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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生 产 力要 素 的几 点认 识

温 端 云

生产力究竟包括那些要素 ? 劳动对象包不包含在生产力的要素之内 ? 从五十年代开始一

直到现在
,

在我国经济学界和哲学界都有争论
。

所谓生产力三要素 (劳动者
、

生产工具
、

劳动

对象 )与二要素 (劳动者
、

生产工具 ) 之争
,

基本上概括了在这个间题上的两种对立的观点
。

这

个间题之所以值得如此长期争论
,

是因为它不仅涉及到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

经济学的基本范畴的理解
,

而且它关系到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
,

怎样正确认识和处理生产

力诸要素及其相互关系
,

以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
。

生产力究竟包含几要素
,

首先必须弄清楚生产力这个范畴本身的科学含义
。

我认为
,

我

们这里所探讨的生产力
,

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中的一个科学范畴
,

即与生产关系相对

应的社会物质生产力
,

它是统一在社会生产这个矛盾统一体中的一个方面
。

马克思指出
: “

人

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 中发生一定的
、

必然的
、

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
,

即同他们的

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
。 ” ①作为社会物质生产力这一范畴的完整的科

学含义
,

应该包含 以下内容
:
劳动者运用劳动手段

,

对 自然界的物质 (其中包括已被劳动加工

过的物质 )进行改造
,

生产出人们所需要的物质资料
,

以保障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

所以
,

物质生

产力是人类社会生产活动的一个主导的决定性的方面
,

它揭示了人类同自然界之间的 关 系
,

即人类改造 自然物质使之适合自己需要 (生存
、

享受
、

发展 ) 的关系
。

人类掌握的劳动手段越

先进
,

能够用来被改造的自然物质越多
,

因而被生产出来适合人类需要的物品就越丰富
,

这

就表明社会的物质生产力水平越高
。

反之亦然
。

从以上的含义与内容出发
,

很明显
,

生产力应该包括三要素
,

即劳动者
,

劳动手段与劳

动对象
。

斯大林在《联共 (布 )党史简明教程》 中
,

对生产力的本质含义作了一个科学的概 括
,

指 出
:

生产力
“

所表现的是人们对于那些用来生产物质资料的那些 自然对象和力量的关系
。 ”

“

生产力的状况所回答的问题是人们用怎样的生产工具来生产他们所必须的物质资料
。 ” ② 有

的同志想以斯大林的这个论述来证明生产力是二要素
,

其实不然
,

斯大林的以上论述正好说

明了以下两点
:

第一
,

生产力所表示的是一种关系
,

即人们所控制的用来生产物质资料的那些自然对象

和力量的关系
。

所谓关系
,

必然有构成关系的双方
:

一方是用来生产物质资料的自然 对 象
,

这不就是劳动对象么 ? 另一方是
“

力量
” ,

这种
“

力量
”

可 以理解为
“

劳动者与工具
。 ”

因此
,

构成

生产力完整概念的
,

应该是这种关系双方的物质内容
。

第二
,

生产力的状况必需体现在生产的成果上
,

即体现在所生产的物质资料的质量
、

品

种与数量上
。

由什么样的人
,

用什么样的生产工具来生产
,

固然是反映生产力状况的重要标



志
,

但是
,

生产的结果才是反映生产力实际状况的重要因素
。

这就说明
,

生产力不能仅仅是

一种所谓的抽象的
“

能力
” ,

它必须是一种具体的
“

力
” ,

现实的
“

力
” 。

生产力二要素论者似乎不是这样去理解生产力
,

他们把生产力说成
“

是指人们 (社会 )生

产的能力
” 。

③ 我觉得
,

这种说法只能认为是一般的通用语
,

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中的科

学范畴
。

正如资本家与地主作为一个正常的人
,

他有正常发育的脑与四肢
,

完全具备了劳动

的能力
,

但他并不构成社会的劳动力
。

二要素论者所理解的生产力
,

只是一种仅仅具备了劳

动者与劳动资料这两个条件所形成的生产能力而不是现实的社会物质生产力
。

生产力二要素论者还从生产过程中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上论证二要素
,

他们说
,

在生产

中劳动者与工具是主体
,

劳动对象是客体
,

如果把劳动对象也包括在生产力的要素之中
,

岂

不都成为主体而无客体了吗 ? 其实
,

二要素论者早已把客体并入了主体
。

马克思在《资本论》

第一卷第十三章中指出
:

就机器的一般运用来说
, “

结合总体工人或社会劳动体是 积 极 行动

的主体
,

而机械 自动机则是客体
。 ” ④ 二要素论者也许耽心

,

把三者都并入生产力之中
,

生产

力就没有作用的对象了
。

其实
, “

对象
”

并不是在生产力之外
,

而是在生产力之中
。

在 其 中
,

主体是劳动者
,

客体是置于劳动者身外的工具与劳动对象
,

正是在它们三者的紧密结合之下
,

才形成了社会物质生产力
,

如果把它们三者分开
,

那么人类社会永远也不会有社会物质生产

力
,

社会本身也不可能存在下去了
。

二要素论者很喜欢用战斗力来比喻生产力的含义
,

他们说
,

战斗力只能由我方官兵与武

器二要素形成
,

不能把
“

敌方
”

包括在我军的战斗力之内
。

这个例子表面看来
,

似乎有些道理
。

但是
,

实际上这种只包括我军官兵与武器的
“

战斗力
”

仍然是抽象的
。

所谓
“

战斗力
”

的大小或

强弱以什么作标准呢 ? 用什么表示呢 ? 官兵的素质
、

武器的好坏当然是一种标志
,

但更主要 的

是表现在与敌人的交战中对敌人的杀伤力
。

所谓
“

战斗力
”

的实质
,

就是战争的一方 (如我方 )

同另一方 (如敌方 ) 的关系
。

往往会有这种情况
,

一个国家在同一个比它强的国家交战时
,

会

表现出弱的战斗力
,

而在同一条件下 (官兵的质量与武器状况 ) 与一个比它弱的国家交 战 时
,

则会表现出强的战斗力
。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 问题就在于
:

真正的战斗力是存在于敌

我交战的关系中
,

在与敌人的较量中
,

才显示出现实的战斗力
。

当然
,

在一般情况下
,

一支

训练有素的队伍
,

加上先进的武器装备
,

在战斗中会表现出较强的战斗力
。

所以从二要素论

者以
“

战斗力
”

作 比喻
,

可以进一步看到他们把生产力
,

仅仅理解为人们所具有的改造 自然的
“
能力

” ,

而不是人们在同自然的现实关系中所客观存在的物质生产力
,

应当说
,

这与马克思所

论述的社会物质生产力的概念不是一回事
。

另外
,

还要顺便指出
,

在三要素论者当中
,

对生产力这个范畴的理解
,

也有值得商榷之

处
。

有同志认为
,

所谓生产力就是
“

生产产品的力量或能力
” ,

我觉得
,

这种理解过于 狭 窄
。

所谓生产产品的力量或能力
,

就是指工农业各生产部 门与企业生产产品的质量与数量
。

然而
,

我们所讲的社会物质生产力
,

固然应该包括这种具体的
“

力
” ,

但也应该包括那些非物质生产

部门
,

如设计
、

勘探
、

研究等部门所取得的成果
,

即或有的成果还没有运用于生产
,

也应属

于生产力之内
。

生产力二要素与三要素之争的焦点在于
,

劳动对象是否应包含在生产力的要素之中
,

因

此
,

对劳动对象的含义与性质的理解
,

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



什么是劳动对象? 马克思说得很明确
:“

所有那些通过劳动只是同土地脱离直接联系的东

西
,

都是天然存在的劳动对象
。

例如
,

从鱼的生活要素即水中
,

分离出来的即捕获的鱼
,

在

原始森林中砍伐的树木
,

从地下矿藏中开采的矿石
。

相反
,

已经被以前的劳动可以说滤过的

劳动对象
,

我们称为原料
, · · · ·

一切原料都是劳动对象
,

但并非任何劳动对象都是原料
。 ”
必

从马克思关于劳动对象的概念
,

我们可以看到
:

第一
,

天然存在的自然物质都可以作为劳动对象
,

但是
,

真正构成劳动对象的天然物质
,

必须
“

通过劳动
” ,

即作为劳动的承受物
。

这就是说
,

只有那些被勘探
、

被发现
、

被开采的矿

藏是劳动对象
。

除此之外
,

其它天然存在的 自然物质
,

就还不是劳动对象
,

它们只是可能的

或潜在的劳动对象
。

所以
,

马克思在这里并没有一般地讲
“

水中生活的鱼
” 、 “

原始森林 中 的

树木
” 、 “

地下矿藏中的矿石
”

都是劳动对象
,

而是在这些自然物质前面特别加上 了
“

捕获
” 、

“

砍伐
” 、 “

开采
”

一类的限制词
,

这就给劳动对象这一范畴赋予了严格的科学规定性
,

它表明
,

只有自然物质与人的劳动相结合
,

才构成劳动对象的本质
。

正是这一点
,

往往被人们所忽视
。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也早已证明
,

自然界的物质种类繁多
,

变化万千
,

是否作为劳动对 象
,

,

人们要有一个认识和利用的发展过程
。

随着劳动经验的积累
,

科学技术的进步
,

被作为劳动

对象的物质逐渐增多
。

自然界存在的客观物质
,

是人们可以利用作为劳动对象而取之不尽的

源泉
,

但是
,

到 目前为止
,

还有许多 自然物质还没有成为劳动对象
。

由此可见
,

自然物质不

等于就是劳动对象
。

第二
,

被 以前劳动滤过的自然物质作为劳动对象的是原料
,

或者说
,

一切原料都是劳动

对象
。

至于这种作为劳动对象的原料被劳动过滤了多少次
,

这是无关紧要的
,

即使它被劳动

过滤了一百次
,

只要它自身再加入新的劳动过程
,

它仍然是劳动对象
。

这就是说
,

不能把那

些被
“

劳动过滤
”

的 自然物质
,

排斥在劳动对象之外
。

主张生产力二要素论的有些同志
,

反对把劳动对象作为生产力的一个要素
,

其理由之一
,

就是认为如果把劳动对象包括在生产力的要素之中
,

将会导致
“

地理环境决定论
”

的错误
。

原

来他们就是把劳动对象同天然存在的自然物质混为一谈了
。

在他们看来
,

既然生产力的发展

变化是决定生产关系性质及其变革的决定性因素
,

那末
,

劳动对象 ( = 天然存在的自然物质 )

成为生产力的要素
,

岂不是夭然存在的自然物质 (在他们眼里又等于地理环境 )决定着生产关

系的性质及其变革
,

这岂不是
“

地理环境决定论
”

吗 ? 但是
,

正如我们在前面已谈到的
,

根据

马克思对劳动对象这一范畴所作的分析
,

是不能把天然存在的自然物质 同劳动对象混为一谈

的
。

地理环境包括其间存在的自然物质
,

它们中的相当大的成分
,

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中
,

变化是极其微小的
,

当然不能从这些东西的变化中
,

去寻找社会制度变革的原因
。

问题 是
,

天然存在的自然物质中有多大的部分 (种类与数量 ) 会作为劳动对象加入到社会生 产 过 程 中

去
,

则标志着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和水平
。

所以
,

从这方面来说
,

它们是发展变化的
,

而

且这种发展变化连同生产力其它两要素的发展变化
,

就会影响着
、

决定着人类社会由低阶级

段向高级阶段的发展
。

例如
,

铁矿石被开采作为冶炼业的劳动对象
,

连同冶炼手段和冶炼技

术的发展
,

就标志着人类社会已经脱离了原始社会而进入奴隶社会了
。

这种情况正好说明
,

作

为生产力要素之一的劳动对象
,

它与生产力的其它要素一样是变化的
,

它们共同变化的结果

制约着生产关系的变革
,

这丝毫也不是
“

地理环境决定论
” 。

有的同志似乎是为了避免犯
“

地理环境决定论
”

的错误
,

把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

质的规律分为二重意义来理解
,

因而生产力的要素所包含的内容也就有所区别
:

一是在前后



两个历史阶段的生产关系的变革中
,

决定这种变革的生产力
,

其要素只包括劳动者与劳动工

具二者
,

把生产力的另一要素— 劳动对象排除在外
。

二是对以一定的生产力为前提的同一

历史发展阶段的生产关系来说
,

与这种生产关系相对应的生产力
,

就是三要素
。

为什么会作

出这种分析与结论呢 ? 这里反映出这些同志对劳动对象的理解是处在一种矛盾 中
,

一方面认

为劳动对象应该包含在生产力的要素之中
,

另一方面
,

又耽心这样理解会犯
“

地理环境决定

论
”

的错误
,

因而
,

只好把它
“

一分为二
” 。

其实
,

只要把劳动对象与地理环境二者划分清楚
,

就可以从这种矛盾中解脱出来
。

还有些同志虽然也承认原料在生产力中的作用
,

但是
,

为了把劳动对象排斥在生产力的

要素之外
,

他们硬要把原料还原为它本来的自然物质
,

说什么
“

不管劳动对象经过若干 次 加

工
,

它的最初形态
,

仍然是 自然物质
。 ”

⑥ 为了论证这种观点
,

他们还引用马克思在《资本论》

第一卷第五章中的一段话为论据
。

其实
,

马克思在那里只不过是说
,

生产棉花与 棉纱 的 劳

动
, “

可以认为是同一劳动过程的次序先后不同的阶段
。 ”

因而
,

生产棉花所耗费的劳动时间与

生产棉纱所耗费的劳动时间
,

都可以构成新产品— 棉纱所必要的劳动时间
,

共同形成棉纱

的价值
。

所以
,

马克思的用意主要是为了说明棉纱价值的形成过程
,

而不是为了论证棉纱可以

还原为棉花
,

棉花可以还原为棉籽
· · · · ·

一直还原到它的自然物质
。

谁也不否认
,

原料的
“

老祖

宗
”

是各种物质元素等自然物质
,

但是
,

当这种自然物质被合成
、

被加工以后
,

并且当它们再

进入新的劳动过程时
,

它就是原料
,

即新的劳动过程中的劳动对象
,

它用不着
,

也不可能再

还原为原来的自然物质了
。

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
,

在生产过程中
,

无论是工业或农业
,

这种经

过劳动过滤的劳动对象
,

在全部劳动对象中占有很大比重
,

它对生产力的作用也是很重要的
。

根据马克思对劳动对象这一概念的分析
,

我认为劳动对象应该是生产力的要素之一
。

不仅

如此
,

劳动对象之所以作为生产力的要素还因为它在以下两个方面直接制约着生产力的发展
。

第一
,

人们都承认
,

生产工具在生产力中是一个起着极其重要作用的因素
。

但是
,

生产

工具本身的质量与效率
,

在某种程度上
,

直接取决于劳动对象的物质性能与结构
。

例如
,

钻

具
,

刀具等生产工具是否坚固锐利
,

就取决于制造它们的原材料的质量
,

如用合金钢为原料

制作的钻具与刀具比用一般钢或铁为原料制作 的钻具与刀具
,

更为坚固与锐利
,

从而更能提

高劳动的效率
,

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

所以
,

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中
,

人们越来越在原材料的

性能与质量
_

L下功夫
,

以期能用性能好
、

质量高的原材料
,

来制作适合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

生产工具和设备
,

把生产力的发展推向新的阶段
。

这就是说
,

劳动对象在它直接构成生产工

具实体的范围内
,

它本身也就是生产力的一个现实要素
。

第二
,

劳动对象本身也是决定生产力大小的直接因素
,

还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得到 说 明
:

一种情况是
,

作为劳动对象的自然物
,

它本身就是生产过程的直接动力
。

如人们对风力
、

水力
、

蒸气
、

电力
、

天然气
、

原子能… … 等物质在生产中的利用
,

就产生极其不同的生产力
。

因此
,

在生产力的发展过程中
,

对动力资源的利用与开发
,

一直是生产力能否得到迅速发展

的重要问题
,

并且成为衡量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之一
。

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

人们越

来越多地依赖蒸汽力
、

电力以至原子能等作为生产的动力
,

于是
,

像煤
、

石油
、

电
、

铀等等

可以产生动力的各种原料
,

对近代生产力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

所以
,

劳动对象在它作

为生产动力的限度内
,

直接构成生产力的要素是很明显的
。

另一种情况是
,

劳动对象本身的物质结构与存在状况
,

也直接决定生产力的大小
。

如富

矿比贫矿会表现为更大的生产力
,

木质松软的衫木比木质坚硬的杂木更便于制作加工
,

从而



表现为更大的生产力
。

关于这点
,

已为许多三要素论者所论证
。

再有一种情况是
,

劳动对象本身品种数量的增多
,

是生产力提高的重要条件
。

劳动对象

是构成产品实体的要素
,

它的品种与数量直接决定着标志生产力水平高低的产品的品种与数

量
。

人类发展的历史表明
,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

被人们所发现
,

并利用来生产物质原料的

劳动对象越来越多
,

日新月异
。

特别是化学工业的发展
,

人们不只是利用现存的劳动 对 象
,

而且能合成许多新的劳动对象
,

来生产 日益丰富的物质资料
,

这是近代生产力得到突飞猛进

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

因此
,

在劳动对象构成生产物实体的限度内
,

它本身也就成为生产

力的一个要素
。

这里
,

还想进一步从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动力的角度
,

谈谈生产力的几个要素
,

并进一步

说明劳动对象为什么是生产力的要素之一
。

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
,

任何事物的发展
,

主要是事物内在矛盾斗争的结果
,

即内部

矛盾的斗争是推动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
,

外因虽然有很大作用
,

但也必须通过内因起 作 用
。

生产力在社会生产发展的历史过程中
,

已经显示了它那强大的生命力
,

它以惊人的步伐向前

跨进
,

甚至当它受到落后的生产关系的阻碍时
,

也没有完全停顿下来
,

而仍然在前进着
。

这

就表明
,

除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外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还有着 自身内在的动力
。

究竟生产力的内在动力是什么 ? 我认为
,

就是生产力三要素之间的矛盾斗争
。

首先是劳动者与劳动对象之间的矛盾
。

人类要生存
,

就要有物质资料
,

如要食物 充饥
、

衣被御寒……等等
。

从人类存在的第一天开始
,

他们就要为取得这些物质资 料 而 斗 争
。

人

类为了解决生存的必要条件
,

他们就必须把自然界存在的物质改变为适合人们 所 需 要 的东

西
,

于是就发生了人与被改造 的自然物质— 劳动对象之间的矛盾
。

这种矛盾 随 着 人 类的

生存
、

繁殖
、

发展始终存在着
。

矛盾的主导方面是人
,

是人要去获得
、

占有
、

改造自然物质

使它们成为适合人们所需要的物
。

但自然物质本身的存在状况
,

(如
:

范 围
、

品 种
、

规 格
、

质量与数量等等) 又决定着人们需要的内容
,

以及获得
、

占有这些物质的手段与方法
。

劳动者

为要获得 日益丰富的物质资料
,

来满足 自己生存
、

发展的需要
,

便要尽量扩大劳动对象的范

围
,

品种与数量
。

正是劳动者同劳动对象之间这种矛盾的存在
,

才会出现物质资料的不停顿

的生产过程
,

这也就是推动社会生产发展的根本动力
。

其次是劳动者与生产工具之间的矛盾
。

由于人们要获得
,

占有自然物
,

单纯依靠人本身

的器官是不够的
,

必须要有手臂等器官的延长—
工具

。

马克思把生产工具看作 是 劳 动 者
“

活动的器官
” ,

是他们自然肢体的
“

延长
” ,

是人与劳动对象之间力的
“

传导体
” 。

因此
,

工具首

先必须适合于人的需要
,

适合于人去掌握与使用
,

并能更有效地征服 自然
,

而又能减轻劳动

的耗费
。

随着劳动者劳动经验的积累
,

技术提高
,

以及劳动对象的增多
,

生产工具必然不断

改进
,

生产工具的运用与不断改进对于生产力的发展
,

其作用是非常突出的
。

在人类社会发

展的历史过程中
,

各个国家与各个民族之所以存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与物质文化生活的悬殊

差别
,

其重要原因是由于各个国家与民族它们在使用生产工具上的差别
。

另一方面
,

生产工

具的制作与运用
,

又直接引起劳动者技能的提高
,

这不仅对于新工具的发明创造者来说是如

此
,

而且在新工具的广泛使用过程中
,

将会引起更多的劳动者技能的提高与生产力的 增 强
。

由此可见
,

劳动者与生产工具之间的矛盾斗争
,

是生产力得到发展的强大动力
。



再次是生产工具同劳动对象之间的矛盾
。

正如前面已谈到的
,

生产工具是作为劳动者肢体

的延长
,

是人们籍以将 自己的活动直接作用于劳动对象的传导体
。

生产工具不仅可以帮助人

们去发现或合成许多新的劳动对象
,

而且帮助人们去应用这些劳动对象
,

按照人们需要的目

的
,

针对劳动对象的不同的性能和特点
,

采用不同的加工手段和方法
,

制造出各种各样的物

质资料来满足人的需要
。

可见
,

工具在与劳动对象的相互作用中
,

既使劳动对象有了新的发

展
,

同时它本身又需要各种性能好
、

质量高的劳动对象去制造
,

从而劳动对象又从这方面使

生产工具得到了改进与发展
。

这就清楚地说明
,

生产工具与劳动对象之间的矛盾
,

也是推动

生产力不断发展的重要动力
。

最后是劳动者
、

生产工具与劳动对象三者之间的矛盾
。

这是上述三对矛盾的总括
。

在三

者的相互关系中
,

劳动者是主体
,

他按照自己的意志运用工具
,

作用于劳动对象
,

使劳动对

象改变为适合自己需要之物
。

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
,

不断地积累劳动经验
,

提高科学技术水

平
,

增长了才干
。

生产工具与劳动对象也因而得到改进与提高
。

三者相互作用的总结果是产

品品种数量增加
,

质量提高
。

这就标志着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
。

概括以上分析
,

我们看到
,

正是由于劳动者
、

生产工具
、

劳动对象三者之间矛盾斗争的

结果
。

才促进了社会物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
,

矛盾中的各要素缺一不可
,

如果生产力的要素只

是劳动者与生产工具而无劳动对象
,

那就根本不可能形成社会的物质生产力
,

更谈不上什么

生产力的发展
。

因为
,

在生产力中劳动对象被抽去
,

其它要素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条件与意

义
,

而且
,

只有在解决劳动者同劳动对象的矛盾中
,

生产工具也才有它存在的意义
。

讨论生产力是二要素或三要素
。

虽然必须从一些基本概念出发
,

弄清楚它的科学 含 义
。

但是
,

讨论它的实际意义决不在于概念本身
,

而是为了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的健康发

展
。

长期以来
,

由于我们在理论上把劳动对象排斥在生产力的要素以外
,

对劳动对象的性质

及其在生产力中的作用缺乏认真的研究
,

因而在实际工作中
,

对原材料的生产
,

尤其是其中

采掘工业的生产比较忽视
,

致使部门结构不协调
,

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
,

因而给国

民经济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

这个教训是极为深刻的
。

我们现在正在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
“

四个现代化
”

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

为此
,

一方

面必须从生产关系方面进行一些调整
,

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

另一方面
,

必须着眼于生产力

本身诸要素的作用
,

充分认识各种要素在生产力 中的地位
,

促进生产力内部诸因素的矛盾运

动
,

使之成为推动生产力迅速发展的动力
。

注释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
,

第 82 页
。

② 斯大林
: 《联共 (布 )党史简明教程 》

,

第 134 页
、

13 7 页
。

③⑥ 《学术论坛》 1 9 7 9 年第一期
。

④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
,

第 4 6。
、

2 03 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