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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理解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目的

的观点解释生产劳动

陈振羽

本 文指出
,

经济学界流行着对马克思从 资本 主义生产 目的的观点解释生产劳动

的错误认识
,

认为马克思 由 资本主义生产 目的确定的资本 主义生产劳动包括被榨取

剩余价值的 卜物质生产的劳动
。

作者认 为
,

从 资本主义生产 目的的 观点解释的生产

劳动 不 包括 不能生产利余价值的柞物质生 产的劳动
,

生产 目的 不决定生 产劳动 的具

休内容
。

经济学界流行着对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 目的的观点解释生产劳动的错误认识
,

认为马

克思 由资本主义生产 目的确定的生产劳动包括被榨取剩余价值的非物质生产的劳动
,

这种看

法显然是不妥当的
。

我们探讨这个问题
,

有助于长期以来争论的非物质生产的劳动能否成为

资本主义生产劳动难题的解决
。

一
、

从资本主义生产 目的的观点解释的生产劳动不包括不能生产剩余价值的非物质生产

的劳动

对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 目的的观点解释生产劳动的错误认识的一个方面
,

是认为马克

思由资本主义生产 目的确定的资本主义生产劳也包括被榨取剩余价值的非物质生产的劳动
。

在有的同志看来
, “

生产劳动的本质是劳动在一定社会生产关系下所具有的形式规定性
。 ”

从

生产 目的的观点来确定生产劳动
,

才能揭明生产劳动的本质
。 “

从一定的生产方式所特有的生

产 目的出发
,

这是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理论在方法论上的一个重要特点⋯⋯ 他

写道
‘

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 目的不是生产商品
,

而是生产剩余价值或利润 在其发展的形式

上 不是产品
,

而是剩余产品
。

从这一观点出发
,

劳动本身只有在为资本创造利润或剩余产

品的情况下才是生产的
。

如果工人不创造这种东西
,

他的劳动就是非生产的
。

”
, “

马克思在

这里正是由于坚持了符合资本主义生产 目的 即榨取剩余价值 的一切劳动都是资本主义生

产劳动这一正确的方法论
,

才把非物质生产领域的许多劳动者
,

如在书商指示下编写政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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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学大纲的
‘

无产者作家
’ , ‘

被剧院老板雇用
’

的歌女等等都恰如其分地归入资本主义生产

工人的行列
,

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完全正确的
。 ’,

我不敢苟同这种看法
。

按照马克思的观

点
,

资本主义生产 目的是生产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
,

从资本主义生产 目的的观点来解释资本

主义生产劳动
,

它只能被看作限于物质生产的劳动
,

不能够认为非物质生产的劳动也是能成

为符 合资本主义生产 目的的生产劳动
。

会有上述不妥当的看法
,

是因为

其一
,

对生产劳动的本质有着错误的认识
。

不能认为
“

生产劳动的本质是劳动在一定社

会生产关 系下所具有的形式规定性
” 。

生产劳动本质不是劳动而是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在一定

社会生产关系下所具有的形式规定性
。

我们不应该从劳动
、

而是应该从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

出发 去考察生产劳动的本质
,

因为马克思的一般生产劳动概念只包含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
,

不

包括 非物质产品生产的劳动
。

正确认识生产劳动的本质
,

有助于正确认识马克思从资本主义

生产 目的的观点解释资本主义生产劳动
。

我们正确认识生产劳动的本质
,

就不难认识到资本

主义生产劳动的本质不是劳动而是物质资料生产的一般生产劳动所采取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的社 会形式
,

资本主义生产劳动就被看作是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
,

它是出现于资本主义物质

的商 品生产过程中的劳动
,

或者说
,

生产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生产劳动是属于资本主义物质

的商 品生产的劳动
。

这就表明作为资本主义生产 目的的剩余价值的生产以及 由此确定的生产

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生产劳动
,

都是被看作只限于物质生产的劳动
,

非物质生产的劳动都被

排除在外
。

其二
,

误解马克思关于由资本主义生产 目的观点解释资本主义生产劳动概念的以下论述
“

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 目的不是生产商品
,

而是生产剩余价值或利润 在其发展的形式上 不

是产品 而是剩余产品
。

从这一观点出发 劳动本身只有在为资本创造利润或剩余产品的情

况下才是生产的
。 ’,

他们认为马克思在这段论述中把资本主义生产的 目的看作 只是榨取剩余

价值
,

由此把非物质生产的劳动看作也能成为符合资本主义生产 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劳动
。

这

种看法是不妥当的
。

首先
,

不了解作为资本主义生产 目的的剩余价值生产是属于物质的商品生产
,

非物质生

产被 排除在外
,

由此解释的资本主义生产劳动只能是限于物质的商品生产的劳动
,

非物质生

产的劳动不可能成为生产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生产劳动
。

马克思是把资本主义生产 目的看作

生产资本主义物质的商品所包含的剩余价值
。

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学说
,

生产价值从而

生产剩余价值的抽象劳动都要以生产物质产品的具体劳动为前提
。

剩余价值的生产是属于

资本主义物质的商品的生产
,

因此资本主义生产 目的是生产资本主义物质的商品所包含的剩

余价值
,

由此解释的资本主义生产劳动是能够生产资本主义物质的商品所包含的剩余价值的

劳动
,

这就要认为资本主义物质的商品生产的劳动才是 生产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生产劳动
。

其次
,

忽视了马克思前面那段论述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 目的 不仅是生产剩余价值 而

且是 生产作为剩 余价值的表现的剩余物质产品
,

因而由此解释的资本主义生产劳动是生产剩

余价值或生产作为剩余价值的表现的剩余物质产品的劳动
,

这也是把生产劳动看作只限于物

质生产的劳动
。

马克思是在评述重农学派的纯收入论而提出前面那段论述的
。

重农学派的纯

收入论就是他们的剩余价值理论
。

马克思认为重农学派所说的纯收入实际上就是产品 或产

品价值 超过它补偿预付资本即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那一部分的余额
,

这是
“

重农学派最

初用于表达剩余价值的一种形式
’

,
。

重农学派的剩余价值理论的一个重要科学贡献 是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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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剩余价值的劳动限于物质生产 农业生产 的劳动
,

然而他们没有劳动价值学说
,

不能够

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作科学的说明
,

而且既是从价值形式又是从物质形式考察纯收入
。

马克思

发现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
,

从而发现剩余价值生产的秘密
,

就能够克服重农学派对纯收入

的上述二元论的缺陷
,

科学解释剩余价值及其表现在剩余产品上
。

马克思科学地阐明了剩余

价值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
,

然而剩余价值的生产又是属于资本主义物质的商品的生产
,

它包

含在资本主义物质的商品之中
。

资本主义商品价值的各个组成部分可以表现在资本主义物质

产品的相应部分上
,

剩余价值表现在作为资本主义物质的商品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剩余产品上
。

所以马克思在评述重农学派的纯收入论时提出的前面那段论述
,

阐明的由资本主义生产 目的

的观点解释的生产劳动是生产剩余价值或作为剩余价值 的表现的剩余产品的劳动
,

也都是限

于物质生产的劳动
。

再次
,

不了解从资本主义生产 目的的观点解释生产劳动
,

是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观点

解释生产劳动派生出来的
,

从而非物质生产的劳动被排除于生产劳动以外
。

马克思把资本主

义生产过程看作是资本主义物质的商 品生产过程
,

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观点解释生产劳动
,

一方面是从资本主义价值增殖过程的观点解释生产劳动
,

生产劳动是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
,

这

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劳动定义
,

还必须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观点解释生

产劳动
,

生产劳动是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
,

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补充定义
。

从资本主义

生产过程的观点解释生产劳动
,

资本主义生产劳动就被看作是生产剩余价值和物质产品的劳

动
。

在对资本主义生产劳动作这种解释的基础上
,

就又可以把剩余价值看作是表现在资本主

义物质产品的相应部分上
,

从而又得 出资本主义生产劳动是生产剩余价值或作为剩余价值的

表现的剩余产品的劳动
。

所以从资本主义生产 目的的观点解释的上述生产劳动定义
,

正是从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观点解释生产劳动派生出来的
。

这也揭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劳动只限于出

现在 资本主义物质生产过程中的劳动
,

生产剩余价值的生产劳动要以生产物质的生产劳动作

为前提
,

非物质生产的劳动被排除于生产劳动之外
。

其三
,

误解马克思前面那段关于为资本主义带来剩余价值的歌女
、

作家等非物质生产的

劳动是生产劳动的论述
,

认为这是符 合由生产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生产 目的的观点解释的生

产劳动
,

从而实际上认为歌女
、

作家等非物质生产的劳动也是能成为生产剩余价值的资本主

义生产劳动
。

正如前面指出的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 目的的观点解释的资本主义生产劳动是

生产剩余价值或剩余物质产品的劳动
,

他就不可能又认为从资本主义生产 目的的观点来看
,

歌

女
、

作家等非物质生产的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劳动
。

会有上述误解 是因为不了解马克思把资本雇用的
、

不能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看作生产

劳动 这是从资本 服务业资本 的观点
,

而不是从资本主义生产 目的的观点或资本主义生

产过程的观点得出来的
。

马克思曾经把资本雇用的
、

不能生产剩余价值但能为资本带来剩余

价值的非物质生产的劳动看作从资本家 服务业的资本家 的观点来看的生产劳动
。

由于资

本家投资的 目的只是为了使他的资本增殖
,

对于资本家 服务业的资本家 来说
,

劳动成为

生产劳动
,

只在于它能为资本家带来利润
。 “

例如
,

密尔顿创作 《失乐园》得到 镑
,

他是非

生产劳动者⋯⋯但是在书商指示下编写书籍 例如政治经济学大纲 的莱比锡一位无产者作

家却是生产劳动者
,

因为他的产品从一开始就从属于资本
,

只是为了增加资本的价值才完成

的
。

一个 自行卖唱的歌女是非生产劳动者
。

但是 同一个歌女 被剧院老板雇用
,

老板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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赚钱而让她去唱歌 她就是生产劳动者
,

因为她生产资本
。 ’,

马克思在 《资本论 》第三卷以及

其他手稿 中也阐述了类似的观点
。

在他看来
,

从事商品售卖的商业店员以及歌女
、

作家等非

物质生产者的劳动都是不能够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
,

但能为资本家带来剩余价值
,

从资本家

服务业的资本家 的观点来看
,

这些劳动是生产劳动
。

例如 马克思在 《资本论》第三卷中

指出
,

商业资本家雇 用的办事员的无酬劳动虽然不会创造剩余价值
,

但会为他创造占有剩余

价值的条件
, “

这种劳动对这个资本来说是利润的来源
’, 。

所以
,

商业资本
“

所购买的商业劳

动
,

对它来说
,

也是一种直接的生产劳动
。 ’,

又如
,

马克思在 《剩余价值理论论》第一册中指

出
, “

一个被资本家雇用的演员只要他偿还给资本家的劳动多于他以工资形式从资本家那里取

得的劳动
,

那末他就是生产劳动者
。 ’,

这里
, “

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始终是从资本家的角度

来区分的
。 ’,

我们应该注意到
,

马克思是认为应该从资本主义物质的商品生产过程的观点才

能够科学解释生产劳动
,

非物质生产的劳动没有在资本主义物质的商品生产过程中生产价值

和剩余价值
,

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观点来看 是非生产劳动 但是从资本家 服务业资本

家 的观点来看
,

上述劳动却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劳动
。

因此这种生产劳动是非生产劳动采取

的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歪曲表现形式
。

我们还要指出
,

马克思在他还来不及亲 自修订出版的

手稿 中
,

是难免会有不妥之处
,

不能据此认为他是把非物质生产的劳动看作也是能够成为符

合资本主义生产 目的的生产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生产劳动
。

例如
,

他在前面那段论述中曾经

指 出歌女
、

作家能够
“

生产资本
’, 。

在 《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中也曾经指出歌女等非物质

生产劳动者能
“

直接生产资本
’, 。

在 《剩余价值理论论》第一册中又提及演员等非物质生产

劳动者能
“

创造剩余价值
’, 。

这些显然都是不妥当的
。

按照他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
,

歌

女
、

作家等非物质生产的劳动者是不能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
,

从而不能生产由剩余价值转化

的资本
,

他们只能为资本
“

创造占有剩余价值
”

的条件
,

或为资本
“

生产占有资本
’,

的条件
。

二
、

生产 目的不决定生产劳动的具体内容

误解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 目的的观点解释生产劳动的另一个方面
,

是认为生产 目的决

定生产劳动的具体内容
,

把资本主义生产劳动具体内容说成也包括非物质生产的劳动
。

在有

的同志看来
,

每一个社会形态下的生产劳动都是形式规定性和具体 内容的对立统一
。

资本主

义生产劳动的具体内容不仅包括物质生产的劳动
,

而且包括经济领域中的从事流通和服务的

劳动 以及非物质生产的劳动
。

生产 目的不但决定生产劳动的形式规定性
, “

生产劳动的具体内

容也与生产 目的分不开
” 。

在剥削阶级社会里
, “

剥削者把这些生产要素投放在何处
,

投放多

少
,

也 由其生产 目的 追加最大限度的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 所决定的
’, 。

这种看法欠妥
。

资

本主 义生产 目的不决定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具体内容
,

它只决定资本主义生产劳动包括生产

剩余价值的劳动和生产剩余物质产品的劳动这种生产劳动的社会规定性
,

而且资本主义生产

目的决定的资本主义生产劳动是生产剩余物质产品的劳动表明
,

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前

提的 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具体内容
,

只包括物质生产的劳动
,

不包括非物质生产的劳动
。

所

谓资本主义生产 目的决定资本主义生产劳动具体内容不仅包括物质生产的劳动
,

而且包括非

物质生产的劳动
,

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否认了资本主义生产劳动只以物质生产的劳动为前提 换

句话说
,

否认资本主义生产劳动只限于物质生产的劳动
,

把非物质生产的劳动说成和物质生

产的劳动 同样可以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前提
,

从而同样可以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劳动
。

会

有上述不妥当的看法
,

是因为



其一
,

误解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的具体内容的观点
,

不了解马克思把生产劳动的具体

内容看作只包括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
。

任何社会形态下的生产劳动都是可以从两重性地去考

察 一方面是从 生产劳动的社会形式规定性去考察
,

另一方面是从生产劳动的具体内容去考

察
。

从后者考察生产劳动
,

生产劳动具体内容被看作只包括物质生产的劳动
,

非物质生产的

劳动被排除在外
。

这是因为

首先
,

马克思是把政治经济学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
,

政治经济学被看作
“

是研究人

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
’, 。

作为政治经济学重要经济范畴的

一般生产劳动就被看作是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
,

非物质生产的劳动被排除在外
。

任何社会形

态下的生产劳动被看作是一般生产劳动所采取的具有历史的特殊的社会形式
,

因而生产劳动

的具体 内容就必定被看作只包括物质生产的劳动
,

不包括非物质生产的劳动
。

其次
,

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观点出发
,

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劳动是生产物质产品

的劳动以及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
,

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具体内容也必定被看作只包括物质生

产的劳动
。

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学说
,

只有物质的商品生产的劳动才分解为生产物质的

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和生产价值的抽象劳动二重性
。

由劳动二重性学说解释的资本主义生

产过程是资本主义物质的商品生产过程
,

它是生产剩余价值和物质产品的生产过程
。

从资本

主义物质的商品生产过程的观点解释生产劳动
,

资本主义生产劳动就要被看作是从劳动过程

的观点得 出的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
,

以及从资本主义价值增殖过程的观点得出的生产剩余价

值的劳动
。

马克思指出
,

生产劳动概念包含上述两个方面的规定
。 “

生产工人的概念决不只包

含活动和效果之间的关系
,

工人和劳动产品之间的关系
,

而且还包含一种特殊社会的
、

历史

地产生的生产关系
。 ’,

马克思又指出
“

从单纯的一般劳动过程的观点出发
,

实现在产品中的

劳动
,

更确切些说实现在商品中的劳动对我们表现为生产劳动
,

但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观

点出发
,

则要加上更加切近的规定 生产劳动是直接增殖资本的劳动或直接生产剩余价值的

劳动
。 ”

马克 思还认为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是 资本主 义生 产劳动的
“

具有决 定意义 的特

征
”咎

。

或者是给劳动
“

打上生产劳动的印记
’, 。

马克思在前面的一些论述中是把资本主义生

产劳动概念看作包含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以及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
。

因此与资本主义生产劳

动的社会形式相对立的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具体 内容
,

就 只是被看作物质生产的劳动
,

非物

质生产的劳动被排除在外
。

其二
,

误解马克思关于社会劳动如何在各个生产领域分配的观点
。

所谓资本主义生产 目

的决定资本主义生产劳动具体内容的论据是
,

生产剩余价值的目的决定资本的生产要素投于

何处以及投放多少
,

这种说法实际上是把资本雇佣的生产劳动只以适当数量用于某种物质产

品的生产
,

以及社会劳动在物质生产领域和非物质生产领域的分配看作都是由资本主义生产

目的决定的
。

资本主义生产 目的在和生产劳动的关系上
,

只决定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定义应

该是 什么
,

或者说只决定资本主义生产劳动应具有什么决定意义的特征
,

而不决定只用适当

数量的生产劳动去生产某种物质产品
。

社会劳动应按社会需要分配于各个物质生产领域
,

因

而应把适 当数量的生产劳动用于生产某种物质产品不是 由生产 目的而是由社会需要决定的
。

马克 思论述 了按社会需要
“

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
,

决不可能被社会的一定形式所取消
”
。

。

在

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按社会需要分配劳动时间规律
“

是通过商品价格变动来实现
’

吻
。

只

有社会劳动按社会需要分配于各个生产部门
,

适当数量的生产劳动所生产的某种物质的商品

·  ·



才能按其价值实现
,

从而它包含的全部剩余价值才能全部实现
,

资本主义生产 目的也得到了

实现
。

马克思指出
“

如果用来生产某种物品的社会劳动的数量和要满足的社会需要的规模相

适应
,

从而产量也和需求不变时再生产的通常规模相适应
,

那末这种商品忧会按照它的市场

价值来出售
。 ”

由此可见
,

资本主义生产 目的不决定劳动投于何处以及投资多少
,

或者说它不

决定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具体内容
。

所谓资本主义生产 目的决定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具体内

容
,

实际上是把社会总资本雇佣的生产劳动量能用适当数量生产某种物质产品看作是 由资本

主义生产 目的决定
,

这 见显然是误解马克思关于社会劳动如何在各个物质生产领域分配的上

述观点
。

即使所谓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具体内容不但包括物质生产的劳动
,

而且包括非物质生产

的劳动
,

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上述具体内容也不由资本主义生产目的决定
,

而是 由对它们的

社 会需要决定
。

社会劳动在物质生产领域和非物质生产领域之间进行分配
,

不是由资本主义

生产 目的决定
,

资本主义生产 目的只能说明资本为何雇佣劳动用于物质生产领域或非物质生

产领域
,

然而资本主义生产目的不能说明资本雇佣的劳动应该如何按比例分配于物质生产领

域和非物质生产领域
,

这种社会劳动的分配只能由对它们的社会需要来决定
,

或者说
,

社会

劳动 只按社会需要在物质生产领域和非物质生产领域进行分配
。

我们还要注意到
,

对非物质

生产的劳动的社会需要是有支付能力的社会需要
,

从而是来 自物质生产领域提供的社会收入
,

物质资料生产的发展速度和发展规模就决定了用于非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的 数量及其增长

速度
。

这也表明
,

资本家用多少数量的劳动于非物质生产领域
,

也不是资本主义生产 目的决

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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