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一章 分配总论 

    第一节 前八章摘要，其中寻求一条连续线横于第五篇第十四章中的那条连续线， 

并在决定各种不同生产要素和生 

    产工具（物质的和人的）的正常价值的原因上达到统一。 

    前十章的论点，现在可加以总结。它远不能完全解决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因为其 

中涉及对外贸易、信用与就业的变动、及其多种多样的集体作用和共同行动的影响。但 

是，以上所论，确实接触到支配分配和交换的那些最根本而经常存在的因素的广泛作用。 

在第五篇末尾的结论中，我们曾发现了一条连续不断的线，它使供求均衡的一般理论连 

续适用于各种不同时期，从这样短的时期，以致生产成本对价值没有直接影响，到那样 

长的时期，以致各种生产工具的供给可以和它们的间接需求（亦即从对它们所生产的商 

品的直接需求所派生的需求）相适应。在本篇中，我们曾涉及另一条连续不断的线，它 

横交于连接各个不同时期的那条线。它把各种不同的生产工具（物质的和人的）都连接 

起来；虽然它们在外表上有重要的差别，而它却使它们在根本上统一起来。 

    首先，工资及其他的劳动报酬，和资本的利息有许多共同之点。因为决定物质资本 

和人身资本的供给价格的因素具有一致性。使人投资于他的儿子的教育上的动机，和使 

他为他的儿子积累物质资本的动机相同。其中有一种相续不绝的过渡，即由父亲的工作 

和等待，而遗留给他的儿子一个极富的工业企业或商业企业，过渡到一个人的工作和等 

待，以维持他儿子的生活，使他逐步受到完全的医学教育，最后，为他获得一种有利的 

职业。此外，还有同样的相续过渡，即由他过渡到一个人的工作和等待，以能使他的儿 

子可以受到长期教育；在习艺时，工作可以不取报酬，而不是像杂勤童工早期被迫参加 

工作自食其力那样，这种童工的工资比较高，因为这种工作对他的未来发展没有什么帮 

助。 

    的确，在现存社会制度下，只有父母在发展青年能力的人身资本上愿付出很大的代 

价。而许多头等才能之所以未加培植，湮没无闻，是由于能发展这种才能的人对此事没 

有任何特殊兴趣。这种事实实际上至关重要，因为它的影响是积累性的。但这并不能使 

物质生产要素和人力生产要素发生根本的区别，因为它和这一事实相似，即许多良田耕 

作得很差，实因善耕者未曾耕之。 

    其次，因为人的成长很慢，消磨也很慢，父母为子女选择职业时，通常必须远鉴一 

百年，所以需求的变动要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在人力要素比在其他物质生产设备方面 

所需要的时间较长；而在劳动的场合，如使供求趋于协调的那些经济力量充分发挥作用， 

则非需要特别长的时间不可。因此，总的说来，任何一种劳动对于雇主的货币成本，在 

长期内和生产该劳动的实际成本大体一致。 

    第二节 续前。 

    一端是人力生产要素的效率，另一端是物质生产要素的效率，二者相权之后再与它 

们的货币成本相比较。一种要素，如它的效率相对于它的货币成本而大于另一种要素时， 

则有被使用的趋势。企业的主要职能，在于使伟大的代用原则自由发生作用获得便利。 

一般地与公共利益相合，有时也与它相反，企业家不断地比较着机器和劳工，熟练工人 

和非熟练工人，以及额外监工和经理所提供的服务；他们对于各种不同生产要素的使用 

经常筹谋划策，重新组合，而选择对他们最有利的那些组合。 

    从而在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生产部门中，几乎每一类劳动的效率（相对于它的成本） 

和其他几类的劳动是不断地加以比较的，其中每类劳动又和他类劳动相比较。这种竞争 

本质上是“纵的”竞争；因为它是属于不同级的，从事于同一生产部门而又为它所限制 

的工群为获得雇用场所而进行的斗争。但是，同时“横的”竞争也在时时进行，而所用 

的方法却比较简单；首先由于成年人在本业中可以从一业自由地转向他业；其次由于父 

母一般都能使子女参加同他们那一级相近的任何其他行业。由于纵的和横的竞争相并而 



行，虽然事实上不论哪一级的劳动大部分都可以从本级的子女得到补充，但各级劳动所 

得的报酬是按他们所提供的服务得到有效而合理的调整的。 

    可见，代用原则的作用主要是间接的。如有两桶，其中满盛液体，并有管相接，则 

在较高水平的桶内靠近该管的液体，虽有粘性，也将流入另一桶内。这样，即使没有液 

体从此桶的一端流向彼桶的另一端，而两桶的一般水平也可以趋于一致。设有数桶，以 

管相接，则各桶中的液体必将趋于同一水平，虽然其中有几个桶和别的桶并不直接相连。 

同样，代用原则不断通过间接的途径，有使所得的分配和各业甚或各工种的效率相准的 

趋势，而所谓各业和各工种彼此并没有直接的接触，乍看起来似乎无法彼此竞争。 

    第三节 续前。 

    自非熟练工人进而至熟练工人，再进而至监工，再进而至主任，再进而至大企业的 

总经理（部分酬以红利），再进而至股东，再进而至大私营企业的财东，其中都是相连 

不断的。 

    而在股份公司中，由董事而至承担企业的最后主要风险的普通股东，我们看到他们 

层层下退，如一梯形。不过，企业家在某种程度上另成一类。 

    因为代用原则在比较这一生产要素和那一生产要素时主要是通过他们的自觉作用的； 

就他们来说，除了他们相互竞争的间接影响外，代用原则就没有别的媒介。所以，它盲 

目地发生作用，且造成品大的浪费。它强使那些许多如有良好的开端就能作出极大贡献 

的人遭到失败，兼以与报酬递加趋势相结合，它使强者更强，并使弱者的企业落入已拥 

有部分垄断的那些人之手。 

    但是，另一方面，能打破旧有垄断，并给自身有极少资本的人提供创办新企业和升 

任各种大公司的经理的机会的那些力量也有不断的增加；而这种力量能使运用资本所需 

要的经营能力发挥出来。 

    总的说来，企业管理工作的代价是低廉的，的确也许不如将来的低廉，在将来，人 

们的集体智慧，责任感和公益精神更加发展，社会更努力使出身卑贱的人的才能有所发 

展，使企业的秘密减少；使各种投机和竞争的浪费方式都得到制止。 

    但是，甚至现在管理工作也是低廉的，它对生产的增益大于它的报酬。因为企业家， 

像熟练的工匠一样，所提供的服务是社会所需要的，如没有他来提供这种服务，则取得 

这种服务所用的成本也许更大。 

    决定一方面是普通能力与另方面是运用资本的经营能力的正常报酬的因素，其间的 

相同之点并不适用于它们的当前报酬的变动。因为雇主居于缓冲地位，在商品的买主和 

生产它的各种劳动者之间起着媒介作用。他取得商品的全部价格，而把它付给工人。他 

的利润随着他所售的商品的价格的变动而同时变动，且变动的幅度较大；而他的雇工的 

工资变动得较晚，且变动的幅度较小。在任何特定时间，他的资本和能力的所得有时很 

大，有时也是负数，而他的雇工的能力所得永不会很大，也永不会成为负数。工资领受 

者如失业时，势必受很大的痛苦，但这种痛苦的产生，并不是因为他是工资领取者，而 

是因为他手中没有积存。 

    某人因拥有特殊天赋能力而来的那部分收入，是对他的一种赠品；从抽象的观点来 

看，和其他自然恩赐譬如土地所固有的属性的地租相似。但就正常价格来说，它应与荒 

地开垦者所获利润，或与寻珍珠者的所得列入一类。在垦荒者中，有的人的土地比原来 

预期的要好些，而有的人的土地却差些。 

    寻珍珠者一次潜水的丰富收获，同多次潜水而毫无所获相抵销。律师、工程师或商 

人由于他的天才而得的高额收入，非与许多其他人的失败相较不可；而失败者在青年时 

似具有相同的前途，所受的教育和立业机会都一致，但是，他对生产所提供的服务，相 

对于该服务的成本却比成功者的要小些。最有能力的企业家一般都是那些获利最多的人， 

而同时他们所做的工作，反而极其低廉；如果社会把这种工作交给能力较差，索价较廉 

的人来做，则无宁等于浪费，如同把一块贵重的金钢钻交给一个工资很低而技术恶劣的 

人加工一样。 



    第四节 各种不同的生产要素争相雇用，但它们也是相互雇用的唯一泉源。 

    回顾本篇第二章中所述的论点时，我们所应当铭诸于心的是，各种不同生产要素彼 

此保持着二重关系。一方面，它们往往为得到雇用而相互竞争；任何一种要素，它的效 

率相对于它的成本而大于另一种要素时，则有代替该要素的趋势，从而，限制着它的需 

求价格。另一方面，所有的要素都为彼此提供了雇用场所，任何一种要素，除非其他要 

素给它提供了雇用场所，是得不到雇用的。一切生产要素所共同创造的，并随着各要素 

供给的增加而增加的国民收入，也是其中各要素的需求的唯一源泉。 

    因此，物质资本的增加，给它开辟了新的运用场所；虽然在进行新的投资时，它可 

以减少少数行业中的手工劳动的雇用场所，但就全体而论，它会大大增加对手工劳动和 

其他生产要素的需求。因为它将大大增加作为一切要素需求的共同源泉的国民收入；由 

于资本雇用竞争的增加，利率势必有所降低，从而，资本和劳动所共同创造的那部分国 

民收入将在比以前有利于劳动的条件下加以分配。 

    对劳动的这种新的需求，部分地由于新事业的开辟，而这种事业以前也许无法偿其 

所负。而一部分新的需求是由于制造昂贵的新机器需要工人。因为当人们说以机器代替 

工人时，它指的是以和大量等待相结合的劳动来代替和少量等待相结合的劳动，只根据 

这个理由，不可能以资本来代替一般劳动，除非就一个地方来说，它从其他地方输入资 

本。 

    不过，仍然真实的是，资本的增加所给予劳动的主要利益，并不是由于它使劳动得 

到新的就业机会，而是由于增加了土地、劳动和资本（或土地，劳动和等待）的共同产 

品，及减少了任何既定资本（或等待）数量在该产品中当作自己报酬所能要求的那一份 

额。 

    第五节 任何工种的工人人数增加或其效率提高有利于其他工人，但是当后者受 

益时，前者却受迫害。它改变自己的和其他工人的边际产品，从而影响工资。计算正常 

边际产品时，要谨慎小心。 

    在讨论任何一组工人的工作供给量的变动对其他各种工人的雇用所发生的影响时， 

无须追问这种工作量的增加是由于该组工人增加了人数，还是由于他们提高了效率。因 

为这个问题是同其他问题没有直接关连的。不论哪一场合，对国民收入的增加都相等， 

不论哪一场合，竞争将迫使他们不得不在相同程度上退入他们的边际效用较小的使用之 

处；从而在相同程度上减少他们在共同产品中所能得的份额，以作为某种工作的一定工 

作量的报酬。 

    但是，这个问题对于该组内的工人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如果这种变动是他们的平均 

效率提高十分之一，则他们十人中每人所得的总收入将等于人数增加十分之一而效率不 

变的十一个人中每人所得的总收入。 

    每组工人的工资以他组工人的人数和效率为转移，是通例中的一个特例，即环境 

（或机遇）在决定一个人的工资所接近的纯产品中，至少和他的精力与能力起同等的作 

用。 

    任何一组工人的工资所接近的那种纯产品必须以下述假设为计算的标准，即生产已 

达到一点，在该点，产量的销售仅能带来正常利润，而不是更多的利润。同时它必须就 

具有正常效率的工人而加以计算，他所增加的产品，只能报酬具有正常能力、正常时运 

和正常资金的雇主以正常利润，而不是更多的利润（如求高于或低于正常效率的工人的 

正常工资时，则必须在该纯产品中增加或减去某种数额）。所选择的时间也必须是生意 

正常的时间，而各种劳动都有比较相宜的供给。例如，假使建筑业特别衰败，或特别繁 

荣，或如果它的发展因砖匠或木匠的供给不足而受到阻碍，而其他建筑工人的供给却有 

所过剩，则这种时机就不适合于估计砖匠或木匠的正常工资和纯产品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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