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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马克思工资运动理论寓于其工资理论之中，但又立足于不同视角，有必要对其单独论述。通过理论

探析可知，应从四个维度全面理解马克思工资运动理论：工资量取决于劳动力价值量，等于劳动价格与一定时

间限定内劳动量的乘积；资本主义工资运动总是以资本增值需要为转移；工资运动总是伴随着利润运动，且由

后者决定；对工资运动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因素都不产生于劳动力市场，而是产生于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个制度

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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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六篇论述《工资》时，提出了有关工资运动的理论。“工资的实际运动

显示出一些现象，似乎证明被支付的不是劳动力的价值，而是它的职能即劳动本身的价值。”［１］６２１马克思

在这里提出工资实际运动是为了说明工资是劳动力价值的歪曲反映，从而揭示资本主义工资平等表象

背后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关系。马克思在这里虽然没有专门论述工资运动理论，但已暗含了对工资运动

的阐述。

对马克思的工资理论，很多学者都进行过研究和解读，归纳起来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马克思

工资理论包括：劳动力价值理论、资本积累理论以及阶级斗争理论，可以称为“劳动力价值规律”理论，即

工资在本质上由劳动力价值决定，同时还受到劳动力供求关系以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状况的影

响。［２］～［８］广义的马克思工资理论除前面三个理论之外，还包括宏观工资理论，即工资所代表的消费与宏

观资本积累之间的矛盾关系及工资长期历史运动趋势［９］。就现有的研究来看，其立足点依然在工资本

身，而对工资运动同样没有涉及。因此，有必要对马克思工资运动理论进行专门论述，因为它虽然寓于

马克思工资理论之中，却有着不同视角，工资运动理论更关注工资量的规定及其变动分析。

一、劳动力价值量与工资运动

工资的本质是劳动力价值，所以劳动力价值的大小也就规定了工资量的基本维度。马克思认为：

“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维持劳动力占有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１］１９９其包括三项内容：一是维持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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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者本人所需生活资料的价值；二是维持劳动者家庭及繁育后代所需生活资料的价值；三是为使劳动力

获得一定技能所需的教育和训练费用。自然地，这三项所需费用的多寡决定了劳动力价值的大小，从而

决定工资量的高低，这在一般概念意义上无疑是正确的。然而，现实工资运动中劳动者个别工资量的确

定是工资运动的起点，因此如何在个别工资量中体现劳动力价值的决定就显得至关重要。

马克思指出：“一般规律就是：如果日劳动、周劳动等等的量已定，那么日工资或周工资就决定于劳

动价格，而劳动价格本身或者是随着劳动力的价值而变化，或者是随着劳动力的价格与其价值的偏离而

变化。反之，如果劳动价格已定，那么日工资或周工资就决定于日劳动或周劳动的量”。［１］６２５，６２６这里需弄

清三点：第一，因为劳动力价值是由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故工资计量如果

没有一个时间限度就失去意义，通常时间限度是一个工作日、工作周或工作月，相应地工资就采取了日

工资、周工资或月工资的形式；第二，所谓“劳动价格”是指单位时间内劳动力价值，若以一个工作日计

算，劳动价格就是一个劳动小时的价格，即：劳动价格 ＝劳动力的日价值 ／一定小时数的工作日；第三，所
谓“劳动量”是指劳动者在一定时间内的劳动耗费量，通常受三个因素制约：劳动时间、劳动强度以及劳

动者熟练程度。由上面“一般规律”可知，一定时间限度内工资量等于劳动者的劳动价格与他在这段时

间内所提供劳动量的乘积，考虑到劳动价格本身取决于劳动力价值，为反映这种内在逻辑关系，可将这

个乘积称为“劳动力价值量”，即工资量 ＝ 劳动力价值量 ＝ 劳动价格 ×劳动量。以日工资为例，假设劳
动力 ｊ在一个工作日内提供的劳动量为 Ｌｊ，劳动价格为 Ｐ，那么他的日工资额 Ｗｊ就是：

Ｗｊ ＝ Ｐ × Ｌｊ （１）
　 　 对单个劳动者来说，劳动力价值量大小决定其工资额高低，因此可以看出，劳动力价值量这个乘积
公式是分析工资运动的起点，也是一个基本范畴。公式（１）中的两个因素，劳动价格受劳动力价值制约，
因为劳动力价值“在一定社会的一定时代，它们的量是一定的，所以可以看作是一个不变量”，［１］５９３所以

在一定社会一定历史时期也可以假定它是不变的。当然，这并不排除劳动力价值从而劳动价格随社会

经济条件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另一个因素劳动量则会因人而异：第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通常

是以工人为其劳动时间的长短或生产产品的件数为依据支付工资，也就是资本主义工资通常采取计时

工资或计件工资的形式。因此，对不同劳动者来说，他可以选择不同劳动时间，多劳多得，但由于“资本

的专制”使得工人实际上并没有这种选择工作时间的“自由”；第二，不同劳动者的劳动效率会存在差异。

不同劳动效率使得在相同时间内劳动者提供的劳动量会存在差异，从而造成不同工人之间工资出现差

异。此外，同一工人在不同时间段劳动效率也会存在差异，使得他在相同时间内也会提供不同的劳动

量，工资出现涨落。这就形成了马克思归纳的工资实际运动的两大类：“第一，工资随着工作日长度的变

化而变化。”［１］６２１“第二，执行同一职能的不同工人的工资之间存在着个人的差别。”［１］６２１

马克思对工资运动的归纳分类更为直观的现象是：同一个工人的工资有涨有落，不同工人的工资千

差万别。劳动力价值量乘积公式虽然能够从量的规定上解释工资量的决定及其运动，然而工资不是一

般性商品交换过程中的经济现象，而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特有的经济现象。［９］因此，要正确认识马克

思工资运动理论，同样要在资本主义特定生产方式的框架内去理解，尤其要从资本积累中去理解。

二、工资运动与资本增殖需要

马克思在《工资》篇之后，用大量的篇幅对资本积累过程展开论述，这样的结构安排正是马克思历史

唯物主义研究方法的体现。诚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言：“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

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１０］发展生产力是资本追寻利润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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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可以说，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就是资本积累的历史。资本主义制度下任何经济

现象的动因都在于资本积累，而资本积累的目的在于实现资本增殖需要，因此，实现资本增殖需要对资

本主义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是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经济现象的源动力，工资运动亦不例外。

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扮演着重要角色。“一旦资本主义制度的一般基础奠定下

来，在积累过程中就一定会出现一个时刻，那时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成为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杠

杆。”［１］７１７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一般是指劳动过程中的这样一种变化，这种变化能缩短生产某种商品的

社会必需的劳动时间，从而使较小量的劳动获得生产较大量使用价值的能力”，［１］３６６结果是单位商品价

值量降低。对于劳动力而言，劳动生产力提高会导致相同结果，“商品的价值与劳动生产力成反比。劳

动力的价值也是这样，因为它是由商品价值决定的。”［１］３７１也就是说，从资本主义长期发展趋势看，随着

劳动生产力提高，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工资在长期运动中有下降趋势。

虽然提高劳动生产力使商品便宜，并通过商品便宜来使劳动力便宜，是资本的内在冲动和经常趋

势，但在现实工资运动中并不这么简单。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决定工资的一般变动的，不是工人人口绝

对数量的变动，而是工人阶级分为现役军和后备军的比例的变动，是过剩人口相对量的增减，是过剩人

口时而被吸收、时而又被游离的程度。”［１］７３４产业后备军增减是相对于资本实现价值增殖需要而言的，随

着资本主义经历危机、萧条、复苏、繁荣的周期循环，产业后备军相应地收缩和膨胀，并在劳动力市场上

调节工资一般水平波动：在繁荣时期，产业后备军相对收缩，工资水平上升；在危机时期，产业后备军相

对膨胀，工资水平下降。［７］可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资调节机制是以资本积累对劳动力供求两方面的

“内生”决定作用机制为前提的，是以资本增殖需要为转移的。

在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工资向下运动是一种“内生”的长期趋势，但在特定时期，尤其是资本积累

亢进期，工资向上运动仍然会出现。资本积累引起劳动价格提高（从而相同劳动量的工资率上涨）分为

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劳动价格持续提高，因为它的提高不会妨碍资本积累进程；第二个阶段，积累由

于劳动价格提高而削弱，随着积累减少，资本和可供剥削的劳动力之间的不平衡也就消失了。“所以，资

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机制会自行排除它暂时造成的障碍。劳动价格重新降到适合资本增殖需要的水平，

而不管这个水平现在是低于、高于还是等于工资提高前的正常水平。”［１］７１５可见工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

会随着积累增加而上涨，但工资上涨总是以“资本增殖需要”为限。一旦工资上涨影响到资本积累正常

发展的需要，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机制就会自动促使资本家缩减生产，降低工资，一直降到符合“资本增

殖需要”的水平。

综上，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过程中，工资从长期看有向下运动趋势，但这并不排除工资的涨落波动，

工资的所有这些运动形式均是以“资本增殖需要”为转移。“资本主义积累的本性，决不允许劳动剥削程

度的任何降低或劳动价格的任何提高有可能严重地危及资本关系的不断再生产和它的规模不断扩大的

再生产。”［１］７１６

三、工资运动与资本主义利润运动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不仅是价值形成过程，而且是价值增殖的过程。原因有二：其一，资本的专制要

求活劳动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新价值必须大于劳动力本身的价值，也就是必须生产剩余价值；其二，劳

动者的从属地位意味着必须不断地再生产出合适的劳动力，劳动力价值必须根据资本需要作相应调整

和实现，以便满足在技术进步条件下资本不断获取剩余价值的要求。因此，对于资本主义工资运动来

说，工资本身运动并不具有绝对的确定意义，它只有在和资本主义利润运动所构成的矛盾统一体中，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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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在对照利润运动的同时考察工资运动，才是一个具有理论分析价值的范畴。［９］

资本家雇用工人组织生产的唯一目的就是生产剩余价值，然而劳动力价值采取“工资”形式却巧妙

地掩饰了这个最为明显的事实。当经济衰退利润下降时，资本家无一例外地选择“削减直接和间接劳动

成本来弥补利润”，［１１］而当经济繁荣利润高涨，资本家为了雇用追加劳动力而“被迫”提高工资时，他们

总是摆出一副“慈善家”的姿态，把工资上涨这件事反复诉说，丝毫不提自己从追加劳动力身上占有的更

多的无酬劳动。可见工资运动所呈现出来的轨迹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利润运动轨迹的间接结果，但这一

逻辑关联或者通过工资的事后支付而变得模糊，或者通过资本家获利的隐蔽性而掩盖起来。

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一切国家里，劳动力只有在按购买契约所规定的时间发

挥作用以后，资本家才支付报酬。因此，“到处都是工人把劳动力的使用价值预付给资本家；工人在得到

买者支付他的劳动力价格以前，就让买者消费他的劳动力”。［１］２０２从资本价值增殖的角度，“工人只是在

自己的劳动力发挥了作用，把它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实现在商品上以后，才得到报酬。因此，工人既生产

了我们暂时只看作资本家的消费基金的剩余价值，也生产了付给他自己报酬的基金即可变资本，而后者

是在它以工资形式流回到工人手里之前生产的，只有当他不断地再生产这种基金的时候，他才被雇

用。”［１］６５４工资只不过是工人用自己上一期劳动来支付这一期劳动的货币表现，“工人今天的劳动或下半

年的劳动是用他上星期的劳动或上半年的劳动来支付的”，［１］６５５“资本家把工人自己的对象化劳动预付

给工人。”［１］６５５工资的支付是以资本家利润的实现为前提的，资本家只不过是把工人的劳动创造以“支付

工资”的名义返还给工人而已。

另一方面，“劳动力只有在它会把生产资料当做资本来保存，把自身的价值当做资本再生产出来，并

且以无酬劳动提供追加资本的源泉的情况下，才能够卖出去。所以，劳动力的出卖条件不管对工人怎样

有利，总要使劳动力不断地再出卖，使财富作为资本不断地扩大再生产。”［１］７１４也就是说，不管工资怎样

上涨，资本家既然会雇用工人，总是因为工人能够给他提供一个超过其工资水平的利润回报，因为“工资

按其本性来说，要求工人不断地提供一定数量的无酬劳动。”［１］７１４一旦所雇工人人数超出资本增殖需要，

出现多余，那么仁慈的资本家先生总会很看得开地说一句：“好聚好散，请你们离开吧”，把这些多余工人

退回到劳动力市场，抛向街头。

无论工资如何上涨，它总是包含着为资本创造剩余价值的必然，工资上涨往往出现在经济繁荣期，

这个时期资本积累异常迅速，每个资本都在急剧膨胀，相比于工资上涨，资本所获利润增加幅度更大，速

度更快。“相对地说，即同剩余价值比较起来，劳动力的价值还是不断下降，从而工人和资本家的生活状

况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１］５９７，５９８这就是隐藏在工资上涨运动现象背后的本质。这一点早已被资本主义

经济发展的事实所证明，工资增长日益落后于利润增长已经成为一种不可否认的现实趋势。

四、劳动力市场中的工资运动

劳动力市场是工资运动的直接场所，不管工资运动受何种因素驱动，最终都要在劳动力市场上表现

出来。资本主义工资运动受“劳动力价值规律”制约，即工资在本质上由劳动力价值决定，但同时受劳动

力供求变动以及劳资之间斗争状况的影响而围绕劳动力价值上下波动。这就是劳动力市场上表现出来

的工资运动形式，劳动力价值规律是工资运动的一般规律。

资本主义条件下，“相对过剩人口是劳动供求规律借以运动的背景”，［１］７３６劳动力市场上相对过剩人

口表现为失业工人与就业工人之间的“恶性竞争”。“工人阶级中就业部分的过度劳动，扩大了它的后备

军的队伍，而后者通过竞争加在就业工人身上的增大的压力，又反过来迫使就业工人不得不从事过度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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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和听从资本的摆布。”［１］７３３“劳动供求规律在这个基础上的运动成全了资本的专制”，［１］７３７并且成为调

节工资的决定因素。也就是说，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供求变动对工资的影响是通过相对过剩人口变动

对工资的调节来体现的。

“如果工人阶级提供的并由资本家阶级所积累的无酬劳动量增长得十分迅速，以致只有大大追加有

酬劳动才能转化为资本，那么，工资就会提高，而在其他一切情况不变时，无酬劳动就会相应地减少。但

是，一旦这种减少达到这样一点，即滋养资本的剩余劳动不再有正常数量的供应时，反作用就会发生：收

入中资本化的那部分减少，积累削弱，工资的上升运动受到反击。”［１］７１６换句话说，如果经济处在繁荣期，

生产发展很快，资本积累速度也很快，以致于资本家为了适配不断增加的剩余价值资本化的需要，必须

不断地投入追加劳动，资本家对劳动量需求增大。在追加劳动量通过增加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或劳

动熟练程度仍不能满足的时候，资本家就会雇用更多劳动力，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从而迫使工资提高。

但如果工资一直提高达到这样一个点，即在这点上追加剩余价值的资本化并不能满足资本增殖需要，那

么，资本家就会降低剩余价值积累率，缩减生产，积累削弱，相应的就是减少劳动量，在已经增大的劳动

效率（相比于工资上涨之前）情况下，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更多工人被解雇，这些被“游离”出来的劳动力又

回到劳动力市场，增加了劳动力市场中“产业后备军”的供给，使得工资开始下降，重新下降到适合资本

增值需要的水平。

在劳动力市场，工资变动受到劳动力供求状况影响，反过来，工资涨落也会促使劳动力供求发生变

动。通常工资变动会引导劳动力在不同行业之间，或不同领域之间流动。然而，这只是劳动力市场的表

象运动，隐藏在这种表象背后的是资本的绝对操控力，不管是工资涨落，还是劳动力供求变动，最终都要

取决于资本增殖需要。这种本质特征在考察社会总体的劳动力供求状态时会更加明显地显现出来。

劳动力市场作为决定工资水平的直接场所，阶级斗争也在这一领域产生直接效果。其表现形式是

资本家总是想方设法压低工资，但工人通过组织工会等形式进行反抗，从而决定了工资水平与劳动力价

值之间的偏离程度，这种偏离“取决于资本的压力同工人的反抗这二者的力量对比”。［１］５９７但是，决定阶

级间的力量对比，进而影响劳资双方市场议价能力的根本因素，是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在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中的地位。［７］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控制着一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而劳动者则已经自由得一无所有，

除自身劳动力所有权之外就别无他物，“在资本的公式中，活劳动对于原料，工具和劳动过程中所必须的

生活资料，都是从否定的意义上，即把这一切都当作非财产来发生的关系”［１２］。所以，很明显，在生产资

料资本主义私有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工人阶级所处的是绝对从属的地位，而资本则处于绝对主导的地

位，这就决定工人在工资运动谈判中处于弱势地位。因此，马克思说：“工人必须把他们的头聚在一起，

作为一个阶级来强行争得一项国家法律，一个强有力的社会屏障，是自己不致再通过自愿与资本缔结的

契约而把自己和后代卖出去送死和受奴役。”［１］３４９工人阶级要想保障工资运动有利于自己，只有团结起

来同资本家阶级作坚决斗争，才能争得一个起码的劳动条件和工作日法律制度的重新安排。

综上，劳动力市场是工资运动所借以实现的场所，不管是因为劳动力价值变动，还是因为市场上劳

动力供求关系变化，抑或是因为劳资双方市场谈判力量出现变化，抑或是最核心的因素资本积累对工资

运动提出新的要求，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带来工资在劳动力市场的运动。

五、结论与启示

马克思的工资理论蕴含了工资运动理论，但马克思本人及其后来研究者都没有对其进行过单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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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本文立足于不同视角，更加关注从运动中来理解资本主义工资本质，这无疑更符合马克思的辩证思

维方法。因此，从马克思工资理论中析出工资运动理论加以专门论述，不仅是马克思工资理论发展的需

要，也是进一步深化理解马克思工资理论的需要，具有较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通过理论探析可知，应该从四个维度去理解马克思工资运动理论：第一，马克思工资理论中不仅给

出了工资质的规定，也给出了工资量的规定。工资量取决于劳动力价值量，等于劳动价格与一定时间限

定内劳动量的乘积，这是现实经济中判定工资高低涨落的基本规则；第二，资本主义工资运动总是以资

本增值需要为转移，不论是长期中工资变动，还是短期中工资波动，资本及其积累的需要才是最根本的

决定因素；第三，工资运动总是伴随着利润运动，而且利润运动决定着工资运动；第四，劳动力市场不过

是工资运动借以表现的场所，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因素都不产生于劳动力市场本身，而是产生于资本主义

私有制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制度。

与工资一样，工资运动也是资本主义经济中特有的经济现象。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以及企

业经营方式日趋多样化，劳动雇佣关系在劳动关系中的比重日益增大，劳动力市场对职工收入分配的调

节功能迅速增强，［６］因此工资运动理论对我国工资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首先，

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工资的市场化改革不应该成为“资本的专制”，市场机制不

应该成为资本压低工资的杠杆；［１３］其次，要正视寓于市场经济的劳动力价值规律对工资运动的决定作

用，政府只能引导工资运动，而不能用行政力量干预工资运动；最后，要打破 “资本的专制”，只能彻底消

灭雇佣劳动制度，因为只有这样才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工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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