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劳动与垄断资本 
第五部分 工人阶级

 

第十八章 职业的“中间阶层” 

  迄今，我们的讨论始终是限于我们所看到的约占全部人口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的那部

分人口，这部分人口看来很符合无产阶级的被剥夺情况。但是垄断资本主义制度还造成了

另一支就业队伍，他们的人数不少，但不那么十分符合这样一种定义。像垄断资本主义以

前的小资产阶级（农业、商业和服务业的小业主，各种专业和手艺行业）一样，他们不能

十分容易地符合经济和社会的两极概念。但是，与已经大部分消失的早期中等阶级不同，

他们日益符合工人阶级的正式定义。这就是说，这批人像工人阶级一样，没有经济的或职

业的独立性；他们受资本及其支系雇用，除受雇之外无法进入劳动过程或接近生产资料，

而且为了生存，必须不断地更新自己的劳动以供资本使用。这部分就业人口包括工程科技

人员，较低级监督和管理人员，在购销、金融和组织管理机构等方面，以及不属于资本主

义工业本身，在医院、学校和政府部门从事工作的大量专门和“专业”雇员，等等。相对

地说，这批人的人数远不及旧日小资产阶级那么多。因为以独立经营为基础的旧日小资产

阶级，在资本主义垄断阶级之前占全部人口的一半或一半以上。今天，这批人在美国大概

占全部就业人口的百分之十五以上，而不到百分之二十。但是，作为旧日中等阶级的部分

代替物，这批人的迅速增多，使它本身的定义成为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问题；而由于它的

特点在外表上与显然无产阶级化了的工人阶级人口十分相似，就尤其如此。 

  垄断资本主义以前的阶级结构的复杂性，是由下面的实际情况产生的：在劳动人口

中，有很大一批人既不受资本的雇用，自己又没有在很大规模上雇用劳动力，他们处在资

本与劳动这两级之外。现代垄断资本主义阶级结构的复杂性则是由于十分相反的情况：

即，几乎全部人口都已变成资本的雇员。与现代公司，或者与各公司在政府或所谓非营

利组织中变相分支机构的几乎所有工作联系，都具有买卖劳动力的形式。 

  买卖劳动力是工人阶级产生和继续存在的典型形式。就工人阶级来说，这种形式体现

出生产的社会关系，即服从权力和被剥削的关系。现在，我们必须研究一下，这种形式是

否可能被用来隐蔽、体现和表现其他生产关系。试举一个十分极端的例子，一家大公司的

经理们为这家公司所雇用，他们并不因此就拥有这家公司的工厂和银行存款，这只是现代

社会中资本家进行统治的方式。由于这些经理有很高的身份，有个人的业务责任，有独立

决定权，在劳动过程的等级制度中有地位，在整个资本家社会中有地位等等，所以他们是

工业的统治者，“专门”为资本做事，而且他们本身也是那个成为资本的化身和雇用劳动

力的阶级的组成部分。他们和这家公司的生产工人、职员和清洁工一样，也是工资名册上

的人员，可是这种表面属性并不剥夺他们在企业中做出决定和指挥别人的权力；这和将军

像士兵一样穿军装，或教皇和红衣主教也宣读教区牧师的祷告文，并无二致。这种受雇的

形式，表明两种完全不同的实际情况：一方面，资本雇用一个“劳动力”，它的责任是在



外来的指挥下，为增殖资本而工作；另一方面，在资本家阶级内部，主要从它自己的队伍

中，通过一番选择，资本挑选出一批管理人员，来代表它自己处于负责的地位，并代表它

监督和组织工人的劳动。 

  到这里为止，这种差别是十分清楚的，但是，在这两端之间还有一系列的中间类别，

它们在不同程度上既具有工人的特征，又具有管理人员的特征。在管理部门中的地位高低

主要通过职权大小可以看出来，而职员的地位高低则是由技术专长的水平表明的。因为资

本主义公司中这些中级人员的职权和专长代表一种必然要委托给他们的责任，所以这些职

员的地位可以从他们对上下双方的关系来加以判断，来自上面的是支配他们的权力和财

富，处于他们之下的是要由他们帮助管理、指挥和组织的劳动群众。他们的薪金水平很重

要，因为超过一定界限，它就像公司的指挥员的薪金一样，显然不仅是把他们的劳动力换

成货币——一种商品交换——而且是分享这家公司生产的剩余的一部分，因而这就要使

他们和这家公司休戚相关，并且使他们有一种“管理上的利害关系”，即便是很小的利害

关系。就他们享有公认的就业保证、在生产过程中有自己的半独立的劳动方式、有支配别

人劳动的权力、有雇用和解雇的权力和其他发号施令的特权而论，也是如此。 

  根据这些和类似的标准来判断，中等的行政管理和技术职业显然包括各种各样的类

型。设计生产过程的主要工程技术人员并入管理部门居于首位。在他们之下的各个等级的

终点，是一些大的制图设计室，这些制图设计室在许多场合是根据工厂或办公室生产作业

线的原则组织起来的，其中配备了各种局部作业人员；这些人员的工资级别，即使比工厂

机械操作工或办公室工作人员高一些，大概也不如工厂的技工，而且他们的工作独立性和

职权跟生产工人相比也不相上下。在这两者之间的是产业大军中的低级军官和军士，即工

头、各种小“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这些人即使没有职权，至少也保有微小的工作

独立性。在公司本身以外，在政府、教育和卫生机构中，也有以这些领域各自的工作过程

所特有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这类高高低低的等级。 

  这些中间类别都分摊一些专业知识和受委派的职权，如果没有这些知识和职权，生

产、分配和管理的机器就要停止运转。每一类别都是那些上级（直到并包括最高管理部

门）的吸收新成员的场所。这些类别的就业条件要受最高管理部门的需要的影响，最高管

理部门在它的管辖范围内需要有一些缓冲阶层，听话和“忠实”的部属，以及承上启下的

代理人，来行使控制权和搜集情报，以便管理部门不致孤立无援地面对怀有敌意或态度冷

漠的群众。而且，这些条件也受到有特权的市场地位的影响，这种市场地位是已专门化并

受过技术训练的劳动力在其发展的早期阶段所拥有的，那时候，这种劳动力的供给刚刚处

在赶上资本积累需要的过程中。因此，总起来说，资本主义职业这一领域中的那些人，根

据他们在这种等级制度的特殊地位，程度不同地享有特权而不受无产阶级最坏的处境的影

响，这通常包括较高的工资级别在内。 

  然而，如果我们像许多人那样，把这个阶层也叫做“新中等阶级”，那我们一定要保

持一定的保留态度。旧中等阶级占有那种地位，是因为它处在两极的阶级结构之外；它既

没有资本家的属性，也没有工人的属性；无论是在这一方面或在那一方面，它在资本积累



过程中都不起直接的作用。相反，这个“新中等阶级”占有它的中间地位，不是因为它处

在资本增殖过程之外，而是因为它作为这个过程的一部分，从两方面取得它的特点。它

不仅享有小小的一份资本的特权和报酬，而且还带有无产阶级身份的标记。对于这些雇员

来说，他们的工作、他们在生产关系中的实际地位、他们和很多雇工一样的基本从属地位

等等所采取的社会形式，越来越看得清楚了，而在作为这个阶层的组成部分的大量职业

中，就尤其如此。在这里我们可以特别举出制图员、技术员、工程师、会计师、护士和教

师，以及各种监督人、工头和小管理人员的大量职业。首先，这些人成为一个大量劳动市

场的一部分，这个劳动市场具有一切劳动市场的特点，其中必然也有对工资水平起压低作

用的一支失业后备军。*其次，资本一旦把大量劳动力安排在任何专业上——这种劳动力

的数量足以使应用技术分工的原则有好处，也足以使应用通过牢牢掌握“概念”的各个环

节来对“执行”进行有等级的控制的原则有好处——资本就使那种专业服从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所特有的某些“合理化”形式。 

  * 这种情况最初的重要实例是在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期出现的，但是在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

资本积累和工业改革的汹涌波涛中，这种趋势已被克服。然而，在六十年代末期，各种“专业人

员”的失业率不断升高，这再一次使他们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并不是自己所认为的那种屈尊使自己

和这一或那一公司“结合在一起”的自由代理人，而确实是劳动市场的一部分，像地位比他们低的

那些人一样受雇或被解雇。 

  无产阶级的形态开始在这些职业中表现出来，并在这些雇用的意识上盖上无产阶级的

印记。这些雇员感到他们作为劳动力出售者的地位并无保障，对于受控制的和机械地组织

起来的工作场所感到灰心失望，他们尽管还保有一些特权，也开始认识到那些离析性症

状，这些症状通称为“厌倦感”，它们和工人阶级在一起已如此之久，以致已成为工人阶

级第二天性的一部分。 

  在论述办公室工作人员的一章里，我们已经说明一个中间阶层是怎样扩大成为大量的

工人阶级的就业者，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它是怎样被夺去所有特权和中间性质的。在这里没

有必要预言已专业化的低级管理人员在最近将来会发生类似的演化。但应该承认，那些在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打算给办公室工作人员的阶级地位下一“定义”的人所遇到的困难，

和今天人们给现代职业中这一中间阶层下定义时必然要遇到的困难，差不多是一样的。归

根到底，这些困难来源于这一事实：各阶级、阶级结构和整个社会结构都不是固定不变的

实体，而是正在进行的富于各种各样变化的过程，不能简化为一些公式，无论这类公式从

分析上说是多么合适。*要分析这种过程，需要了解作为这种过程动力的各种内部关系和

联系，以便能够了解它作为一种过程的趋向。“规定”这种过程中各种特别因素的地位的

问题只是次要的。永远也不能简明而确切地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应该补充一句，科学也

不要求解决这个问题。 

  * E.P.汤普森写道：“现在总有一种诱力，使人认为阶级是一种东西。这不是马克是在其有历

史意义的著作中的本意，可是很多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都犯有这种错误。‘它’——工人



阶级——被认为是一种实际存在的实体，可以精确无误地给它下定义——有多少人和生产资料有一

定的关系。…… 

  “如果我们记住阶级是一种关系，而不是一种东西，那我们就不会这样想了。”（1） 

  

  1．E. P.汤普森（E. P. Thompson）：《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New York, 1964），第10－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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