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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财富如何在各个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分配 , 这是任何社会都面临的基本问题。我国从传统单一的按

劳分配体制 ,到现在以按劳分配为主体 ,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劳动价值论解决的是“价值的创造” , 而分配理论解决

的是“财富的分配” 。劳动价值论与按劳分配无直接联系 , 劳动和其他生产要素的贡献决定使用价值即财富的分

配。在知识经济时代更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 ,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 ,实行按要素分配 , 简化分配机制 ,优化分配

格局 ,促进我国国民经济持续 、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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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世纪的中国 ,正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
的体制转轨时期 ,处于与经济全球化趋势相融合的

时期 ,处于迫切需要以高新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的
工业 、农业的知识经济时代 ,这样的历史背景对劳动

价值论提出了挑战 。本文试图以唯物历史观 ,结合
《资本论》原文和当今经济实践 ,对按要素分配与劳

动价值论进行一些粗浅的分析研究 。

一 、回顾:从单一的分配体制到多种分配方式并

存

由于一些固有的传统的认识和移植于前苏联的

经济体制 ,我国的分配体制长时间内都实行单一的
按劳分配制度 ,经过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 ,我们做
了种种努力和探索 ,希望创造一个纯而又纯的单一

的分配体制 ,淡化商品货币关系 ,并为之付出了巨大
的成本 ,错失了发展的黄金阶段 ,反而极大的制约了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本着极大的理论勇气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

1982年 ,党的十二大第一次提出了坚持国有经济的
主导地位和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相结合的改革思路 。

分配是所有制的实现 ,以公有制为主体 、多样化的所
有制结构改革必然要求在分配结构上进行相应的改

革。顺应这种要求 , 1987 年党的十三大第一次提

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方式不可能是单一
的。我们必须坚持的原则是 ,以按劳分配为主体 ,其

他分配方式为补充。”随后 ,在分配结构的改革中 ,对
何谓其他分配方式 ,一直没有明确的表述 ,一般统称

其为非劳动收入 ,包括资金利息 、股份分红 、雇工收
入 、风险收入等。1993 年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在

其通过的《决定》中 ,初步点出了“允许属于个人的资
本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 。到 1997 年 ,党的十

五大才第一次把其他分配方式科学地概括为“按要

素分配”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
“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

把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结合起来。”这一决策 ,无
论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理论还是分配实践

上都是一个重大突破。2002年党的十六大胜利召
开 ,江泽民同志在报告中重申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

重要性。他指出:“理顺分配关系 ,事关广大群众的
切身利益和积极性的发挥 ,调整和规范国家 、企业 、

个人的分配关系 ,确定劳动 、资本 、技术和管理等按
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 。”至此 ,按要素分配将成为我
国分配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支点 ,为分配机制和分

配格局的创新开拓广阔前景 。

二 、探析:从劳动价值论和按要素分配的关系看

按要素分配的合理性

有人认为 ,如果承认只有活劳动才创造价值 ,那

多种形式的分配体制就站不住脚 ,缺乏理论依据 ,就
只能坚持单一的按劳分配体制。如果要承认按要素

分配的合理合法性 ,就应该承认物化劳动创造价值。
简言之 ,劳动价值论与按劳分配有因果逻辑关系。

是不是这样的呢? 当然不是 。
(一)“劳动是财富之父 ,土地是财富之母”
区分财富和价值 、使用价值和价值两对概念是

问题的关键。
价值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凝结 。因此我们坚

持劳动价值论就是坚持无差别的人类活劳动 ,是创
造价值的唯一源泉 。而物质财富即使用价值则是由

好几个因素共同创造的 。把收入来源和价值来源等
同起来 ,是马克思早就批判过的源自亚当斯密而由

萨伊阐发的观点。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并不是它
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 。正像威

廉·配第所说 ,劳动是财富之父 ,土地是财富之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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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观点从他在创建劳动价值论的时候 ,明确提出

了价值和使用价值两个不同的概念 , 也可以看出 。
使用价值是物的有用性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 ,

活劳动创造价值还要有死劳动(生产资料)的参与 ,

生产资料也是不可缺少的生产要素 ,如果只投入劳
动而不投入生产资料 ,人类生产就无从进行 ,物质生

产要素虽然在新价值的创造方面不起作用 ,但它在
活劳动赖以物化的载体即使用价值的增加方面却有

特殊的贡献。一言以蔽之 ,劳动创造了价值 ,而劳动

和其他生产要素一起创造了财富(使用价值)。
也正是因为财富和价值 ,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区

别 ,造成了劳动价值论与分配理论最根本的区别 。
劳动价值论认为 ,只有活劳动才能创造和增加商品

的价值 ,而其他的生产要素如资本 、土地 、技术等都

不创造价值 。劳动价值论主要说的是 “价值的创
造” ,它要解决的是“价值如何形成”的问题。

而分配理论主要说的是“产品的分配” ,它解决
的是“社会产品在不同的社会成员之间如何分配”的

问题 。

由此可见 ,我们不能把价值的创造和价值的分
配混为一谈。

(二)劳动价值论与按劳分配无直接联系 ,按要
素分配是按劳分配的扩大形式 。

有种传统的误解 ,认为按劳分配是与劳动价值

论直接联系的 ,提倡以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
式并存 ,就必然动摇了劳动价值论的地位。事实上 ,

马克思从来没有以劳动价值论作为社会产品分配的

理论依据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社会主义的按劳

分配理论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在马克思看来 ,

社会主义之所以实行按劳分配 ,是因为在社会主义
社会单一公有制的条件下 ,社会成员在社会生产条

件的分配上是完全平等的 ,只能根据社会成员所提
供的劳动数量和劳动质量来分配。更何况 ,马克思

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存在商品经济 ,不存在“商
品” 、“价值”等经济范畴 ,社会主义按劳分配所要分

配的东西 ,以及共产主义社会按需分配所要分配的

东西 ,都是使用价值 ,是产品 ,而不是价值。
客观的说 ,资本是生产要素 ,劳动力当然也是生

产要素 ,马克思称之为“人身的生产要素” 。从这个
意义上说 ,社会主义按劳分配也是按要素分配 。广

义的即外延的按要素分配可以涵盖以按劳分配为主

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基本分配制度 ,即按要素分配就是按劳分配的扩大

形式 。

那么 ,同是按要素分配 ,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
义社会的界线在哪呢 ?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按要素

分配是以按资分配为主体 ,而社会主义社会的按要
素分配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同是要素分配论 ,

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区别又在哪呢 ?在于

前者认为工资 、利润 、地租等要素收入都是劳动创造

的 ,而后者认为资本 、土地 、劳动三种要素各自创造
了三种要素收入;前者认为 ,三种要素收入是在分配

过程中形成的 ,是凭借要素所有权对劳动创造物的

瓜分 ,而后者认为 ,三种要素收入形成在生产过程
中 ,是各种要素自己生产出来的 ,不承认对劳动者的

剥削 。
(三)劳动和其他生产要素的贡献决定财富的分

配

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 ,能为生产成果提供贡
献的 ,除必不可少的劳动这个生产要素之外 ,资本 、

技术等物质生产要素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各
种物质生产要素虽然在新价值的创造方面不起作

用 ,但它对人类劳动赖以物化的载体即使用价值的

增加方面的作用亦不可抹杀 。
马克思曾把分配关系定义为“新生产的总价值

在不同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中间进行分配的关系” 。
比这更精辟 、简练的概括就是“分配关系或分配方式

只是表现为生产要素的背面 。”即作为背面的要素收

入同作为正面的要素投入在质上和量上都互相对

应 ,投入什么要素就取得什么要素收入 ,投入多少要

素就取得多少要素收入 。这就是按要素分配。毫无
疑问 ,马克思是彻底的劳动价值论者 ,他认为包含在

商品中的新价值 ,唯一地只是由工人的活劳动所创

造。然而 ,马克思也是一个按要素分配论者。他承
认 ,活劳动创造新价值还要有死劳动(生产资料)的

参与 。生产资料也是不可缺少的生产要素 。如果只
投入劳动力而不投入生产资料 ,人类生产就无从进

行。物质生产要素虽然在新价值的创造方面不起作

用 ,但它在活劳动赖以物化的载体即使用价值的增
加方面却有独特的贡献 。”因此 ,生产要素当然也完

全应该参加使用价值的分配 ,即财富的分配 。
事实上 ,社会产品的任何一种分配 ,都不过是生

产要素本身分配的结果 。生产要素分配即占有的格
局 ,决定产品分配的格局。马克思明确指出 , “社会

生产条件的分配”决定了产品分配的性质。“社会生

产条件的分配”实际上就是生产要素的分配 。的确 ,
物质生产要素投入的数量 、质量以及它们配置和使

用的优化程度 ,将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劳动生产率
的高低 ,决定使用价值产出的数量和质量 ,决定社会

物质财富的丰歉程度。只要生产要素被不同的个人

或集团排他性地占有 ,在生产中使用这些要素 ,要素
所有者就有权索取相应的报酬。在这一点上 ,马克

思主义经济学者与西方经济学者都是认同的。而马

克思主义经济学更加强调要素所有权是分配的依

据。因为 ,首先生产力要素是人类劳动过程的共性 ,

而要素的所有制关系是历史的 ,正是所有制关系的
历史性决定了分配关系的历史性 。要素是否参与分

配 ,如何参与分配 ,都是由要素的所有制关系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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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次 ,劳动过程的要素之间结成的是物质和技

术关系 ,这种关系只能说明产品是如何创造出来的 ,
不能最终说明它的归属和分配份额 。要素分配作为

经济关系则是由要素的所有制关系决定的。只有要
素所有制关系才能决定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 ,

从而决定人们在分配关系中的地位 。从另一方面

说 ,新总价值的一部分必须在这些要素的所有者之
间进行分配 ,才能鼓励这些要素的供给扩大和配置

优化 。否则 ,光有要素的单向投入 ,而不能分取相应
的产出 ,他们的投入行为就会终止 ,导致后续的再生

产中断 。这既不符合社会生存和发展的要求 ,也不
符合任何一种要素所有者的利益。

由此可见 ,按要素分配是中性的分配方式 。只
要具备生产要素的不同所有制 ,不管你是资本主义

还是社会主义 ,一概都是不能排斥这种分配方式的;

只要是归不同主体占有的生产要素 ,一经投入 ,是统
统都要提出对新价值的一份索取权的。

三 、启迪:知识经济时代重申按要素分配对现实
生活的意义

从 20世纪 90年代初期开始 ,世界经济在以信

息技术为中心的高科技迅猛发展的推动下 ,世界国
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3.0%(1993-1997年),各种

高技术 、新发明 、新思想一浪高过一浪地推动着世界

经济的进程 。21世纪 ,更是以知识经济为主导带动
国民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 ,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如

果放弃了这次发展的良机 ,都是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的。很难想象占世界人口 25%的中国 ,如果仍旧固

步自封 ,墨守成规 ,不主动提高国民经济的活力和竞
争力 ,教条式的生搬硬套 ,将会对经济的腾飞造成怎

样的反冲力 。实际上 ,这也是完全违反马克思主义
真理的。反之 ,如果允许“按要素分配” ,将极大地促

进分配改革的深化 、分配机制的简化和分配格局的

优化 。对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是
一个有力的推动 ,其影响将极为深远。

(一)有利于搞活国有经济 ,加快和深化国有企
业改革。

分配体制上的改革 ,足以在机制上鼓励和促进
各要素所有者倾其所有的投入 。从整个国有经济

看 ,抓大放小 ,以资本为纽带 ,通过市场组建具有较
强竞争力的跨地区 、行业 、所有制和跨国经营的大企

业集团;以改组 、联合 、股份合作制等形式放开搞活

国有小企业;对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进行旨
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造 ,是党中央为搞好公有

制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所采取的重大举措。而该举
措的核心就是通过公有资产的流动与重组 ,不断扩

大公有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的支配范围 ,从而实现
自身的壮大和发展。要素分配足以为公有资产的流

动重组 ,为公有资产的扩张提供了动力机制 、运行机

制及实现机制 ,从而有利于搞活国有经济 ,加快和深

化国有企业改革。
(二)有利于促进在我国总体上处于明显稀缺状

态的生产要素的供给。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 ,人口众多 、资源相对不足 ,

资金短缺 ,技术落后 ,为了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
展 ,充足的资本和“知本”的积累都是不可少的基础。

这种“各投所有 ,各获所值”的按要素分配能促使人
们在合理消费的基础上把更多的收入用于积累和投

资 ,从而增加资本要素的供给 ,同时也能激发广大科

技人员的干劲 ,大大提高积极性与创造性 ,从而推动
更多的科技成果问世并不断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总

之 ,按要素分配在符合市场规律的基础上使要素的
内在价值得到充分体现 ,使要素的巨大作用和稀缺

程度得到充分实现 ,一方面促进了我国稀缺生产要
素的投入 ,一方面也鼓励要素使用者合理 、节约使用

各种要素 ,主动提高要素的使用效率 ,顺利实现了集
约增长。

(三)既有利于效率目标的实现 ,又有利于公平

目标的实现 ,是促进效率与公平的有力手段 。
多投多获 ,少投少获 ,不投不获 ,分配领域所迈

出的这一大步 ,对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 、对外开放
的深化 、公有资产的流动与重组 、生产要素供给的增

加及集约增长的实现都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而这
些发展和进步 ,又能不同程度的导致经济效率的提

高;同时 ,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巩固 、可持续发展目标

的实现则既能导致经济效率的提高 ,又能导致社会

公平的实现。因此 ,按要素分配是效率与公平双重
目标实现的必要条件 ,更是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强

有力的助推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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