贡献的大小来参与收益分

配 ,获得相应的报酬。有人认为 ,根据劳动价值论 ,

商品价值是由人的活劳动唯一地创造的 ,因 此价值

的分配也应当在劳动者之间进行。实际上 ,劳 动价

值论涉及的是价值创造问题 ,属 于生产力范畴 ,而按

生产要素分配是分配问题 ,属 于生产关系范畴。正

如体育运动员 、文娱明星、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都并不

直接创造价值 ,但同样参与分配一样 ,有 些生产要素

虽然不创造价值 ,却 是生产过程所必不可少的 ,因 此

它们也要参与收人分配。在这里 ,生 产要素的所有

权是分配的基础。价值分配不应该仅仅被视为价值

创造的后果 ,而且应从促进价值 的进一步创造的角

度加以认识和深化。当前 ,我 们在充分肯定科学技

术工作和经营管理在创造价值方面具有劳动的本质

规定性的同时 ,也要认识到二者所具有的不同于普

通劳动者的特殊性。正是这种特殊性使得我们在按

生产要素进行分配时 ,要 充分重视技术工作和经营

管理参与收益分配。其原因在于科学技术和经营管

理的重要性。科学技术被称为
“
第一生产力

”
,而企

业家的经营管理活动对企业经营业绩的重大影响也

是不言而喻的。这种重要性是将其视为独立生产要

素的重要原因 ,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创造价值的方

式也决定了它们不能以普通的按劳分配形式参与收

入分配。由于面临着风险和不确定性 ,两 个企业家

尽管都从事复杂的脑力劳动且非常兢兢业业地工

作 ,但是一个企业家 由于做 出了正确的战略决策而

创造了巨大价值 ,另 一个企业家可能会 由于判断和

决策失误而导致巨大的亏损。同样 ,科学技术工作

也是存在很大风险的 ,在经过辛勤的钻研后 ,既可能

获得新的科研成果 ,也可能因种种原因而失败 ,后 者

并未创造形成生产力的价值。因此 ,对 这类工作不

宜实行简单的按劳分配。无论是经营管理还是科学

技术研究 ,与 体力劳动或简单的脑力劳动相比,都 更

加不易进行监督 ,因 此 ,也应该给予更多的激励 ,比

如企业高层经理的年薪制和股票期权 ,科技人员的

专利制度和技术人股等。

马克思指出 :“ 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 ,都 不

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
”
[12](306页 )在 改

革开放以前 ,传 统的社会主义分配理论将按劳分配

视为社会主义时期个人收益分配的唯一方式。按劳

分配就是指以每个劳动者付出的劳动在生产过程中

做出的贡献的大小作为进行收人分配的唯一标准。

在当时 ,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由包括全民所有制和

集体所有制在内的公有制一统天下 ,国 家 、集体是社

会生产关系中除劳动外其他生产要素唯一的所有

者 ,所有社会成员都只是劳动者而不能成为生产要

素的所有者 ,因 而收入分配关系也就被简化为单纯

的按劳分配关系。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 ,在 我

国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两大转变中 ,导 致了

所有制结构发生了新变化 ,由 单一的公有制经济转

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

局。各种非公有制经济迅速成长 ,成为我国社会义

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所有制结构的多样性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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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现形式的多样性 9必然要求分配形式的多样性

与之相匹配 ,必然由单一的按劳分配转变为以按劳

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必然要求把按劳分

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改变了过去计划经

济条件下只有国家、集体才是一切生产要素的所有

者的局面 ,实 现了投资主体多元化 ,鼓励个体、民营

企业主。外商等生产要素的持有者参与投资与分

配 ,尤其鼓励资金、知识产权这些短缺生产要素的持

有者参与投资与分配。由所有制结构变革决定的分

配制度变革 ,必 然导致一些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

营或通过资金 、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投资分配先富

起来 ,这是正常的、合理的 ,应 当受到法律保护的。

我国在总体上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经

济的发展 ,广 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个人

的财产也逐渐增加 ,“ 在这种情况下 ,不能简单地把

有没有财产 ,有 多少财产当做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

与落后的标准 ,而 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

和现实表现 ,看 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

产怎么支配和使用 ,看 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建设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贡献
”
[13]。

我国现阶段 ,从 生产要素投入与收入分配的关

系看 ,除 了按劳分配收人来源于劳动者的劳动所创

造的必要劳动产品价值 Ⅴ的分配与再分配外 ,其他

分配方式的收人都源 自劳动者劳动所创造剩余价值

的分配与再分配。由于科技创新、体制创新不断发

展 ,全社会平均劳动生产力水平必然不断提高 ,这

样 ,在 我国绝大多数人的收入来源中不仅包括按劳

分配 Ⅴ部分 ,而且包括按其他生产要素分配的 M部

分 ;同 时由于恩格尔系数的不断下降 ,个人及其家庭

的
“
个人消费剩余

”
必将呈现不断增加之势。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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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消费剩余 ,目 前存在的形式主要有 :(1)个人储

蓄 ,获取利息收入 ;(2)购 买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 ,

获取股息、债息收人 ;(3)用 于购买房屋、小汽车、电

脑等高档耐用消费品。前两种形式构成个人金融资

产 ,后 一种形式的主要用途之一是用于 自身个人消

费 ,不会带来增值收入 ,二是用于出租或相关的生产

服务经营 ,获取收人等。这几项收入积累都构成个

人及其家庭的私有财产。当然 ,目 前这种私有财产

在我国人 口与家庭中的分布是极不平衡的。邓小平

指出 ,社会主义本质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消 灭剥

削并实现共同富裕 ,但共同富裕并不等于同步富裕 ,

而是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

动、合法经营以及给予某些特殊政策率先富裕起来 ,

以此为示范带动全社会共同富裕。邓小平生前反复

强调在中国不能只是少数人的富裕 ,绝 不允许产生

新的资产阶级。江泽民也反复重申这个社会主义的

大原则 :“ 实现人民的富裕幸福 ,是 我们建设社会主

义的根本 目的。
”“

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总是由各方

面的具体利益构成的。
”“

最重要的是必须首先考虑

并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
”

,“ 最大多数人的利

益是最紧要的和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这是马克思

主义的基本观点
”
[13]。 我国现阶段最大多数人的

根本利益就是工人 、农民、知识分子的根本利益。要
“
在逐步实现全国人 民共 同富裕 的过程 中 ,正 确处

理好先 富与后 富、个人富裕与共 同富裕 的关 系
”

,

“
绝不允许以权谋私 ,绝不允许形成既得利益集团

”

[13]。 只有这样才能在消灭 了剥削阶级和阶级剥

削的条件下 ,逐步缩小不同等劳动和差别 ,逐步实现

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 中的
“
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

实现共同富裕
”
的宏伟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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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札记

《汉书·窦田灌韩传》
“
稍稍

”
训诂

《汉书 ·窦田灌韩传》:“ 坐乃起更衣 ,稍稍去。
”

该句亦见于《史记 ·魏其武安侯列传》。其中
“
稍稍

”
一词在《史记》和《汉书》中均无注释 ,盖 为常见之义 ,即

“
逐渐 "也 。

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 ·常用词 (八 )》
“
稍

”
字条认为

“
稍稍

’
二字叠用等于现代的

‘
渐渐

¨
,并举该句为例。《两汉文学史参

考资料》将该句释为
“
座上的客人看见势头不对 ,便起身托言上厕所 ,渐渐地散去了

”
。王伯祥《史记选》将该句释为

“
坐客于

是托言更衣 ,陆续退去
”
。《汉语大词典》

“
稍稍

”
词条下共有十一个义项 ,其 中

“
随即 ,已 而

”
条下举《史记》该句为例。

按 :田 蚧娶燕王女为夫人 ,列 侯宗室皆往贺。酒酣 ,灌 夫起身敬酒祝寿时 ,田 蚧推托不能喝满杯 ,而 临汝侯灌贤正在跟程
不识附耳低语 ,又不避席。灌夫于是破口大骂 ,并与田蚧发生争执。二人素来有隙 ,座上宾客见势不妙 ,纷纷借口上厕所、渐渐
地都散去了。此处

“
稍稍

”
当作

“
渐渐

”
讲似亦可通 ,而《汉语大词典》为何独树一帜 ,以

“
随即

”
、
“
已而

”
来释此句 ?

与各家注释不同的是 ,《 汉语大词典》在此句前添加主语
“
灌夫

”
。若此 ,该句似当理解为灌夫于是托言上厕所 (“ 坐

”
似当

理解为
“
遂 ,乃

”
),随 即便离开了。灌夫当时怒火中烧 ,“ 随即而离开

”
当在情理之中。然以

“
灌夫

”
为该句主语 ,似 乎不妥。首

先 ,“ 坐
”
与

“
座

”
通 ,即 座上之人 ,为该句主语 ,若再加

“
灌夫

”
,则 不可通。《汉语大词典》

“
稍稍

”
词条下第八个义项为

“
刚刚、

才
”
,引 汉荀悦《汉纪 ·武帝纪二》中例 :“ 座稍稍罢出,蚧 令骑留夫 ,或按夫头令谢。

”
文意与该篇相承而用

“
座

”
字 ,可 证

“
坐

”
为“

座
”
之假借。其次 ,从意思上看该句主语也不当为灌夫。灌夫最终未能出而为田kFJ所缚 ,置 于传舍。据《汉书》下文为

“
婴去 ,

戏夫。夫出 ,J//J遂 怒曰 :‘ 此吾骄灌夫罪也。
’
乃令骑留夫 ,夫不得出

”
,前后似乎矛盾。此段《史记 ·魏其武安侯列传》作

“
魏其

侯去 ,麾 灌夫出。武安遂怒 ,曰 ⋯⋯”
疑《汉书》

“
戏夫

”
,“ 夫出

”
当为一句而衍一

“
夫

”
字。

总之 ,以 灌夫为主语 ,恐不当。因此 ,“ 稍稍
”
作

“
渐渐

”
解不误 ,无需用作

“
随即

”
、
“
已而

”
。《汉语大词典》书证恐不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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