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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

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力是否是商品
”

问题的思考

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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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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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劳动力具备 了商品的两个基本因素 — 使用价位与价值
,

只要它在市场上 自由流通
,

并以
“

等价

交换
”

原则让渡其使用权
,

就成 为商品
,

这与它处于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无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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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力是商品吗 ? 对于这个问

题
,

学术界存在
“

是
”

与
“

不是
”

的根本分歧
.

笔者

试图在本文中证明
,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
,

在市场上流

通
,

并等价交换的劳动力是商品
.

一
、

关于商品和劳动力

商品是指
“

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
” ,

商品的交换
,

要遵循
“

等价交换
”

原则
.

商品具有两个基本因素 : 使用价值和价值
.

使用

价值是
“

商品具有的可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属性
” .

而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这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决定的
,

并通过其交换价值表现出来
.

劳动力是人的体力和精神力的总和
,

它具有使用

价值和价值
.

劳动力不仅有一般的使用价值
,

而且具

有特殊的使用价值一一能创造大于劳动力自身价值的

价值
.

而劳动力的价值
,

是由生产
、

发展
、

维持
、

延

续劳动力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
.

可见
,

劳

动力具备了商品的两个基本因素
.

所以
,

笔者认为
,

只要劳动力用于交换
,

它便是

商品
,

而这与它处于什么社会形态并无关系
.

马克思

也曾说 : “

劳动力能在市场上当作商品出现
,

不过因

为它本身的所有者
,

有劳动力的人把它当作商品来让

渡或出卖
,

并以此为限
. ”

二
、

关于劳动力成为商品的两个条件
《资本论》 中说 : “

货币所有者要在市场上发现

劳动力这种商品
,

是有种种条件必须具备的
.

… … 为

了要让它的所有者能把它当作商品来卖
,

他又必须能

够处置它
,

成为他的劳动能力
、

他的人身的自由所有

者
.

……第二个根本条件就是
,

劳动力的所有者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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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卖已经有本人劳动在其内体现的商品
,

却被迫只好

拿他所有的仅只存在于他本人活着的身体内的劳动力

本身当作商品来出卖
.

… …所以
,

要把货币转化为资

本
,

货币所有者必须在商品市场上遇到自由的劳动者
.

这是二重意义上的自由
.

当作自由的人
,

他要能把本

人的劳动力
,

当作本人所有的商品来处置
.

另一方面
,

又要他没有别种商品可以出卖
,

没有实现劳动力所必

要的一切东西
,

对于这些东西
,

自由到一无所有的地

步
. ”

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不是商品的人据此导

出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必备的两个条件 : 一是劳动者有

人身自由 ; 二是劳动者失去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
.

于是他们认为
,

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力符合这两个

条件
,

是商品 ; 而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力不符合第

二个条件
,

不是商品
.

笔者认为这个推导并不严密 :

首先
,

马克思的这一番论述是以资本主义社会为

背景的
,

并没涉及到社会主义尤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条件下的情况
.

其次
,

这
“

两个条件
”

既不是
“

劳动力是商品
”

这个命题的充分条件
,

也非其必要条件
.

要成为充分条件
,

还应加上一条
“

劳动者到市场

上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 .

否则
,

一个人即使自由
,

又

一无所有
,

若他去偷
、

去抢
,

那么他的劳动力也不是

商品
.

这
“

两个条件
”

也并非必要条件
.

在资本主义发

达国家
,

存在大量的兼业农
.

兼业农经营农业
,

有自

己的生产资料
,

但他们仍利用农闲外出求职
,

他们的

劳动力是商品
,

可是他们有生产资料
.

低收人阶层的消费需求
.

3
.

目标集中
.

针对国有商贸

企业喜好
“

大而全
” 、 “

小而全
”

的做法
,

非公有制

商贸企业可以另辟蹊径
,

将 目标锁定
,

一个小门店
、

一个小卖场
,

经营某种或某类特色鲜明的个性化产品
,

满足特定顾客群需要
,

在激烈的竟争大潮中争得一席

之地
.

总之
,

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一步深人
,

非公有

制商贸企业将在一个公开
、

公平
、

宽松的宏观环境下
,

通过提高自身素质
,

不断改革
、

创新
,

在我国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建设中
,

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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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

反对者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中
,

劳动者是全

社会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者
,

因此不符合第二个条件
.

而事实上
,

社会主义劳动者虽然是全社会生产资

料的共同所有者
,

但他们并非现实地拥有恰好属于自
己的具体的那一部分生产资料

,

而只是观念地拥有
,

是由国家
、

各级集体来代表他们拥有生产资料的
.

并

且
,

一个有劳动能力的劳动者并不应用生产资料从事

生产劳动
,

他就不会得到生活资料
,

而他的生产资料

所有权也便实质上失去了
。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
,

在社会分工条件下
,

劳动者

并非拿着恰好属于他自已的那一份生产资料从事生产
,

而是在某一集体的领导下
,

受其指挥
,

生产某一类型

的产品
,

这个产品是为全社会生产的
.

所以
,

我们可以说 : “

没有生产资料
,

就无法生

产产品
,

就没有商品可出卖
,

就必须出卖自己的劳动

力
. ”

— 这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况 ; 但不能说 :

“

没生产商品
,

是因为没有生产资料
. ”

马克思强调

的是
“

除了劳动力外
” , “

他没有别种商品可以出卖
” ;

“

没有生产资料
”

仅是
“

没有别种商品可以出卖
”

的

若干种可能的原因之一 (他可以拥有生产资料而不生

产商品 )
.

因此
,

反对者认为劳动者
“

没有生产资料

和生活资料
”

是
“

劳动力是商品
”

的必然条件
,

是不

妥的
.

最后
,

上述引用的几段话
,

是马克思关于
“

由货

币到资本的转化
”

这一命题作的论述
.

其目的是为了

说明 : “

货币所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双重意义的
`

自由工

人
,
即具备

`

两个条件
’

的劳动者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

条件
” ,

而不是为了论述
“

劳动力成为商品
”
的条件

.

三
、

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力

反对者们所紧扣的一个论据便是
“

社会主义条件

下
,

劳动者是生产资料的主人
” ,

因此不符合
“

劳动

力成为商品
”

的
“

第二个条件
” .

上面笔者对
“

两个条件
,

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

下

面再谈一谈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力的问题
.

社会主义劳动者是生产资料的主人
,

但他们并不

直接拥有生产资料 (即使是农民
,

他们耕种的土地的

所有权也是属于国家— 由国家代表全体社会主义劳

动者行使所有权 — 农民们只有使用权 )
,

他们只有
在某一企业

、

单位
、

集体中从事劳动才能实际享受生

产资料所有权 ; 才能得到报酬
,

拥有生活资料
.

但是
,

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劳动力也并非全是商品
.

笔者认为
,

判断劳动力是否为商品的标准是: 劳动力
的使用权之并非所有权 )即使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也仅

是使用权
,

马克思说 : “

他就只能暂时
,

在一定时限

之内赴买者去支配它
,

消费它
,

而不在让渡劳动力的时

候
,

放弃他对劳动力的所有权
.

是否在市场上自由流

通
,

以供交换
.

即具有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体制条件

和个人到市场上让渡自己劳动力使用权的个人条件
.

我国在过去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时
,

不存在市场配

置劳动力资源这一体制条件
,

因此
,

劳动力不可能成

为商品
。

.

现在
,

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虽然具备了

劳动力成为商品的体制条件
,

但如果劳动者个人不到

市场上让渡自己劳动力的使用权
,

其劳动力仍然不会

成为商品
.

对目前承包集体耕地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民来

说
,

其劳动力显然不是商品
.

但如果他们脱离农业生

产到市场上让渡自己劳动力的使用权
,

如去打工
,

其

劳动力便成为商品
.

过去曾有人依据企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来判定企

业中劳动者的劳动力是否为商品; 认为公有制企业职

工的劳动力不是商品
,

私有制企业职工的劳动力才是

商品
.

这就无法解释公私混合所有制股份公司中劳动

者的劳动力是否为商品
.

而实际上
,

在目前的市场经

济条件下
,

无论何种所有制形式的企业中的劳动者
,

其劳动力都是商品
.

因为劳动者们是在市场上以
“

等

价交换
”

原则让渡属于个人所有的劳动力的使用权
,

并以劳动为谋生手段以换取生活资料
.

事业单位中的行政人员也一样
,

通过让渡自己的

劳动力的使用权来获得报酬
,

其劳动力也是商品
.

四
、

结论

劳动力具备了商品的两个基本因素— 使用价值

与价值
,

只要它在市场上自由漏恿
,

并以
“

等价交换
”

原则让渡其使用权
,

就成为商品
,

这与它处于资本主

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无关
.

五
、

启示

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条件下
,

劳动者在一般情况下

终身工作于一个企事业单位
,

不论该单位效益如何
,

也不管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如何
, “

铁饭碗
”

似乎给

了劳动者一种生活保障
,

实际上却扼杀了劳动者的积

极性
,

阻止了作为生产资源之一的劳动力的合理流动

和优化配置
,

其结果必然是效率的严重低下和经济的

长期短缺
.

现在大力发展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

其目的就

在于利用市场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

因为市场是迄

今为止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
.

在这样的经济体制

下
,

劳动者是其自身人力资本的拥有者
,

其人力资本

价值只有在市场中通过交换才能展示出来
.

因此劳动

者应能自由地进人和退出企事业单位 (在合同允许的

范围内 )
,

而用人单位也是根据劳动者的人力资本价

值大小
、

稀缺程度来选择劳动者
.

这样
,

劳动者才有
动力去完善自我

,

提高自身素质
,

从而提高自身劳动

力的价值
,

并根据市场变化不断调整自己
,

在其人力
资本的使用过程中尽可能实现其自身价值

.

只有在劳

动力资源优化配置并合理使用的大力推动下
,

我国的

社会主义经济才有可能迅速发展壮大
.

而十几年的改

革开放及其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恰好证明了这点
.

现在要做的
,

正是深化改革
,

消除阻碍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发展的栓桔 ; 其中自然也包括消除阻碍劳动

力作为商品在市场上自由流动以期优化配置的栓桔
.

笔者认为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完善
“

人才市场
,

的

功能
,

促进人才与用人单位的
“

双向选择
, ,

为劳动

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创造良好的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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