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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产权的一般分析，通常是指实物资本产权，这是不全面的，完整的产权应包括实物责本产权和劳

动力资本产权。 本文探讨劳动力产权的问题，分析了劳动力产权的理论渊源、劳动力产权的基本内涵、确立劳

动力产权的原则以及劳动力产权的计算问题，最后指出确立劳动力产权的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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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在经济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已越来越为人们所承认和重视，但迄今为止，我国在研

究产权问题时，基本上都把焦点对准
“

物
”

——财产，而对劳动者的劳动力产权却很少提及。 产

权的一般分析，通常是指实物资本产权，这是不全面的鲁完整的产权应包括实物资本产权和劳

动力资本产权。

一、劳动力产权的理论渊源

劳动力产权这一概念，虽然前人没有使用过，但是有关劳动力产权的一些基本思想，却早

已存在。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的经典著作都有类似的理论，马克思和舒

尔茨可以说是劳动力产权理论的先驱。

马克思虽然没有直接使用过劳动力产权的概念，但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许多关千劳

动力所有者、劳动力所有权的提法。 马克思说过：＂劳动力所有者要把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他

就必须能够支配它，从而必须是自己的劳动能力、自己人身的自由的劳动者。”(])马克思还说

过：＂劳动力所有者和货币所有者在市场上相遇，彼此作为身份平等的商品所有者发生关系，所

不同的只是一 个是买者，一个是卖者，因此双方是在法律上平等的人。”°“他在让渡自己的劳

动力时不放弃自己对它的所有权
”

.<:Jl在第二卷马克思也讲过：“劳动力的买和卖。 这种行为本

身又是建立在先于社会产品的分配并作为其前提的生产要素的分配的基础上的，也就是建立

在作为工人的商品的劳动力和作为非工人的财产的生产资料互相分离的基础上的。”(l)“劳动

力只是劳动者的财产（它将不断自行更新，自行再生产汃而不是他的资本
”

产在第三卷马克思

还讲过，工人是劳动力的占有者。”他所以是一 个资本家．能完成对劳动的剥削过程，也只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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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他作为劳动条件的所有者同只是作为劳动力的占有者的工人相对立
“@

有人认为，类似于劳动力产权的劳动力所有权、劳动力所有者的概念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才

存在。 其实·劳动力所有权、劳动力所有者是 一切社会普遍存在的一个范畴｀因为人类进行生

产有两个因素： 一是生产资料·一是劳动力 生产资料有所有制，劳动力当然也应有所有制而｝

且马克思明确讲过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是划分不同社会的标志。
“

不

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

它们结合起来 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

期。”。在划分经济形态时，不能只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根据，同时必须考虑劳动力所有制问

题。 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成为商品是以存在劳动力所有制为前提的 如果没有劳动

力归工人所有的问题．工人怎能把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给资本家呢？

马克思还明确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劳动力所有权 3 他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讲到按劳

分配时说，社会主义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和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

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因而也就默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 "@

既然在一切社会里都存在劳动力所有制问题．社会主义也存在劳动力所有制问题，那么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就必然会引伸出劳动力产权问题，即不仅承认劳动力是商品．而且

承认劳动力是资本， 一句话，就是承认劳动力产权。

诺贝尔奖得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是当代西方人力资本理论的最主要代表人物

一般以他于 1960 年在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的演说中系统地阐述了
“
人力资本理论

”
作为人力

资本理论诞生的标志。＠与舒尔茨同时代以及其后对人力资本理论作出突出贡献的，还有贝克

尔、明塞尔、丹尼森等。

关千人力资本的含义，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是指人的知识、技巧和才能，它能促进人的生

产能力的提高。 按照他的论断：“劳动者成为资本拥有者不是由于公司股票的所有权扩散到民

间，而是由千劳动者掌握了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和技能。 这种知识和技能在很大程度上是投

资的结果，它们同其他人力投资结合在一 起是造成技术先进国家生产优势的重要原因
“＠ 显

然，知识和技能是人的能力资源的主要要素．它是人力资本的基本内容 人力资本作为资本的

形态，因为它是人的一个组成部分。 他认为．人力资本作为资本的一种形式，它与物品的区别

在于：它既不能被买卖，也不能被当作财产．但它与物品一样，能够对经济起着生产性的作用，

使国民收入增加。

舒尔茨认为，人力是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因素，但人力资本的取得不是无代价的，人力资本
-—包括知识和人的技能的形成是投资的结果，并非一 切人力资源、而只有通过一定的投资方

式掌握了知识和技能的人力资源才是一切生产资源中最重要的资源。 因此人们的知识和技

能是资本的一种形态，舒尔茨将它称为人力资本．并进一步指出人力资本的形成有教育、培训、

医疗保健和迁移等方式。

舒尔茨认为，教育、职业训练、人口流动等方面的投资是最重要的人力投资形态 知识和

技能的形成是教育的结果，舒尔茨把教育作为人力资本形成的中心支点，其中包括在职培训、

正规的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以及成人教育 教育能提高人的知识水平，也就是增加人力资

本的数量 把卫生保健活动和人的流动性作为人力资本形成的两翼：保健和医疗服务能降低

患病率和死亡率，从而也就延长了人力资本的服务时间；人口流动能使劳动力配置到劳动报酬

较优厚的地区和部门．也就提高了人力资本服务的价格 因此·重视人力资本的投资．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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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一国的资本存量和加速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

人力资本的理论还认为，生产要素中除了劳动、资本和土地以外，应把人力资本作为第四

个要素，并且十分强调人力资本所有者所得收入对分配的影响。 舒尔茨认为，根据非人力资本

（产生收入的财产）进行的个人收入分配比根据人力资本进行的个人收入分配，不平等性要大

得多。 由于与非人力资本相比，人力资本储存量在不断增加，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个人

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性将因此而得以减少。

如果说舒尔茨对人力资本的研究可看做是教育对经济作用的宏观分析的话，微观分析则

主要由贝克尔来完成。 贝克尔在《人力资本》一书中，分析了正规教育的成本和收益问题，还重

点讨论了在职培训的经济意义。叮司时，还研究了人力资本与个人收入分配的关系。 在他的代

表作《生育率的经济分析》和《家庭论》中．他对家庭生育行为的经济决策做了成本一效用分析，

他提出的孩子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的概念、家庭时间价值和时间配置的概念、家庭中市场活

动和非市场活动的概念·都令人耳目 一新。 贝克尔的贡献在于：他弥补了舒尔茨只重视宏观分

析的缺陷，注重微观分析，并且将人力资本理论与收入分配结合起来。

以舒尔茨为代表的西方人力资本理论家，虽然看到了人力资本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内在贡

献，并开拓性地研究了人力资本投资，尤其是教育投资的收益率，拓宽了西方古典经济学中的

资本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但却没有将人力资本作为支配物力资本和货币资本的主导要素加以

研究，从而也就得不出劳动者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的结论，也就不可能将国民经济增长的

内在根沥真正研究透彻，也不可能有完善的人力资本概念，或者说，缺乏对人力资本全面的研

究。 不管人力资本论怎样不完善，但它总归为劳动力产权理论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二、劳动力产权的基本内涵

为了探讨劳动力产权的基本内涵，首先我们必须搞清楚劳动力与人力资本的关系。 劳动

力是人的劳动能力，既包括一般体力和脑力的劳动能力，也包括需经一定教育和培训才能获得

的劳动能力；而人力资本则是指经过正规教育和训练后在劳动者身上体现出的劳动才能，它属

于劳动者的劳动能力中的一部分。

可见，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并不一定就是人力资本，人力资本体现在劳动者身上，指凝聚在

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及其表现出来的能力，这种能力是生产增长诸因素中的主要因素。 因

而，有技能的人的资源是一切资源中最为重要的资源，而且，人力资本投资的效益大于物力资

本投资的效益。 然而，由千技能一词是一历史范畴，当社会生产力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提高

时，在先前一个社会经济时代被视为是需要特殊训练方才获得的某项技能，在当代已被视为无

须培训的简单劳动，所以，人力资本是累积的结果，而劳动力既包含简单劳动，还包括经教育培

训而拥有的技能，即人力资本。 鉴于人力资本概念的相对性，我们把劳动者所拥有的劳动力统

称为劳动力资本。 劳动力资本所有者应该共享劳动力资本使用过程中创造的价值增殖。

探讨劳动力产权，至少可以从两个层面上来考虑：首先，劳动者作为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

的承载者所享有的天然权利；其次，劳动者使用他所拥有的劳动力时享有的经济权利。

劳动者是一个人，也是劳动力的承载者。 不论劳动资源是否投入使用，社会必须加以保

护。 相应地·拥有劳动力的劳动者必须得以生存．才能使劳动资源不受损失。 因此，劳动者必

须享有生存权和基本发展权。 生存权集中表现在每个人是其生命的终极所有者。 人的生命是

可贵的，他人无权随意剥夺。 只有在满足了牛存权后，人才会提出发展权。 基本发展权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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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个性的最基本条件，这是从发展社会生产力、从社会进步的角度考虑的。

劳动力是指人的劳动能力，包括智力、体力、知识、技能和人的创造力等，它以劳动者为载

体，存在于劳动者体内，与劳动者具有不可分割性。 劳动者拥有自己的劳动力是人的
“

天然特

权
”

。 因而，劳动者是其劳动力的所有者，对其劳动力这一财产拥有所有权。

所有权是指依法占有财产的权利，包括对财产进行占有、使用、处置以及获取收益的权利。

但是，产权不等于所有权。 菲吕博腾在一个综述中写道：＂产权不是指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

指由物的存在及关于它们的使用所引起的人们之间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 产权安排确定了每

个人的行为规范，每个人都必须遵守他与其他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或承担不遵守这种关系的成

本。”＠这说明，即使某个人对某项财产或某物拥有所有权，但当利用该财产或该物所施行的行

为与其他人发生关系，使其他人受益或受损时，这个人的行为仍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产权

(property rights)指的正是这种行为权。 劳动力产权同样也是指劳动者作为其劳动力所有者

的这种行为权。

劳动力产权界定既要考虑劳动力的特性．又要考虑这样的界定应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

的配置效率。 劳动力的特性主要有：（ l ）劳动者与其劳动力的不可分割性 (2) 劳动力发挥作

用的物质前提是存在活劳动凝结在其上的对象 (3)即使今天的劳动力无法发挥作用．劳动者

仍需消费一定的生活资料。 (4) 劳动力发挥作用的周期性。 劳动者是活的生命，有自己的生命

周期，劳动力产权中还必须包括获得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须的生产资料的权利。 (5) 劳动者的能

动作用强。 因此，如何更好地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是界定劳动力产权时应考虑的一个重

要问题。 劳动者应有充分的机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跟市场经济的要求是相吻合的。

如果劳动者不能自由迁徙、自由择业，就不能对自己的劳动力作最恰当的安排，就不能实现劳

动力资源的最优配置。

因此，我们认为·劳动力产权至少应包括劳动者的：（l）享受其所处的特定社会历史环境中

所给予的基本生存和基本发展权；（2）获得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须的生产资料的权利；（3）劳动力

自主支配权；（4）一部分剩余索取权。

值得说明的是，最能体现劳动力产权的是劳动者因拥有和使用劳动力而享有剩余劳动成

果的剩余索取权。 剩余索取权可从全社会范围内和从劳动者所有的经济组织内两个层次上考

察。 劳动者在社会范围内的剩余索取权，是指劳动者作为社会成员的一份子对社会发展成果

的分享权，主要是指公共品和准公共品的分享权。 劳动者在其所在的经济组织范围内的剩余

索取权，指劳动者在该组织内，单纯作为一个劳动力的所有者所拥有的剩余索取权。

三、确立劳动力产权的原则

确立劳动力产权，就是使劳动力资本化，把劳动力与金融资本、房地产、物质生产资料等一

样视为产权内容。 劳动者是劳动力产权的主体．劳动者向企业投入劳动力，不仅是一种劳动行

为，而且是一种投 资行为劳动者不仅应该获得劳动收入而且应该获得产权收益。 劳动力产

权，在现代市场经济背景下．可以界定为人本身或非人身主体在特定的社会经济关系或社会经

济组织下对劳动力享用的一组权利。 它由劳动力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等权利组成

劳动者将劳动的支配使用权让渡给企业法人．形成企业法人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己则保持

劳动的原始产权。

应该要确立劳动力资本的产权主要界定给劳动力资本承载者的原则。 劳动力资本所有者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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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资本承载者不同。 劳动力资本所有者指在劳动力资本的形成过程中的投资者，可能包括

多个主体，如政府、企业、个人等；而劳动力资本承载者指劳动力资本的依附者。 劳动力资本承载

者一定是劳动力资本所有者，但劳动力资本所有者不-定是劳动力资本承载者。 承载者有权利

用自己所承载的劳动力资本获取收益，其他投资者也可利用劳动力资本获益。 那么在多个所有

者并存的情况下，他们的这种权利应如何确定呢？劳动力资本的产权结构应当如何组合呢？我

们认为劳动力资本的产权特征制约了劳动力资本的产权界定必须以承载者为主体。

第一，劳动力资本的使用权在事实上完全归承载者控制。 使用权指不改变劳动力资本的

性质，依其用途加以利用的可能性。 劳动力资本与承载者的不可分性，使承载者对自己所承载

的劳动力资本具有最大的信息优势。 劳动力资本的用途、价值、在何时、何地、用何种方式才能

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作用．承载者最清楚 这种绝对信息优势使劳动力资本不管归谁占有，承载

者都始终控制着劳动力资本使用权，虽然这种控制有时要付出极高的成本。 这一性质使承载

者有能力在感到劳动力资本的使用和自己的意志产生矛盾时．限制劳动力资本的使用，而得不

到使用部门的劳动力资本，却不可能像物质资产那样在主体放弃使用时被其他主体集中起来

使用，造成劳动力资本的浪费和利用效率低下。

第二，把劳动力资本的产权界定给劳动力资本的承载者，有利于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

性，符合激励相容原理。 在劳动力资本市场交易过程中，它不可能象物力资本那样，可以作为

典当的附属物被抵押，从而和它的所有者分离。 劳动者对他的劳动力资本具有一种
“

自然垄

断
＂

的权利。 许多专用性劳动力资本如无形技术、对市场风险的感知和把握、判断性决策的形

成、获取和加工信息的能力、发现和处理问题的经验等，都属于个人垄断性资产 由于劳动力

资本含量寓于人体这一＂灰箱
”

结构之内，对它的有效使用只能采用激励的方法。 我们的看法

是，把劳动者劳动力的价值设计成资本的形式，并把它界定给劳动者，同劳动者投入的货币资

本一样，平等地进入企业收益的共享。 这样，除了工资对职工劳动过程的激励外，职工对劳动

力资本和非劳动力资本要素收入的预期作用，将会自发激励专用性劳动力资本使用的全过程，

从而符合激励相容原理。

第三，劳动力资本的承载者对处置权有自觉寻求实现的强烈愿望。 劳动力资本处置权包

括劳动力资本在不同地区、不同生产部门、不同企业之间自由流动权利以及暂时退出生产领

域，对劳动力资本再投资的权利。 流动能提高劳动力资本的现时收益率，再投资能提高劳动力

的预期收益率。 并且劳动力资本的内隐性和主动性，使承载者对劳动力资本的收益率有极高

的敏感性，在比较利益的诱导下，承载者总是要寻找实现自我价值、获取自身利益的最佳市场

位置。

第四，劳动力资本的收益权是激励劳动力资本承载者开发和投资劳动力资本的基本原因。

收益权是指所有者获取基于劳动力资本而产生的经济效益的权利。 劳动力资本的收益权与工

资不同，工资是对劳动力消耗的补偿，收益权则指劳动力资本作为一种资本参与利润分配，获

取投资回报的权利。 现代经济学认为，每个人在参与社会关系的过程中，由不同的利益偏好出

发，总在谋求利益的最大化、成本的最小化。 因此．在提高劳动力资本的利用和配置效率的时

候，就应该以确立合理的劳动力资本承载者的收益权为基本出发点。

承认劳动力资本差异的原则。 因为劳动力资本是人们具有的各种生产知识与技能的总

和，所以不同的人因其能力、知识的差异，使劳动力资本具有差异性。

马克思有许多论述能体现劳动力资本具有差异性的思想，在论述劳动二重性学说时，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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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间接地提出了这种思想，他将劳动分为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并指出：＂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

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既然劳动存在简单和复杂之分，那么不同劳动对从事劳

动的人具有不同的要求，从事简单劳动的人只须具有体力以及少量的经验和技能即可，即具有

初级和低层次的劳动力资本；而从事复杂劳动的人则必须具有足够的才能，即具有高级或高层

次的劳动力资本。 更重要的是，马克思指出不同层次的劳动力资本之间的联系或换算关系，即

高层次劳动力资本是自乘的或多倍的低层次劳动力资本，尽管这种不同的比例
”

是在生产者背

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如果说，马克思在此处是由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区分来间接地反

映其劳动力资本具有差异性的思想，那么在论述劳动力价值时，则明确提出了这种思想。 马克

思指出
“

要改变一般的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

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培训
＂

。也劳动力资本的差异性在这里更明确地体现出来、并且指

出低层次的劳动力资本转变为高层次劳动力资本的途径：教育和训练。

事实上，每个劳动者受教育的程度有差异．在各自的岗位上工作的工龄有长短，工作经验

与熟练程度有差异，显然，不同的劳动者具有不同的劳动力资本．可以有高级劳动力资本和低

级劳动力资本的差异，也可以有一般型劳动力资本、技能型劳动力资本和管理型劳动力资本的

差异。 既然劳动力资本具有差异性，那么对企业的收益进行共享时，就必须坚持高级劳动力资

本比初级劳动力资本分享更多的企业收益．只有这样，才能激发劳动力资本所有者努力开发与

投资劳动力资本。 我们认为，只有以劳动力资本差异为基础，拉开了经营者、经营骨干、熟练工

与一般劳动者共享企业收益的份额，才能对各层次拥有劳动力资本的劳动者产生有效激励。

特别是对企业经营人才这种稀缺的劳动力资本的肯定，这既形成经营人才的有效激励与约束

机制，也是对企业职工和出资者长远利益的保证。

劳动力产权与物力资本产权按贡献共享利益的原则。 界定企业的产权时，我们既强调劳

动力资本的产权，也强调物力资本的产权。 至于界定产权时劳动力资本产权与物力资本产权

之间的关系及其两者量的规定性，由于劳动力资本与物力资本在价值形成过程中都发挥了各

自的作用，因此，在进行产权结构的界定与企业收益分享时，应该按劳动力资本和物力资本在

价值形成中所作的贡献共享企业劳动者创造的利益。

按贡献共享原则并不排斥物力资本与劳动力资本的相对稀缺性。 或者说，按贡献共享原

则与物力资本与劳动力资本的相对稀缺性是一致的，如果物力资本相对稀缺，则表明相对贡献

大则可以获得更多的产权收益，同理，如果劳动力资本相对稀缺，则表明相对贡献大，则同样应

获得相对多的产权收益。

四、劳动力产权的计量

在承认劳动力资本产权的前提下，如何对劳动力资本产权进行界定将成为理论与现实的

问题。 我们认为，劳动力资本的产权界定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要解决劳动力资本的量化问题。

关于劳动力资本的董化，可以公式表示：

个人劳动力资本＝个人劳动力成本X平均单位劳动力成本收益率

ILP代表个人劳动力资本，ILC代表个人劳动力成本，ALPR代表单位劳动力成本收益

率。 所以，ILP=ILCXALPR。

劳动力成本是指劳动者为获得从事某项劳动的能力所进行的先期投入的费用。 劳动力成

本的主体一般由教育成本、经验成本和生活资料成本三部分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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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成本是指劳动者在接受教育过程中的费用支出。劳动者通过这种支出获得劳动技

能，从而为就业、再就业或将目前所从事的工作做得更好以获得提升机会奠定基础。
劳动者个人教育成本(EC)＝ 学校教育费用(SEC)＋岗位培训费用(PEC)
经验成本是指劳动者在长期劳动实践中所积累的劳动技能的付出。它是劳动者熟练程度

的结果，劳动时间的长短对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因此，经验成本应主要以工龄为计算指标。

经验成本的计算方法是：以劳动者个人教育成本(EC)为基数，设置不同学历层次的经验
成本增长率(UCR,），根据工龄(N)按下式计算：

经验成本(UC)= I;[EC以(1+ UCR.) Ni -EC;] (i表示第i学历层次）

生活资料成本(PC)是指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生活资料的必要开支。正如马克思《资本

论》第一卷里所说，“假设个体已经存在，劳动力的生产就是这个个体本身的再生产或维持。活

的个体要维持自己，需要一定量的生活资料。”＠因此，维持劳动力所有者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
成本就成为劳动力成本的一个组成部分。劳动是劳动者脑力和体力的支出．劳动者作为企业
劳动力要素的提供者，企业只有给予足够的补偿，才能使其不断投入新的劳动力。这种补偿是

通过劳动者消费各种必要的生活资料实现的。因此，劳动者的工资收入，首先要用于购买各种
必要的生活资料以维持劳动力的正常再生产

单位劳动力成本收益率是指某企业劳动者收益与该企业劳动力总成本之比。它的含义是
在该企业一元劳动力成本使劳动者所能获得的收益，可以表示为：

单位劳动力成本收益率(LPR)＝劳动者收益(LP)＋劳动力总成本(LC)
平均单位劳动力成本收益率是所有被调查企业单位劳动力成本收益率的一般水平。用公

式表示为：

平均单位劳动力成本收益率 ＝
；

气

各
各

企
企

忒梦譬力飞总收成气
即：ALPR= �LP-;- �LC 

综上分析，个人劳动力资本计量的具体公式为：ILP=(EC+uc+PC) X(�LP-;- �LC)

五确立劳动力产权的重大意义

劳动力产权的确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劳动力产权的确立，是产权关系发展过程中

一次具有革命性的变革。从此，打破了产权关系变化长期以来只局限于物化劳动方面的格局，
开辟了产权关系的新领域，丰富了产权理论的内容，劳动力产权出现后，客观上形成了既相互
联系又相互独立的两种产权形态系列，它们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分别以不同形式得到体现，并

据此来实现各自对所有权的利益要求。为企业法人治理结构重新构造提供理论依据，推动了
现代企业制度理论的新发展。(2)劳动力产权的确立，为劳动者成为企业的主人提供客观依
据，从而激发了劳动者的热情和积极性，强化了劳动者的责任感。劳动者积极性、责任感的高

低与持久程度，归根到底取决于他们作为企业主人的真实性。以劳动力生产要素作为企业的

投资，劳动者就名正言顺地成为企业的主人之一。劳动力产权把劳动者的个人得失与企业兴

衰紧紧联系起来，劳动者与企业结成真正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劳动者出于对眼前利益的关

心和对长远利益的追求，自觉地以主人姿态主动关心企业命运，并为企业的发展兴旺或者所面

临的困难努力拼搏。 (3)劳动力产权的确立．会使爱惜人才、尊重人才由口头宣传逐步变为现

实行为。我国长期推行低工资制度，工资利润之比不仅远远小于发达国家，而且也低于一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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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的国家。 低标准的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的物质条件，抑制了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同时也为

劳动力资源的浪费提供了可能。 当劳动力资源回报率大大提高之后，企业会从增加效益的角

度出发，节约爱惜劳动力资源。 这样，在经济活动中长期形成的重
“

物
“

轻
“

人
“

现象会逐步消

除，既重视
“

物
”

又重视
“

人
”

的观念会慢慢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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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Exploring Property Rights of Labor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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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general analy、is of property rights is only the explanation of property 

rights of physical assets, it is not all-round the whole property rights include capital property 

rights of physical assets and labor power. The paper explores the problem of pro perty nghts 

of labor power by analyzing theoretical 、ourcf> and basic connotation. setting up the princi

ples, calculating the valuation and pomtmg out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establishemnt of pro

perty rights of labor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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