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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商品生产、 劳动价格和工资改革

工资体制是经济体制的重坐组成部分， 工资改革必须和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套。 我国经济

体制改革以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为基础。 如何论证社会主义生产的商品性， 是我们坚持改革、

探化改革的理论根据。 假如这个问题不斛决，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可能发生大倒退。

一、 商品生产存在的经济根源是物化劳动的归属

很多学者论证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时， 强调私有制。 马克思也多处提到， 商品交换双方

“必须彼此承认对方是私有者” 0。 社会主义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 为什么还有商 品 交

换？假如说在公有制之间， 象马克思说的 “在共同体的尽头 ” ©存在商品交换尚可理解， 为

什么在公有制内部各企业之间也存在商品交换？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学难以解决的斯芬克司之

谜。 用社会生产还没有高度发展， 用劳动没有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 用物质利益差别等

来证明社会主义生产的商品性都较为一般。 可以说， 上述理由是文明时期一切社会现象的最
一般的根源。

在另一处， 马克思说过： “社会分工” 是：，一切商品生产的一般基础” @。 存在生产分

工就必然要交换劳动， 但并不一定采取 商品的形式。 在氏族内部、 家庭内部存在着自然发生

的分工， 但没有商品交换。 随着生产发展和由于生产自然条件的不同， 生产不同产品的氏族

出现了。 当他们的产品和别的共同体的产品交换时， 就必然要考虑交换产品量的比例。 这时

他们的产品就有了两种使用价值： 一是产品所固有的， 一是交换手段。 各种产品在量上为什

么相等呢？因为它们有着共同的质， 这种共同的质就是商品价值。 商品的交换价值只是商品

价值的表现形式。 价值的实体是劳动， 但不是具体劳动， 而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即抽象 劳

动。 这就证明， 当生产分工扩大到共同体外部， 人们的生产分工已不是共同体内部自然发生

的分工， 而变成了社会分工。 在社会分工的条件下， 人们的劳动交换采取商品交换的形式。

社会分工和私有制并不矛盾。 马克思所提到的、 作为商品生产存在基础的社会分工包含

私有制的内容。 马克思说： “其实， 分工和私有制是两个同义语，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

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 ＂ ＠说汾工是指各不相同的劳动；说私有制是指他

们各自的劳动产品。 商品生产者私有的对象是他们各自生产的产品， 本质上是私有自己的劳

动。 商品生产者交换他们的商品也就是交换他们的劳动。 因此可以说， 商品生产存在的经济

根源是物化劳动的归屈问题， 是劳动归谁所有的间题。

社会主义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 劳动者联合起来使用公有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 社会

主义劳动的实质是劳动者把他们的劳动物化在公有的生产资料内， 公有的劳动对象成了社会

主义劳动的吸收器。 社会主义产品中凝结着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劳动。 当礼会、 别的企业、 国

家要把他们共同劳动的产品拿走时， 也就是拿走了企业职工的 “劳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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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了， 劳动者的 “ 劳动 ” 并没有公有。 社会、 别的企业、 国家不能

白白拿走企业的产品， 他们必须补偿企业职工的劳动，必须用一定比例的其它劳动产品相交

换。 这样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产品，在自然的使用价值之外，还有了交换价值。 在这里和一般

商品关系 一样，交换价值所表现的本质是价值，价值的实体是企业职工的劳动。

在社会主义产品价值中， 除企业职工劳动形成的价值之外还有生产资料价俏转移部分，

这部分是公有的。 是否由此证明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的劳动产品不是商品呢？否。 因为企业

产品价值中的生产资料价值转移部分也需要实现，而实现的责任在企业，企业必须监护它，

实现它。 在劳动者创造的价值中有国家的税利部分， 也不能证明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的劳动

产品不是商品。 企业利润是产品价值实现以后的事。 产品价值不能实现， 国家的利润也就成

为泡影， 企业也就不能完成利润任务。 企业产品价值的实现是企业的责任， 企业产品价值必

须全部实现，企业职工的劳动产品和社会相交换必须等价交换。

二、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价值转化为劳动价格

商品价格是商品生产者的根本利益所在。 同样是商品经济， 商品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的关

系不同，经济地位不同， 其经济利益也就不同。 商品生产者的经济利益决定商品市场价格。

小商品生产者使用自己的生产资料从事劳动，生产资料简陋，价值转移是少噩的，商

品价值主要是其劳动的物化。 他要求商品的市场价格和商品价值相一致。 这种一致也就是他

的劳动得到社会平等地承认。 在现实的商品市场上，商品价格围绕商品价值上下摆动，使小

商品生产者的收入和其支出劳动在各个个别场合是相背离的。 所谓 一致是通过商品竞争，在

商品价格波动中实现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是商品生产者。 商品属于资本家， 但不是资本家自己劳动的产

品，为了生产商品，资本家并不支出劳动， 他只是垫支了资本。 资本家的利益是资本增值。

他要求等量资本带来等量利润。 正是在这种经济基础上， 形成了资本主义生产价格。 设资本

家垫支资本为K, 利润为P, 利润率为P', 资本主义生产 价格为G, 其公式为：
G:.:::K+ P 

p
·: p' ＝+, :.G==K+ + • K

设甲、 乙两企业，甲企业资本有机构成高， 乙企业资本有机构成低。 其资本、 工资、 利

润列表如下：

— 企业 不变资本l 可变资本 ！剩余价值1商品价值 1平均一言]-1生产价格

甲 I 90 I 20 1 20 1 130 I 41.25 I 151.25 

—乙－I -－ 60 -I_/厂 - 7\—-』－� 178.75 

在社会主义社会，按劳分配规律发生作用。 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情况下，劳动者必须联合

起来，组成 一个劳动体从事生产。 全民所有制企业也是一个劳动联合体。 按劳分配的 “劳”

是企业劳动联合体提供的集体劳动量。 根据劳动平等和工资平等的原则，等量劳动应得到等

量工资。 设企业劳动联合体提供的集体劳动量为T, 工资总拭为V, 单位劳动噩的工资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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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T, 企业工资总蜇的公式为：

V 
v == － － ·,r

T 

全民所有制企业是商品生产者。 企业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劳动者。 他们使用公有的生产资

料进行劳动， 他们必须为国家做出贡献， 上缴利润。 企业向国家缴纳利润究竟是多少？就一

般而论， 应该和企业占用国家不变资金相联系。 各企业的劳动者都是使用公有的生产资料，

应该平等地给全民所有制整体带来利益。 从原则上说， 应当建立统一的资金利润率。 企业资

金利润率低， 就是侵犯国家整体利益。 假如允许企业以较低的资金利润率上缴利润， 必然造

成各企业竞争条件的不平等。虽然我国各企业资金利润率差别很大，建立统一资金利润率有一

定的困难， 但应把统一资金利润率作为方向。 设不变资金为C，资金利润率为P'，其公式为：
p P'=----C-

企业向国家缴纳的利润量的公式为：
p

P = ·c
C 

无论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 还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 生产资料价值转移部分是必须补偿

的。 这样， 社会主义商品价格必须由三部分组成： 生产资料价值转移部分(C)；企业劳 动

者的工资(V)；上缴国家的利润(P)。 设社会主义商品价格为G, 其公式为；
G=C+P+V 

把利润公式和工资公式代入上式， 则
P V G=C+� • C +---;:;;;- • T 
C T 

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商品成本加平均利润称为生产价格。 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

商品市场价格波动的中心是生产资料价值转移部分加利润和工资。 在这里， C必须补偿，P必

须保证， 商品销售价格浮动直接影响劳动者的工资水平。 和资本主义生产价格相对应， 社会

主义商品价格堪称劳动价格。 这里的劳动价格和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提的 “劳动价格” 以

及马克思偶尔提到的 “劳动价格 ” 有相通之处， 企业商品市场行悄变化直接影响社会主义劳

动的 “价格” 。 但其真正含义是社会主义的 “生产价格” ， 它是按劳分配规律的要求。 为了

反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 称其为 “劳动价格” 较为贴切。

仍用上表的数字， 若甲、 乙两企业从事社会主义商品生产， 其商品市场价格将要发生什

么变化呢？见下表：

-
. 

企业 1 不变资金 1 剩余价值 1 

甲 I 90 I 20 I
乙 I 60 1 70 I

润

4

6

利

5

3

值价

o

o

品

13

20

商资

o

o

工

2

1

格价

4

6

动

16

16

劳
～

一

社会主义商品的劳动价格和商品价值不同。 甲企业商品价值为130, 劳动价格为164J 乙

企业商品价值是200, 劳动价格为166。 社会主义商品的劳动价格和资本主义生产价格不同。

甲企业的生产价格151, 25, 劳动价格为164； 乙企业的生产价格为178.75, 劳动价格为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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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发生一件有趣的现象， 同 一个商品生产者， 共商品的市场价格却以其从事不同的商品生
产的社会类型为转移。甲企业所要求的商品出售价，在一般商品生产情况下为130，在资本主义
商品生产情况下为151. 25，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条件下为164。乙企业所要求的商品出售价，在

一般商品生产情况下为200, 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条件下为178. 75, 在社会主义商品生 产 条
件下为166。

社会主义劳动价格和资本主义生产价格在蜇上所以会发生上述区别， 其原因是： 资本主
义利润率是利润和资本（包括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比， 在社会主义劳动价格中， 利润率
是利润和不变资金之比；资本主义工资是劳动力商品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 社会主义工资
是劳动者提供的劳动屈而获得的报酬。 二者在措上也是不同的， 为简便起见， 上表没有另假

设数字。

从本质上说， 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主体是资本家， 经营权属于资本家。 雇佣劳动者以其

劳动力价值为基础获得工资。 经营责任由资本家承担， 市场行情不佳， 资本利润减少， 利润

率下降， 劳动者的工资是必须保证的。 资本利润的公式是：
P=G-C- V

这个公式的含义是，C和V是相对稳定的， 销售收入G直接影响资本家的利润。 根据资本

主义生产价格演算：

p G=K+----+,--•KK 

·: p'= p . 

K 

资本主义平均利润率的公式为：

P'= G
K 

G p -
K

--＝1 +
k

一 1

p G 
飞勹－

－ 1

假如商品成本(K)一定， 资本主义利润率随商品市场价格(C)的波动而升降。 这种

波动是资本主义平均利润率存在的表现， 又是平均利润率作用的结果。资本主义平均利润率

存在于商品市场竞争中， 是通过竞争实现的。
在社会主义社会，企业联合劳动者是商品生产的主体，有自主经费权。 企业经营责任由企

业联合劳动者承担。 等釐资金带来等量利润是必须保证的， 是预先确定的。 市场行情变化直
接关系着企业联合劳动者的利益， 在这里主要是工资多少。 社会主义劳动者工资的公式是：

V=G-C-P 

这个公式表明， 对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必须补偿， 国家利润必须保证， 等狱劳动带来

等鼎工资是通过商品市场价格波动实现的。 根据按劳分配规律， 工资的公式是：

V 
V=�•T

T 

根据社会主义商品生产， 企业工资的公式是：
V=G-C-P 

设C+P=a, 则
V=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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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工资分配是遵循按劳分配规律的，其工资由提供的劳动量决定，在社

会主义商品生产情况下，社会主义劳动者工资又和商品销售价相关。 在械上二者可能出现两
种情况： 当企业商品走俏，价格上涨时，企业工资水平高于按劳分配规律所确定 的 工 资 水
平。 公式为，

V • T(G-A
T 

当企业商品滞销，价格下降时，企业工资水平低千按劳分配规律确定的工资水平；
V 

•T〉G-A
T 

这两种情况表明，当企业是商品生产者，由千市场竞争， 使企业工资水平围绕按劳分配规

律所决定的工资水平上下波动。 等量劳动带来等量工资是通过商品价格围绕劳动价格波动，
在商品竞争中实现的。

顺便说一下，有的同志看到，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条件下， 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和按劳分
配原则相背离， 就以此否认社会主义按劳分配规律，这是没有道理的。 假如说，等量资本带

来等量利润通过商品竞争实现， 但并不否定平均利润率，那么按劳分配规律通过商品竞争实

现，也不能否认按劳分配规律。 事实上，按劳分配规律是根本的，劳动价格是社会主义按劳

分配规律作用的结果，正因为按劳分配规律的作用， 才使社会主义商品的市场价格以劳动价
格为中心。

三、 社会主义企业工资改革的目标模式

马克思否认社会主义商品生产， 他所设想的按劳分配以产品经济为基础。 劳动者直接为

社会劳动，劳动者向社会提供的劳动量经过社会扣除后即为劳动者所得。 我国当前的工资改

革是把按劳分配的客体由社会主义劳动者个人变成劳动联合体。 国家把全民所有制企业看作
一个生产单位。 企业只要完成生产计划，生产更多的合格产品， 就可以增加工资。 假如劳动
者用A表示，生产资料用B表示，产品量用W表示，生产过程用····••N……表示， 这时企业

只完成一个生产过程，屈于生产型。 模型为：
A 

······N······W

B 

这时企业职工集体劳动最存在于企业最终产品中。 它由两个因素决定： 一是企业单位产
品包含的劳动量．， 一是产品量。 单位产品包含的劳动量为T/W, 企业集体劳动蜇(T)的公
式为：

T 
T=丁•W

把此公式代入根据按劳分配规律决定的工资量的公式中，则得出企业工资总额的 公 式
为，

V V T V=�•T=-－—· • WT T W 

等式两端同除以产品最w, 则得出企业最终产品工资含鼠的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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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V T 
w ＝一了． w 

企业工资总额的公式为：

V= V
w 

.w 

根据上述公式，我们可以首先确定企业最终产品的工资含量，使企业工资总额随企业产

品抵多少上下浮动。在实际工作中，这就是企业工资总额和实物量挂钩的模式，如统配煤矿
企业实行的吨煤工资含量包干，有色金属矿山企业实行的吨矿工资含量包干，黄金生产企业
实行的每两黄金工资含量包千，铁路运输企业实行的换算吨公里工资含量包千等。

全民所有制企业本质上是商品生产者，有自主经营权，但作为经济体制改革来说，有 一

个新旧体制交替过程。国家和企业主管部门承认企业生产有一定的商品性，有一定的经营自
主权，但企业生产者经营的大方向仍由国家决策。企业的生产和经营由国家和企 业 共 同 承
担，企业职工劳动创造的价值和经营实现的价值在国家和企业职工之间按比例分配。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仍然可以对企业职工整体实行按劳分配。但按劳分配的 “劳 ” 已不

是企业职工集体劳动蜇，而是社会承认的劳动，或者说是价值实现的劳动。这时企业工资总

额不能和企业最终产品挂钩，而必须和价值指标挂钩。1985年开始实行的企业工资和上缴税

利挂钩，就是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贯彻按劳分配的形式。其具体办法是，先确定工资基数和上
缴税利基数，企业上缴税利增长1 %，工资总额增长0.3一 0.7%。这种办法实际上是确定企
业工资税利率，只是由于工资增长速度慢于上缴税利增长速度，使企业税利工资率呈下降趋

势。

从理论上说，利润和税是两回事。税是公民为维持社会公共权力、保卫国家而应尽的义

务，有了公共权利，就有了税收。利润是在商品生产条件下，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实现。企业
必须依法纳税，然后核定企业的工资利润率，使企业工资和利润指标挂钩。设企业利润为P,
企业工资总额可用两种公式表示：

用利润工资率表示：

V 
V ＝丁. p

用工资利润率表示：

V=�•P 

; 
在这种工资模式下，企业经营得好，盈利多，职工和国家分享；企业经营得差，盈利减

少，职工和国家共同承担。

我国当前实行的企业工资和经济效益挂钩，比产品经济体制的旧工资模式来说是 一种进
步，但不是企业工资改革的目标，实际上是一种过渡模式。

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商品经济，企业仅仅把产品生产出来是远远不够的。企业生产的产
品还必须转化为商品。全民所有制企业不仅是个生产单位，还是个经营单位。在企业生产过

程之后，还有企业商品转化为货币的过秤； （下转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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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和经济利益协调。 主权利益协调问题， 按 “货币一体化” 的要求， 各成员国的货币政策应

由欧洲中央银行来决定， 其它各项经济决策权也要移交给共同体执委会。 这必然会影响 各成

员国的主权利益。 由于一体化的实现必然会影响到国家主权， 由此而来的纠纷是不可避免

的。 经济利益协词间题， 由于共同体国家之 间的经济增长速度、 国际收支情况、 通货膨胀率

及就业水平等存在着差异等原因， 而变得难以实现。 各国的经济政策必然是有所侧重的。 要

统一各国的财政、 金融政策， 就会导致经济总效益在各国间的分配不均。 如各国的税制协悯

问题就是一个难解之结， 由千目前各国的投资所得税率高低不一， 从西德的10％到法国的
50％不等， 预定在1990年夏季共同体内部实现货币和资本流动自由化， 法国银行家预测认
为， 除非税率拉平， 否则储蔼资金会外流300亿美元。 目前协调各国税制方面的进展仍很缓

慢， 主要目标是要对各国增值税的协调， 因为各会员国的 增值税率制度差异很大， 一旦实行
资本 自由流动， 将对各国的税收和预算产生极大影响。 因此经济利益协惘间题在短期内恐怕
难以解决。

总之， 欧共体所面临的这些主要障碍是要通过较长时期的努力才能逐步消除。 从目前的
局势看，1992年前要实现货币一体化恐怕难以如愿。 尤其是东欧最近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
势必使欧共体原规定的一体化实施日程受到影响。 然而， 货币一体化给欧共体各国带来的利

益必然大于某些成员国可能受到的损失。 在当今世界经济有着区域化、 集团化、 一体化发展

的趋势下， 货币一 体化对于欧共体国家来说， 仍是不可改变的目标。

（上接第8页） w—-——G 

在这里就可能发生企业商品价值能不能实现以及实现程度的问题， 也就是说商品价格和

劳动价格背离的问题。 这时企业商品价值不能实现或价格在劳动价格之下的损失， 必须由企
业承担。 企业既然自主经营，． 就必须承担经营的责任。 假如企业对经营不承担责任， 对商品
的市场供求不能做出灵敏的反映， 难免商品积压、 损失浪费。 企业承担经营责任， 企业职工

工资就必须和企业经营好坏联系起来。

全民所有制企业工资改革的目标模式必须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为出发点。 企业既然是社

会主义商品生产者， 并自主经营， 就不可能有个社会主体去测定企业的劳动量， 然后对企业

职工整体实行按劳分配 。 企业的工资来自企业职工劳动创造的价值， 来自企业经营实现的价
值， 来自企业的销售收入。 企业的销售收入要扣除生产资料价值转移部分， 要上缴利润， 剩

下的才能作为职工工资基金。 我国要建立的企业工资改革的目标模式是： 在国家宏观控制条

件下， 企业工资通过职工劳动和经营自我形成的模式。 企业工资星的公式：
p 

V=G-C-� • CC 

在这种模式下， 企业工资和商品销售状况直接相关， 企业增盈， 企业工资上升；企业亏
损， 企业工资下降。 企业真正自主经营、 自负盈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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