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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兴 江

分配的社会经济效应：

平均主义分配与按劳分配的比较研究

马克思主义认为： 生产决定分配；同时 ， 分配也反作用于生产。本文试从一 个侧面粗略
地分析社会主义国家平均主义分配与按劳分配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影响， 从而有助于为我
国目前进行的工资改革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一、产业层次

人们生活在世界上 ， 其追求物质享受的欲望是永不满足、无穷无尽的。如果人类安·下现
状 ， 不求进取，社会就不会前进。社会前进的内在动力恰恰就比人类永不满足的天性欲望。

人们的欲望， 在经济社会中要得到实现 ，
一 般地说 ， 是由收入所决定的。收入寐 ， 得到

的也就多，收入低， 得到的也就少。所以， 人们追求物品的有效需求， 是随着人们收入的增
加而增加， 随若收入的减少而减少。

一般地说， 人们所获得的收入， 安排的程序是： 首先用于生存， 其次用于发展，然后用
于享受。

通常 ， 人们所获得的收入， 首先用于购买维持生命的食物、衣）比购置家俱， 和其它日
常用品。 当这些满足以后 ， 人们就会去改善住所。当这些满足以启， 人们就又会去购买手
表、自行车、电视机、照相机、沙发、上等衣料和服装。 当收入还有多余时，就会去购买电
冰箱、彩色电视机、空调器、洗衣机等等。收入如果相当富裕， 以上物品已得到满足，他就
会去购买钻石、小汽车 ， 出国旅游等等。

当然 ， 人们对物品的有效需求顺序，除维持生命的必需品在首1',1之外， 空阴入而异、有
所不同， 但是 ， 总的顺序不外是生存、发展、享受。

所以说 ， 人们在永不满足的欲望支配下， 追求物品的有效需求是随收入的增加，而依次
递增 ， 随收入的减少而依次递减。 无形之中 ， 千百万种商品 ， 就象排队一样，从对人的生
存、发展、享受的顺序 ， 从低级到高级 ， 从低价值到高价值， 相对应于人们的有效需求 ， 编
上1、2、3、4、5、6..…的号码按先后次序进入消费．

一般说， 由于人们收入有限， 人们对需求的物品 ， 根据迫切性，只有当第 一号物品得到满
足后， 还有余钱时， 才会追求笫二号物品；第二号物品得到满足后 ， 再有余钱时，才会追求
第三号物品，依次类推。

当人们的收入增加 ， 追求物品的实现依次递增的时候， 人们对每 一 物品的需求也都是有
限的。 例如： 食物。一般说， 当某人吃饱以后 ， 就不需多吃。所以 ， 人们对任何物品的需求
都有一 个满足点。

个人对某一物品有一 个满足点。个人与个人相加起来的总数就是整个社会对于某一 物品
的满足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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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 ， 人们对物品的有效需求 ， 总是随着收入的增加， 随着对每
一物品得到实现能力的先后， 在无形之中有一个内在秩序的1、 2、 3、 4、 5、 6 ．．．．．． 编
码排列， 有一 个第一满足点、 第二满足点、 第三满足点、 … …的关系。

社会上， 人们的收入有高有低， 有高等收入、中等收入 、 低等收入。 他们对物品的需
求，随着收入的高低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层次。 例如＄

低等收入者对物品的有效需求为1、 2、 3 、 4、 5、 6、 7、 8、 9、10。
中等收入者对物品的有效需求为1、 2、 3、 4、 5、 6、 7、 8 、 9、10、11、12、

13、14、15 。

高等收入者对物品的有效需求为1、 2、 3、 4、 5、 6、 7. 8 、 9、10、11、12、
13、14 、15、16、17、18、19、20。

人们的收入在原有基础上如有增加， 对物品的有效需求就会进入高一层次序列。 例如，
低等收入者收入如有增加， 对物品的有效需求就会从10进入到11、12、13、14、15。
中等收入者收入如有增加， 对物品的有效需求就会从15进入到L6、17、18、19、20。
高等收入者收入如有增加， 对物品的有效需求就会从20进入到21、22、23、24、25。
人们的收入在原有基础上如有减少， 对物品的有效需求就会降低 一－一 个层次序列。 例如：
低等收入者收入如有减少， 对物品的有效需求就会从10降低到9、 8、 7、 6 、 5。
中等收入者收入如有减少， 对物品的有效需求就会从1 5降低到l4、13、12、11、10。
高等收入者收入如有减少， 对物品的有效需求就会从20降低到19、18、17、16、15。
人们的收入在原有基础上不变 ， 如果发生了通货膨胀， 物价普遍上涨， 那么 ， 元论是低

等收入者、中等收入者、高等收入者， 他们对物品的有效需求在同时都要降低一 个层次序列。
低等收入者就会从10降低到9、 8、 7 .. 6、 句中等收入者就会从15降低到14、13、12 .. 
11、10，高等收入者就会从20降低到19、18、17、16、15。

从以上情况看 ， 在社会经济波动上， 高层次商品受到的冲击较大。 当经济高涨 ， 人们收
入增加时， 高层次商品获得发展， 从15进入16、17、18、19、20。 当人们收入减少时 ， 高层
次商品首先受到冲击， 从20降低到19、18、17、16、15。 从商品内在序列上来讲 ， 15以下都
有相对应的有效需求 ， 而从15以上就没有相对应的有效需求， 由此，15以上的商品就将停止
生产。 而低层次的商品 ， 从15以下 ， 特别是维持人们生存的商品， 受到的冲击就很小， 因为
从15以下序列的商品， 都有相对应的有效需求。

由此可见， 在经济发生波动的情况下， 人们的收入会增加或者减少， 随之会发生等级层
次上升和降低的改变。 但是 ， 对整个社会全局生产序列的主要影响 ， 是高等收入者相对应的
生产序列。

根据以上情况，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低等收入产生低等有效需求， 低等有效需求产
生低等产品生产， 而低等产品的生产是一个系列生产 ， 所以 ， 这个系列生产， 我们把它划为
一组， 就是低等产业。 同理： 中等收入产生中等产业 ， 高等收入产生高等产业 ， 特高等收入
产生特高等产业。

为此，产业层次是指与收入层次相对应的低等产业、中等产业、高等产业、特高等产业。

二、 经济发展演变的对比

假设有两个国家， 在消费品的分配上一个实行平均主义分配， 一个实行按劳分配。 这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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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家国土面积、 人口、 自然资源、 人均收入等等条件都相同， 这两个国家在同一 条起跑线
上起跑， 但其经济演变对实行平均主义分配的国家却很不利。

其理由如下：
我所假定的实行平均主义分配的国家是指在 “均贫富“思想影响下， 人们的收入较为平

均。 在这个国家里， 从元首到普通工人， 其由国家所规定的工资收入差别不大， 收入较为平
均， 而且每人的收入不高。

我所假定的实行按劳分配的国家是指在 “按劳分配“思想支配下， 人们的收入差别很
大。 在这个国家里， 从元首到普通工人， 都是由国家根据个人贡献大小、 能力高低获得工资
收入， 其工资收入差别很大， 贡献大的人（例如著名科学家）其收入可以相当于100个普通
工人的收入， 视为豪富；贡献中等的人（例如一般教授）其收入可以相当千10个普通工人的
收入；贡献很小的人， 其收入只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 整个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收入， 有高低
不同的差别。

我们可以这样说， 在实行平均主义分配的国家， 大家的收入较为平均， 而且每人的收入
不高 ， 对物品的有效需求层次低， 那么， 其有效需求只能相对应于商品编号1、 2、 3、
4、 5、 6、 7、 8、 9、10的低层次序列上， 在这低层次上有社会商品生产， 也就是说只
有低等产业， 而不可能在商品编号11、 12、13、......高层次序列上有社会商品生产， 也就
是说不可能有高等产业。

而只有当实行平均主义分配的国家， 人们的平均收入上升后， 才可能对高一 层次商品产
生有效需求和生产， 才可能从商品编号...... 8、 9、10低层次序列上升到11、12、13、......较
高层次序列。

我们可以这样说， 在实行按劳分配的国家， 一 小部分人的收入很高， 可以享受奢侈的生
活， 绝大部分的人获得中等和低等的收入， 由此产生了对商品特高等、 高等、 中等、 低等有
效需求和生产， 从商品编号1、 2、 3...…到11、 12、13···…都包括在内。

可以这样说， 在实行按劳分配的国家， 从低层次到高层次的商品， 甚至什么商品都有生
产。 也就是说， 低等产业、 中等产业、 高等产业、特高等产业都存在。

这里， 我们就引伸出了 一 个问题， 实行平均主义分配的国家只能在低、 中层次上有商品
生产， 而收入差别很大的国家， 什么商品都有生产。 也就是说， 实行平均主义分配的国家的
商品生产在编号1、 2、 3、 4、 5、 6、······10上， 而实行按劳分配的国家的商品生产在
编号1、 2、 3 、 4、 5、 6、 … ···10、'..…20、......上。

两者从商品编号10上拉开了差距，由此 ， 就产生了两国经济在演变中对实行平均主义分
配的国家不利的局面。

． 

演变情况如下 g

实行平均主义分配的国家， 由千在整个社会上， 人们的收入基本上处于相同的一个水平
上， 当整个社会的人们由 一 个文件下达后， 再一 次平均增加收入时， 整个社会的商品生产才
会由1、 2、 3...... 8、 9、10进入到11、12高一 层次的商品生产序列。

当实行平均主义分配的国家由于收入再一 次平均增加， 社会商品生产进入高一层次序列
时， 就会发现， 实行按劳分配的国家早已进行了这一 层次序列的商品生产。 在无形之中 ， 实
行平均主义分配的国家比实行按劳分配的国家同类商品的生产已落后了 一 大段时间。

由于实行平均主义分配的国家在商品序列1、 2 、 3 ······10、11、12上进行生产 ， 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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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劳分配的国家在商品序列1、 2、 3.…··10、11、12…·..20......上进行生产， 也就是说 ，

从商品序列1、 2、 3...... 10、11、12编号上前者与后者都在进行生产 ， 但是从商品序列
13、14开始发生了变化， 也就是从13、14开始成为分水岭， 两国的差别是， 前者从13、14开
始不进行生产， 而后者从13、14···…都进行着生产。 所以 ， 每当前者再一 次提高收入， 商品
生产进入高一 层次， 从12进入13; 14时 ， 就发现后者早已进行了这一 商品的生产。 当前者再
一次提高收入， 商品生产再一 次进入高一 层次， 从14进入15、16时， 就又发现后者也早已进
行了这一 商品的生产。 前者比后者落后了 一大段时间。 这种落后， 实际上是收入等级差距导
致产业层次落后 ， 由于这种落后， 前者在与后者的交往中， 就处于不利地位。

在实行平均主义分配的国家， 当人们的收入又一 次普遍提高之后， 相对千高一 层次序列
的商品， 例如， 从11、12进入13、14时 ， 13、14序列的商品就成为整个社会消费的新热点。

在实行平均主义分配的国家， 人们的收入又一 次普遍提高， 对千个人来讲 ， 收入提高幅
度并不大， 但对整个社会来讲 ， 新增的购买力集中投向新热点的货币总量却很大， 由此， 对
新热点的商品产生极大的压力。

当人们用新增长的收入去购买了13、14序列商品时，就发现这一 高层次的13、14序列商品
在实行平均主义分配的国家刚刚开始组织生产， 而且供应匾很少｀）由于购买量大， 商品少，
供不应求， 所以， 从社会现象上看， 人们就象潮水般地去购买这些商品。

由于实行平均主义分配的国家到这个时候才刚刚组织生产新热点的商品， 自然地与实行
按劳分配的国家相比， 在技术上不够成熟， 在质量上不够稳定， 成本较高， 价格昂贵， 而且
数量也少。 所以， 政府为了满足社会需求 ， 就大量进口此类商品。 如果政府不进口此类商
品 ， 这些商品也会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例如： 走私、 出国访问、探亲等）。

不仅如此， 由于新热点的商品大狱进口， 或者非法流入， 明显地冲击着实行平均主义分
配的国家的民族工业， 对发展构成了威胁。

在实行平均主义分配的国家， 制造新热点商品的企业决不会仅有一 家， 由此， 为了竞
争， 为了降低成本、扩大生产量， 生产企业又从国外引进先进生产线， 进口生产设备。 这就
造成了实行平均主义分配的国家， 当人们消费每 一 次进入高一 层次商品序列时， 就意味着每
一次流失大盘的外汇。 也意味着人们新增长的 一 部分收入转移到了实行按劳分配的国家。

这种一 次又一 次转移的过程， 就是实行按劳分配的国家的财富逐步增长的过程。
在财富共同增长的过程中， 一 个财富增长较慢， 一个财富增长较快。 由此 ， 两者就拉开

了差距。 两者相比， 一 个相对贫困， 一 个相对富裕。 不仅如此，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种差距
将会越来越大。

实行按劳分配的国家为扩大出口， 增加生产量， 就需要更多的劳动者就业。 于是， 就感
到劳动力不足。 当劳动力不足时， 就会增加工资。 由此， 低收入者就有工资可加， 生活水平
获得提高。

自然， 从这种演变中， 实行按劳分配的国家的财富大为增长， 国家富了起来， 人民富了
起来。相对千实行平均主义分配的国家， 贫困者人数大幅度减少， 其中大部分人也就不贫困
了， 而且其生活水平有可能超过后者的中等收入者， 甚至高等收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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