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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思在他的 《资本论 》巨著中透彻地阐明了企业财产保险费 以下简称深险费 支出的三大墓本

原理
,

即 保险费支出是生产上的非生产费用的原理 , 保险费来源于剩余价值的原理 保 险 费 从 商品

价格中补偿和平均化的原理 但是
,

马克思在 《资本论 》中并没有把保险当作重要范畴来考 察
,

只 是
‘

点到
,

而已
。

因此
,

人们对马克思关于企业保险费支出的三大原理
,

在理解上颇不一致
,

有的甚至与

之相悖 其中
,

最典型的可算是
‘

保险费转嫁说
,

以下简称
‘

转嫁说
, ‘

转嫁说
”

的基本观点

可概括为 认为保险费支出追加商品价格 价值 的观点 认为保险费视同析旧 计入戎本

的观点 认为保险费通过商品价格转嫁给消费者的观点
。

由此
, ‘

转嫁说
”

就给人们造成一种假

象 似 乎保险费支出不是对剩余价值的一种扣除 似乎资本家 或生产经营者 并没有承担风险损失的

代价
,

而是最终由消费者承担 马克思认为
‘

补偿风险的呆险费
,

只是把资本家的损失平均分摊
,

或者

说
,

更普遍地在整个资本家阶级中分摊
” 。

似乎商品的价值不完全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
,

而可

以另外附加
,

因此
,

社会财富的价值表现也会因保险的存在而增加
,

而不一定需要追加劳动
。

可见
‘

转

嫁说
,

与马克思的原理并无共通之处 因此
,

保险经济学的任务有必要运用马克思所阐明的原理正确分

析企业保险费性质
、

来源和补偿问题
,

还其真面 目

一 保险费支归」不追加商品价值

保险费支出是一种不追加商品价值的非生产费用

马克思在 《资本论》 第 卷第六章 《流通费用》 一节中
,

当叙述到保管费用的社会性质时
,

指出

“

因此
,

使商品变贵而不追加商品使用价值的费用
,

对社会来说
,

是生产上的非生产费用
,

⋯⋯既然把

这些费用加到商品价格中去湘这种加价
,

只是均衡地分配这些费用
,

所以这些费用的非生产性质不会因

此而消失 例如
,

保险公司把单个资本家的损失在资本家阶级中间分配
。

尽管如此
,

就社会 总 资 木考

察
,

这样平均化的损失仍然是损失
” “

转嫁说
‘

正是从这里引 正了保险费支出追加商品价值或 介格

的观点 我们认为这是一种误解 理 由是 首先马克思在这里论述的整个中心仍是保管费用的性质
。

请

看马克思的解释
,

他说 保管费用
“

可以产生于生产过程
,

这种产生过程只是在流通中继 续 进 行
,

因

此
,

它的生产性质只是被流通的形式掩盖起来了
”

因此
,

保管费用
‘

对单个资本家来说
,

它们可以

起创造价值的作用
,

成为他的商品出鲁价格的一种加价
”

只不过
‘

从社会的观点看
,

它们又可 议是

单纯的费用
,

是活劳动或物化劳动的非生产耗费⋯⋯ 而保险费用显然不具有生产的属性
,

所以
,

单个

资本的保险费支出与新商品价值的形成根本无关
,

不可能追加商品的价直或价格
。

其次
,

马克思在这里

只是借喻保险平均分摊危险损失的机制来说明保管费用 也是 一种平均化了的费用
,

他说
‘

这 些 费 用

指保管费用 笔者注 追加到商品价格中时
,

会按照各个资本家分担这些费用的 比例 进 行 分 配 但

是
,

一切追加价值的劳动也会追加剩余价值⋯⋯
”

马克思在这里说明了
,

凡是追加商品价值的费用

支出
,

也会追加剩余价值 如果保险费用会追加商品价值
,

岂不等于说保险费用也会追加 创造 剩余

价值 这种观点难以成立 再次
,

马克思只是在
‘

例如
”

中说明保险费支出是一种非生产性 支 出 的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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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

即
‘

这样平均化的损失仍然是损失
” 。

既然是损失
,

就不可能追加商品价值 甚至属于生产费用

范畴的损失
,

例如生产过程的废品损失等
,

都只会增加产品成本
,

减少利润 注意 不是 减 少剩余价

值
,

而不增加产品价值 总之
,

从以上马克思的论述中
,

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得出企业保险 费支出会

追加商品价值的结论 而只能得出保险费支出是一种非生产性支出的原理

那么
,

马克思是否论述了保险费支出是一种不追加商品价值的非生产费用呢 回答是肯定的 那就

是马克思在 《资本论 》第 卷第二篇第八章 《固定资产的组成部分
、

补偿
、

修理和积累 》一 节 中 指 出

的
‘

对于由异常的自然现象
,

火灾
、

水灾等等引起的破坏所作的保险
,

和损耗的补偿及维修劳动完全

不同 保险必须由剩余价值补偿
,

是剩余价值的一种扣除
”

马克思这段话的意义在哪里呢 我认为

就在于把保险费与损耗的补偿和维修费用进行比较
,

从而说明保险费的性质 第一
,

固定资产损耗是生

产费用
,

由折旧补偿 第二
,

固定资产的维持费用虽然与商品生产的直接过程无关
,

但是
‘

投在这种劳

动上的资本
,

属于流动资本中要弥补一般非生产费用的部分
,

这个部分要按年平均计算
,

分摊到价值产

品中
’

可见
,

维修费用 虽然是非生 产费用
,

但会追加产品价值
,

并由流动资本补偿
。

第三
,

呆险费用

既不能从折 旧中补偿
,

也不能从流动资本中补偿
,

而只能从剩余价值中补 偿
,

这就说明了保险费义当并

不能追加商品价值
,

而只能从新创造的价值中扣除
。

可能有人要问 在对外贸易中
,

保险费不是成为国

际贸易价格的组成部分吗 不错
,

但也不追加商品价值 因为
,

在国际贸易中的运输
、

包装
、

保管等费

用是生产费用
,

那么
,

一切追加商品价值的劳动
,

同时也创造剩余价值
,

可见在国际贸易中保险费支出

仍然是对剩余价值的扣除
,

并没有追加商品价值 至于包含在流通费用中的那部分保险费用
,

本来就是

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扣除

总之
,

企业保险费支出是一种不追加商品价值 或价格 的非生产费用 它的本质特征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
,

保险费支出
,

表现在它在单个资本循环中并没有被消耗掉
,

只是由保险公司聚积起来
,

形成

对个别资本价值损失的赔付基金 这个特征与其它非生产费用不同
。

其他非生产费用不是在生产中
,

就

是在流通中被消费掉

第二
,

保险费支出
,

并没有被转移到价值产品中去
,

即不追加商品价值 因为
, ‘

平均化的损失仍

然是损失
” 。

仅就这一点看
,

就象废品损失一样
,

只会增加成本而不增加商品价汽 从这一点我们还可

以进一步确立保险商品交换过程中的价值规律第一原则
,

即风险财务成本核算

第三
,

保险费支出
,

是资本家对其预付资本价值所作保障的代价 其 目的是
,

一旦预付资本的使用

价值遭到意外损失时
,

恢复其价值 而保管费用和固定资产的维修费用则是通过对使用价值的保存和维

护来达到保护资本价值的 目的
。

第四
,

保险费支出
,

是对生产资本的一种扣除 它既不执行生产剩余价值的机能
,

也不执行实现剩

余价值的机能
。

纯粹流通费用虽然也是对生产资本的一种扣除
,

但是
,

它们执行实现剩余价值的机能
。

二 保险费的源泉是剩余劳动

保险费的源泉是工人的一部分剩余劳动

马克思在论述建立保险基金的必要性时说
‘

这个不变资本在再生产过程中
,

从物质方面来看
,

总

是处在各种会使它遭到损失的意外和危险中 因此
,

利润的一部分
,

即剩余价值的一部分
,

必须充当保

险基金 ⋯⋯这种基金是收入中既不作为收入来消费
,

也不一定用作积累基金的唯一部分 ⋯⋯甚至在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之后
,

也必须继续存在的唯一部分
”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
,

保险基金是采

用商业保险的方式建立的
。

即资本家为了防止资本价直遭受意外损失
,

用交保险费的办法把风险转嫁给

保险资本家 保险资本家则担负着筹集保险基金
,

履行赔付义务的职能 保险资本家的利润来自于对保

险费的扣除
‘

从这个平均分摊的损失中
,

必须扣除保险公司利润
,

即扣除投在保险事业中并担负这种

平均分摊职能的资本的利润
。

这些保险公司以和商业资本家或货币资本家样这的方式取得一部分剩余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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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

而不直接参加剩余价值的生产二
马克思更进一步指出

,

建立保险基金的必要性是基于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的客观 强 制 性 他 说
‘

⋯⋯虽然在资本家个人看来
,

好象池真正能够把全部利润当作收入来消费掉
,

但池会在这方面碰到限

制
,

这些限制以保险基金和准备金的形式
,

以竟争规律等形式出现在他面前
,

并且在实践中向它证明
,

利润并不只是个人消费品的分配范畴
” 。

这说明了竞争规律的强制
,

迫使资本家不得不把一部分利润

转化为追加资本 而且灾害事故的
‘

自然规律
” ,

也迫使资本家不得不把一部分利润用来建 立 保 险 基

金 所以马克思说 保险基金是
‘

收入中既不作为收人来消费
,

也不一定用作积累基金的唯一部分
” 。

在

资本主义国家里
,

保险已经戈为最普遍的现象
,

可以说任何 一个商人都是无呆险不经商
,

而经商则必保

险
。

尤其在资本技术构成不断提高的条件下
,

任河一个资本家都经受不了灾损灼一次性打击 在今天
,

世界保险 费收入的增长速度甚至高过同期国民生产总值的增 氏速度
。

以上
,

马克思不仅清楚地指出保险费的源泉是工人的剩余劳动
,

而且指出保险费支出的这部分预付

资本是资本化了的剩余价值 他说
‘

一部分剩余价道
,

作为总利润的一部分
,

必须形成一个生产保险

基金 这个保险基金是由一部分剩余劳动创造出来的
,

就这一点说
,

剩余劳动直接生产资本
,

就是说
,

直接生产那种要用去再生产上的基金
”

尽管保险费用作为预付资本的一部分计入生产成本
,

但是
’

‘

这个事实并不改变这个利润的源泉
”

也就是说保险费即使在成本范畴内核算
,

但是
,

仍就是利润

的一部分
,

是对剩余价值的扣除
。

然而
, “

转嫁说
”

却不是这样认识问题 正是因为保险费作为商品成本的一个要素
,

于是乎
,

在保

险经济理论中就产生了一种叫做
‘

保险折旧 沦
”

的观点 保险费
‘

转嫁说
”

论者中就有这种观点
。

他们

认为
‘

保险费用的来源和财政收入来源一样
,

也是来自社会总产品
、 、

三个部分 其中 是指生

产性企业财产保险应交纳的保险费 这部分费用所代表的生产资料的实物形态
,

虽然没有消耗或磨损
,

但它是为一旦发生意外灾害而造成实物损失的及时补偿所作的准备
,

是维持正常生产所不可缺少的资金

储备
,

因而将其视为固定资产折旧费用丫样
,

构成产品成本的一个组成部分 是指人身保险 和家庭财

产保险所交纳的保险费
,

是个人消费基金的一部分 是指非生产性单位财产保险所交纳的呆险费
,

这

些单位木身不创造价泣
,

保险费只能来源于社会剩余产品
”

此说把生产性企业财产保险费完全排除

在剩余价值之外了
。

我以为
‘

转嫁说
,

的 保险折 旧论观点是很值得商榷的
。

首先
,

把深险费来源与财

政 收入来源相提并论本身就是一种错误 因为
,

财政收入从 部分来的
,

是国营企业上缴的一部分拆 旧

费 现在已越来越小 而保险费却无论如何不 可能来自于 否则
,

在理论上就违背了马克思关于企业

保险费来源于 的学说
,

在实践上也就承认了生产性企业保险费支出是旧价值向新产 品 转 移 从 而
,

‘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企业的保险费由广大消费者承担
,

也是理所当然的
” ‘

转嫁说
’

观点也就成

立了 然而
,

这又恰恰与马克思的原理相悖 马克思认为
‘

利润的一部分
,

即剩余价值的一部分
,

必须充

当保 险基金⋯⋯甚至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之后
,

也必须继续存在的唯一部分
”

这就说明在社会主

义制度下企业保险费仍然是来自于剩余产品 即社会净收入 可见
,

把社会主义保险费来 源 归 结 为
、 、

三部分是欠通的 其次
,

把保险 费支出视同折旧计入成本的
‘

保险拆旧论
’ ,

也是不 妥 的

因为
,

保险费与折旧区别殊大 费用的性质不同 保险费是不追加商品价值的非生产费用 拆 旧

费是新产品中的旧价值
,

是企业生产性费用 指生产性企业
。

计算方法不同 保险费是按损失

概率厘订 折旧费是根据固定资产的平均寿命计提 补偿来源不同 保险费支出由剩余价值 补

偿 折旧费由商品价值中的 来补偿 使用对象不同 保险费是以对损失了的资本价值的补 偿
,

带有偶然性 折 旧费则是用以对梢耗掉的固定资本价值的补偿
,

具有确定性 最后
,

保险不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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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固定资产
,

而且包括流动资产 而折旧则不含流动资产因素 由此可见
, ‘

保险折旧论
”

失之斟酌

因此
,

保险费视同折 旧费一样计入成木之说也是不能成立的
。

三 保险 费从商品价格中补偿和平均 化原理

无庸置疑
,

一切为商品生产和流通所支出的费用
,

都必须从商品价格中得到补偿
,

这是社会简单再

生产的最起码要求 保险费支出也不例外
。

但是
,

保险费支出是不追加商品价值的非生产费用
,

是一种

平均化了的损失
,

是对剩余价值的一种扣除 既然如此
,

为什么还有一个补偿的问题呢 这是我们理解

保险范畴的一个难点
“

转嫁说
’

正是不能理解这个问题
,

而失之毫厘
,

差以千里的
。

事实上
,

在商品货币经济条件下
,

保险基金不可能由国家或社会从剩余价值 或剩余产品 中统一

扣除
,

而必须根据单个资本风险的大小
,

由资本家 或企业 在再生产过程中垫支
,

作为预付资本的一

部分计人价值产品的成本价格 于是就产生了对保险费用的补偿问题

马克思指出
‘

如果资本家按商品的主产价格出警 台沟商拮
,

他扰双回与也龙主产上所耗费的资本的

价值量相一致的货币
,

并且取得与他的只是作为社会总资本的一定部分的预付资本成比例的利润
”

可见
,

保险费支出一旦作为预付资本的一部分计入价俊产品的成本 价格 这里的成本价格已不是马

克患所假设的预付不变资本价值会被全部转移到价值产品中去的那种理沦成本价格
,

也就必然要从商

品销售价格中得到补偿 同时
,

还要带回与它 垫支在保险费上的资本 成比例的一部分利润
。

就这一

点来说
,

恐怕也是
‘

转嫁说
”

所未能料及的
,

不过
,

正是因为保险费计入成本这一点
,

从现 象形 态 上

看
,

似乎追加了商品的价值 或价格 殊不知
,

在这里正是现象掩盖了本质 实际上
,

保险费在戈本

中核算只不过是实现了总剩余价值巾应扣除 或日提取 的那部分保险基金对个别资本家垫支保险费的

偿还
。

整个过程应该是垫支在先
,

扣除和补偿在后 也就是说
,

总剩余价值实现后要预先扣除这部分保

险基金 撇开其它扣除因素不论
,

比如纯粹流通费用也是从总剩余价值中扣除和补偿的
,

而后才能作

为现实利润在资本家之间分配 正如恩格斯对保险费支出所作的解释
‘

防止
‘

损失
’

的保险费确实是从

剩余价值中提出的
,

但它算在利润之夕卜 ⋯⋯
’

商品的生产价格 成本价格 利润
,

保险费算在利

润之外
,

当然就应算在成本价格之中了 而且
,

风险损失因此达到平均化了 这是因为
,

单个资本不管

其风险之大小
,

垫支保险费之多寡
,

都会从资本家阶级 总资本 所共有的剩余介值中得到补偿
,

而风

险损失则表现为总资本 总公司 的损失
,

风险损失的补偿则由总资本 总公司 提留的保险基金中支

出
,

并不完全直接表现为单个资本的损失
,

也就是说风险损失被平均化了 在保险商品性经 营 的 条件

下
,

这个总资本 总公司 的平均分滩职能就由保险资本家担任了 可见
,

保险费计入成本这个形式是

是绝对必要的

但是
,

有的同志根据马
、

恩关于保险费是利润的一部分的有关论述
,

主张深险费应在利润中核算
,

而不应在成本中核算
,

担心会滑到
‘

转嫁说
”

的轨道上去 如果按这些同志的主张办
,

平均利润扣除保

险费支出
,

那么不同资本家 或企业 之间由于风险不同所得利润额就会因此而存在差别
,

也就是说风

险并没有被平均化
。

在竞争和资本在部门间可以自由转移的条件下
,

这种情况事实上不存在
,

而且资本

家 或企业 不可能将其垫付资本放在利润中去核算 我以为
,

马克思在提到保险费是总利润的一部分

时
,

他的前提是 一切新追加的劳动
,

只要它所创造的价值不归结为工资
,

就表现为利小 利润在这

里理解为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
” 。

而这些同志似乎并没有注意到马克思的这个抽象
。

此外
,

在现有的阐述保险费从商品价格中得到补偿问题的有关论著中
,

作者往往引用 了马克思的这

段话
‘

一旦资本主义生产和与之相连的保险事业览展起来
,

风险对一切生产部门来说实际上都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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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柯贝特的著作 风险较大的部门要支付较高的保险费
,

但会从它们的商品价格中得到补偿
”

丁我

个人对此等引用持不同看法
。

认为马克思在这里并非论述保险费的补偿问题
,

尽管提到风险 平 均 化 问

题
,

但中心是论述等量资本取得等量利润问题 因为 马克思是在 《资本论》第三卷第二篇 《利润转化

为平均利润 》 第十二章 《资本家的补偿理 由》 一节中
,

说到上述那段话
,

而且在它的前面还 有 一段 论

述
,

他说
‘

在这个观念的基础上然后建立起资本家的计算 例如
,

有一个资本由于商品 在 生 产 过程

中停留的时间较久
,

或者由于商品必须在很远的市场上出鲁
,

因而周转较慢
,

那末它总会把由此失去的

利润捞回
,

因此
,

它会用加价的办法来得 到 补 偿 或者
,

那些要冒较大风险的投资
,

例如航运业的投

资
,

也会用加价的办法来得到补偿
”

紧接着就是上述
“

一旦⋯⋯
” ,

只要我们把前后联系起来
,

就

不难领会
,

马克思在这里论述的中心意思是
,

个别资本会因周转较慢或风险较大等因素而失去一部分利

润
,

但是
,

在生产价格和平均利润机制下
,

资本家会用加价的办法把失去的这部分利润 捞 回 去
。 ‘

因

为 利润似乎只是根据这种或那种理由对商品成本价格实行加价而产生的
” ,

这 就 是
‘

资本 家 的 计

算
”

所以
,

从根本上说
,

马克思的论述是关于利润的分配问题 从补偿性质看
,

不是 指 对 保险费的补

偿
,

而是指捞回因风险较大需要支付较高保险费而失去的那部分利润
,

此其一 其二
,

这个补 偿的量也

必须大于多支出的保险费 假定保险费多支出 个货币单位
,

如果指保险费的补偿
,

则只加价 个货币

单位
。

然而
,

按资本家的计算观念
,

他们总是把保险费计入预付资本
,

而后再根据等量资本取得等量利

润
,

在平均利润率为 肠情况下
,

那么
,

补 偿加价应为 个货币单立 也就是说
,

如果是按 保 险 费 加

价
,

多支付 个货币单位保险费的资本家就要失去 个货币单位的平均利润 这就违背了资本家的计算

原则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
,

垫支在保险费上的预付资本
,

还要按比例为资本家带回利润
。

其三
,

马克思

在这里只提到
‘

风险较大的部门要增付较高的保险费
,

但会从它们的商品价格中得到补偿
” 。

如果这句

话可作为商品的保险费会从商品加价中补偿的根据
,

那么
,

一般水平或风险较低部门
,

则只支付中等水

平或较低保险费
,

是否也是从商品加价中得到补 偿呢 无法说明
。

最后
,

商品虽然不是按其价值出卖
,

而是按生产价格出卖的 但是
,

总生产价格等 于 总价 值 既然
,

保险费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
,

那么
,

它本来就是价值产品的价值构成的一部分 从单个资本来看
,

保险费不可能超出该资本所创造的剩余价

值
,

已 经包含在商品的生产价格之中 如果保险费是从商品加价中
,

而不是从剩余价值中得到补偿
,

无非等于说承认了商品会因保险而增殖 总生产价格必大于总价值
,

这就完全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背

道而驰
,

或者说 因保险费形态的存在推翻马克思资本论大厦的奠基石

综上所述
,

笔者认为
,

马克思夭于保险费支出是生产上的非生产费用
,

保险费来源于剩余价值和保

险费从商品价格中得到补偿和平均化的三大原理
,

是统一的整体 其中
,

保险费来源于剩余价值的原理

是我们理解另外两个原理的钥匙 承认保险费来源于剩余价值
,

是对剩余价值的扣除
,

就必须承认保险

费支出是一种不追加商品价值的非生产费用支出 只有承认保险费来源于剩余价值
,

同时
,

也承认保险

费支出不追加商品价值
,

才有可能最终理解保险费支出在商品生产价格和平均利润机制下
,

如何实现补

偿和达到平均化
,

资本家阶级 或企业之间 如何平均负担风险损失
,

才不会得出保险费最终都要转嫁

给消费者
,

由消费者负担资本家风险损失这样一个似是而非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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