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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马克思按劳分配理论的新发展

曹 献 荣

科学的按劳分配理论
,

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
。

在马克思以前的一切按劳分配学说
,

都属于空想的

按劳分配学说
.

把空想的按劳分配学说变成科学的按劳分配学说
,

是马克思的又一伟大贡献
。

但当时马克思

创立的按劳分配学说
,

还只是停留在科学的理论分析上
,

并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
。

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发展
,

他所创立的科学的按劳分配理论
,

必然要在实践中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发展
。

本

文仅就如何正确看待马克思按劳分配理论的新发展
,

谈一谈自己的没见
。

一
、

马克思科学按劳分配理论的形成

马克思科学按劳分配理论的产生和形成都不是偶然的
,

有其思想和理论上的渊源
.

一般说来
,

他的科学

按劳分配理论
,

是从十九世纪初期
,

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付立叶
、

圣西门和欧文的
“
按比例分配

, 、 “
按劳分

砚
,
和

.
按劳取酬

’
学说那里

,

吸取了合理 因素
,

并经过批判
、

改造
,

使它变成科学
.

现在
,

我们就来看一粉

这个交革过程
。

X 尔
·

付立叶的按劳分配学说是
“
按比例分配

’ ,

即
“

劳动的收入… 按这样的比例
:

劳动占六分之三
,

资

本占六分之二
,

才能占六分之一
。 ,

①他的这种按比例分配
,

可视为从按资本分配到按劳分配的过波形式
.

昂利
·

圣西门和他的门徒明确提出
一

r
`

按劳动分配
,
的思想

.

在讲到消费品分配时
,

他主张根据个人贡献

大小来确定
。

这应视为按劳分配思想的萌芽
.

然而
,

他和付立叶一样
,

都是企图通过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羞础

上
,

实现有利于劳动者的分配
,

表现了他的不彻底性
。

但他的门徒
,

克服 了他的不彻底性
,

主张在未来社会

里
,

人人劳动
, `
按劳动计报酬

。 , ②同时
,

强调在未来社会里不仅要废除继承权
,

还要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
,

使

任何人都不能凭借自己占有的生产资料剥削他人
.

可见
,

圣西门派的这种
`
按劳动计报酬

’
的思想

,

是空想按

劳分配学说的伟大进步
。

罗伯特
·

欧文与圣西门属于同代人
,

但他晚逝世 32 年
。

据史料记载
.

欧文的讲演马克思都亲 自听过
,

这

说明他的思想对马克思的影响更直接
、

更深刻
.

关于未来社会产品分配
,

他明确指出
`
对于劳动和知识一般

是按照所耗费的时间给酬的
。 ’

③这里包含着按劳分配思想
。

不过
, “
按劳取酬

’
的概念

,

是由他的门徒约翰
·

布雷提出来的
。

他设计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
,

人人劳动
, `
按劳取酬

,
的制度

.

但他错误的认为每个人必

须得到他的劳动成果的全部
,

这显然是不科学的
。

可见
,

空想社会主义者付立叶
、

圣西门
、

欧文及其门徒
,

都对未来社会的分配问题作了种种描述 和 分

析
,

有着一 定的合理因素
,

成为马克思科学按劳分配理论形成上的渊像
。

但是
,

他们 的按劳分配学说
,

郁还

是空想的
,

非科学的
。

把空想的按劳分配学说
,

变成科学的按劳分配学说
,

马克思经过了艰巨的探索过程
.

如果从 18` 3年思格

斯批评意大利人的平均主义和圣西门派 空想按劳分配学说算起
,

到 1 8 7 5年马克思的 《哥达纲领批判》
,

中间经

历了二十八年
。

马克思接受按劳分配的思想
,

最早始见于 1 86 7年出版的《资本论 》第一卷
.

他说
: `
设想有一个

自由人联合体
,

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
,

按照预先商定的计划
,

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当作一个社会

劳动力来使用
。

… 联合劳动者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 品
。

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
,

…但另一部分用于消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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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必级在所有成员之间进行分配
.

… 我们假定
,

每个劳动者得到的份额同他的劳动时间成正 比
。 ’
④随后

,

他在《资本论》第二卷中
,

在谈到未来社会实行按劳分配时
,

都是使用
`
假定

.
的 口气

。

一直到 18 75年
,

他关于

共产主义社会两个发展阶段学说的创立
,
他的科学的按劳分配理论也就最终确立 了

。

他在《哥达纲领批判》 中

关于按劳分配的论述
,

就是科学的按劳分配学说最终形成的标志
。

他的按劳分配学说
,

虽然寻源于空想社会

主义按劳分配学说
,

但它与空想的按劳分配学说有着本质的 区别
。

策一
,

在按劳分配的内抽上
,

马克思认为
,

社会直接以劳动时间来计算每一个劳动者为社会 提 供 的 劳

动
,

即以流动形态的劳动时间为尺度
,

由社会直接对劳动者分配消费品
.

对劳动强度
,

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

复杂程度不同的劳动时间
,

社会给予 不同的报酬
。

这使按劳分配的内涵更难定了
。

索二
、

马克思的科学按劳分配
,

只限于社会总产品中个人消费品的分配
。

即社会根据每个劳动者为社会

提供的劳动
,

在作了各项必要的扣除之后的分配
.

并不是空想社会主义者讲的劳动成果的全部
。

第三
、

马克思提出的按劳分配学说
,

是以共产主 义两个发展阶段的学说为依据的
,

是从经济发展上揭示

毋倪与生产的关系
,

阐明按劳分配的客观必然性
,

指出了实现分配方式变革的根本途径
,

即进行无产阶级革

命
,

刹夺资本家
、

变革生产条件的分配
。

而不象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样
,

企业通过改良的办法
,

在资本主义 私

有创若翻上实现分配方式的变革
。

二
、

按劳分配理论在实践中接受检验

马克思的按劳分配理论
,

如同他的其他理谕一样
,

都不是任化的教条
,

而是随着社会主义的实践不断丰

, 和发展的
.

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
:

第` 个时期 ( 19 1 7一 1 9 45年 )是马克思科学按劳分配理论第一次付诸实践和列宁
、

斯大林运用这一理论的

时期
。

’

十月革命胜利
,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了
,

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

按劳分配学说也从科学

的预见变成了革命的实践
,

这是一个质的飞跃
.

把这一理论变成实践的首先是列宁
.

为了把科学的按劳分配

理论交成千百万群众的实践
,

他对马克思的按劳分配学说作了进一步阐述和发挥
,

并解决了他所遇到 的 问

理
。

首先
,

列宁除了坚持马克思的按劳动数 t 和质 t 分配个人消费品的原则外
,

还明确地提出把
“
不劳动者

不得 t
.

作为按劳分配的内容
.

这是马克思从未明确提出过的
,

是对按劳分配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

其次
,

列宁解决了按劳分配的实现形式问题
。

他指出工资形式
,

虽然在资本主义 社会早 已普遍存在
,

但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仍然可 以采用
。

这也是马克思没有论述过的问题
.

其三
,

在按劳分配的历史作用上
,

列宁明确指出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
,

是对历史上一 切 不 劳 而

获制度的根本否定
,

对发展社会主 义生产
、

提高劳动生产率
,

克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反抗的强有力的手

段
。

这也是马克思没有强调过的
。

列宁逝世后
,

斯大林基本上是坚持了马克思的按劳分配理论
。

但在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

其主要表

现在
:
一是没有强调把劳动成果

、

经营成果作为决定劳动报酬的依据 , 二是提出了根据
“
劳动的质

,

分 配 和

. 按盆分配
.
开始的观点 , 三是削弱了劳动 t 在分配中的作用

,

增加了主观随意性
,

并为特权渗入消费品分配

大开 了绿灯
。

由此看
,

他的按劳分配是有缺陷的
。

第二个时期 ( 19 45 一 19 6 2年 )是欧亚大陆
,

十多个国家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苏联有缺陷的按劳分

配理论和棋式强制推行时期
。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

由斯大林领导的苏联 红军
,

打败了德
、

日
、

意法西斯
,

以及各个国家 (特别是中

日 )所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 ’

使得欧亚大陆十多个国家建 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

开展了大规模的经

济建设
。

由于这些国家缺乏经脸
,

加上斯大林强制推行苏联高度集权的经济模式
。

使苏联有缺陷的按劳分配

理论与棋式
,

在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照抄照报
,

特别是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一书
,

在这些国家占据

了支配地位
。

这些国家在实践中不仅重犯 了苏联的错误
,

而且偏离马克思主义按劳分配原则走得更远
。

主要

衰砚在
:
一是 , 犯了苏联削弱劳动 t 作为分配消费品的依据和尺度

,

公然提出要以政治表现
,

能说会道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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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定级长工资的尺度
,

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 , 二是片面夸大了在按劳分配中
`
按 , 分砚 已经

开始
,
的因素

,

于是就犯了大刮
“

共产风
, ,

大搞平均主义和
“
吃大锅饭

,
的严重错误 , 三是重犯切断按劳分配

与劳动成果
、

经营成果之间的联系
,

出现了干与不干一个样
,

干好干坏一个样
,

劳动者不关心 自己的劳动成

果
,

劳动生产率下降
,

经济效益低
,

成为这个时期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通病 , 四是工资制度不合理
,

不能反

映按劳分配的客观要求
,

严重影响按劳分配原则的实现 , 五是把按劳分配当作
“
资产阶级法权

,
进行批到

,

成

为被
“
破除

”
的对象

。

总之
,

在这个时期内
,

确立了按劳分配制度
,

否定了人剥削人的制度
。

但由于错误地接受了苏联有缺陷

的按劳分 配理论和模式
,

使按劳分配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动因大大减弱了
.

受到了客观经济规律的惩罚
。

三
、

按劳分配理论的新发展

高度集权的苏联经济模式和有缺陷的按量分配理论
,

使社会主义各国经济发展失去了应有的活力
,

遇到

了困难和挫折
。

历史一再证明不改革旧的经济体制和模式是不行的
。

其中分配关系的改革
,

又是整个经济体

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

冲破苏联任化的经济模式
,

大胆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
,

应该从 1 9 6 2年
,

赫鲁晓夫接受乌

克兰经济学家利别尔曼的建议
,

在苏联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算起
。

他公开承认企业的自主权
,

承认企业要获得

利润
。

这是从苏联内部起来否定斯大林旧经济模式的第一个信号
.

在国外
,

向苏联任化经济模式第一个开炮

的是南共的铁托同志
,

他早在五十年代初期
,

就提出要根据自己本国的特点建设社会主义
,

并提出企业的目

的是盈利
。

由于当时斯大林的围攻和批判
,

所 以影响不大
.

但是
,

在鹅普晓夫公开接受利别尔曼的建议后
,

广泛推行经济改革
,

当时在世界上展 动很大
.

首先表现最积极的是捷克
,

不仅要提出改革经济体制
,

而且还

要求改革苏联的政治模式
。

其次是甸牙利
,

吸取了捷克的教训
,

由小改到大改
,

取得的成效最大
.

这次经济

体制改革的浪潮遍及了所有社会主义国家
。

中国起步较晚
,

在 1 9 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

才 开 始 有 计

划
、

有步骤的大规模经济体制改革
。

在当代兴起的经济体制改革中
,

马克思的按劳分配理论获得了新发展
.

其主要表现在
:

第一
、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 》中
,

阐述按劳分配原则的时候
,

他设想的经济条件是全社会占有生产资

料和不存在商品货币的经济条件
。

但现实的经济条件同他原来设想的经济条件是有巨大差别的
:
一是公有制

有全民和集体两种形式
,

并且全民所有制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可以适当分开 , 二是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是商品经

济
,

每个企业都是独立的或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商品经营者
。

这不仅是马克思根本没有预料到的
,

就是

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先辈们也都没有在理论上作出重大突破
.

相反
,

他们为了达到马克思按劳分配所耍求的

经济条件
,

企图通过
`
穷过渡的办法

,

过早的把个体所有制过渡到集体所有制
,

把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 民 所

有制
,

并取消商品货币
,
这套

“
左

”
的理 论和办法

,

在实践中都碰 了壁
。

对于这个间题上 的重大突破
,

是在我党

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作出的《决定 》中
,

才给予 了明确肯定
,

特别是明确的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侧基础

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

第一次把按劳分配放在 了有计划商品经济条件下
,

这是对按劳分配理论的新发展
。

第二
、

突破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联合劳动的单一层次
,

发展为社会主义联合劳动的多层次
.

马克思所

设想的劳动者的联合劳动是单一层次的全社会范围 内的联合劳动
,

而当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联合劳动都是

多层次的
。

主要表现为三个层次
:

一是 以整个国民经济反映出来的全社会的联合劳动
,

称为社会主义联合劳动

的最高层次 ,二是 以企业为范围的联合劳动
,

是社会主义联合劳动的墓本层次 . 三是以企业内部的车间
、

科室
、

工段为范围的联合劳动是社会主义联合劳动的分支层次
.

可见
,

每个劳动者的劳动
,

都不是直接提供始社会

的
,

而是作为联合劳动的一个构成部分
,

分层次地逐级提供社会的
。

第三
、

突破 了马克思单一层次的全国作为统一的分配单位
,

而发展为多层次的分配单位
.

当令所有的社

会主义国家里劳动者的劳动
,

都是作为 联合劳动的构成部分发生作用的
,

所 以衡 t 劳动考伪劳动贡献时
,

就

不应该仅仅着眼于劳动者个人提供的劳动量
,

而应该 同时考虑到各级联合劳动向社会提供的经济效 益
.

因

此
,

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
,

也不应该是 全国统一 的单一 层次的分配单位
,

而应与联合劳动两个层次相适应
,

第一层次是社会或国家直接对劳动者实行按劳分配
。

社会或国家是一个分配单位
。

第二个 层 次 的 按 劳 分

配
,

是指由企业直接对劳动者实行的按劳分配
,

企业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分配单位
.

在商品生产条件下
,

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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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和份班饭城中
,

一般来说
,

按劳分配单位只能以企业为单位进行
,

而不能以社会单位进行
,

因为以社会为

单位按旅一办法进行按劳分配
,

容易产生平均主义
.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浮动工资制
,

便是实行多层

次按劳分祀的一种尝试
。

第四
、

突破 了按劳分配实现形式上的单一性
,

而实行了劳动报鱿形式上的多样性
.

马克思所讲的按劳分

祝的实现形式
,

只是使用
`
劳动券

’
的单一形式

.

斯大林和毛泽东同志
,

也都只是固守列宁的单丫 固定 工 资

形式
。
196 2年趁奋晓夫对苏联经济体制进行改革

,

首先把奖金作为按劳分配的补充形式
,

广泛推行
.

我国直

月 19 78年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

奖金作为按劳分配的补充形式
,

才取得合法地位
。

进而还对原来不能

反映按劳分配耍求的旧工资制度进行了大胆改革
,

在党政部门
、

事业单位实行以职务工资为主要内容的结构

工资制度 , 在企业中实行职务工资和奖金同企业的经济效益提高挂钩
。

在农村集体经济中实行联产计酬的劳

动报例的分配形式
。

第五
、

对按劳分配规律本身的认识上也有重大发展
。

马克思在 《哥达纲领批判》 中
,

认为按劳分配规律是

指社会根据每个劳动者为社会提供的劳动
,

在作了必要的扣除后
,

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 社 会 的 一

切
.

显然
,

这里讲的按劳分配是 以个别劳动为尺度的
。

但在今天的实践中突破了马克思的表述
,

即劳动者向

社会撼供的劳动 t
,

不能是个别的劳动量
,

而必须是劳动者向社会提供的社会必要劳动量
。

也就是说
,

按劳

分配表明用于个人消费的新创造价值的那部分
,

按照付出劳动的数量
、

质量和社会经济的重要性
,

有计划分

班给劳动人民
.

简单的说就是按照劳动者向社会提供的劳动的掀量和质量分配个人消费品的规律
。

不仅如此
,

而且对按劳分配内容的表现形式也有了新发展
。

马克思在讲到按劳分配内容的表 现 形 式 时

说
.

劳动者给予社会的劳动 t
,

又 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
。

事实上
,

这是无法准确无误地计算的
,

鸡是做

不到的
。

因为实现按劳分配并不意味着每个劳动者
,

都必须准确地按照他对满足社会需要所做的贡献的 比例

分事他自己盆要的消费品
.

除此 以外
,

为了保证劳动力供给协调和重点发展一些地 区等
,

以及还出于福利方

面的耳固
,

也必须常常使劳动报酬比例脱离所完成劳动的 比例
。

劳动报酬和所完成劳动的这些差别正是按劳

分配规律必然的实现形式
.

也就是说
,

按劳分配规律也只是作为趋势性来实现的
。

正如价值规律的实现形式

也只有邀过价格不断的背离价值才起作用的
,

价格和价值不可能正好相一致
,

而价值只不过是价格运动的中

心一样
,

按劳分配规律也只是确定出工资应该运动的中心
。

按照所完成工作的数量和质量确定的工资只是支

付工资的理论上的中心
,

并不与支付的工资正好相符
.

当按劳分配刺激一些人
,

而且刺激了整个社会最合理

的使用
、

分配所拥有的劳动力时
,

才能发挥它的作用
.

第六
,

在按劳分配与个人富裕和共同富裕关系问题上 的新发展
。

对于个人富裕和共 同富裕之间的关系问

月
,
马克思根本投有论及过

。

我党认识这个间题
,

是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 作出的《决定》中
,

才第一次科

举的论证了个人勤奋劳动先富起来同共同富裕之间的辩证关系
.

我党提出的让一部分人依靠勒奋劳动先富

起来的政策
,

是对马克思主义按劳分 配理论的新发展
。

因为首先它符合辩证唯物主义所揭示的客观规律
。

辩证

唯物主义认为劳动致富的步子有先有后
,

有快有慢
,

不可能齐头并进
。

由于少数人靠勤奋劳动收入多些
,

生

活先好起来
,

这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蚤
,

影响左邻右舍
,

带动其它地区
、

其它单位的人向他们学习
。

这

种波浪式地向前发展
,

才能使全国各族人民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
。

其次它符合按劳分配的原则
。

因为劳动者

的劳动技能存在着差别
,

努力程度和作贡献的大小也不一样
。

因此
,

在劳动报酬上也应该体现这种差别
。

综合上述
,

科学的按劳分配理论是由马克思创立的
。

它伴随着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
,

不断的得到丰

宫和发展
.

特别是将伴随着当代兴起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发展
,

按劳分配无论在内容和 形 式

都必然有新的发展
,

使之更能体现社会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
,

从物质利益上充分调动人们的积极 性 和 创 造

性
,

无贬将成为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和提高经济效益的强大动力
,

使社会主义经济充满活力
.

然而
,

人们的思

想不应该停留在原来陈旧的又有缺陷按劳分配棋式上
,

来否定今天的新事物
,

而应该顺应历史潮流
,

跟上发

展了的新形势
,

推动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四化建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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