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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马克思按劳分配理论中的两个重要思想 

 作者:沈时伯 许敏兰  来源

    去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今年要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

群众消费能力。增加居民消费需求,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民生问题

思经济学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重新学习这一理论,对我们正确处理收入分配问题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个人收入分配差别的思想 

    这里要探讨的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个人收入分配差别的思想,实际是马克思

阶段个人消费资料分配差别的思想。因为,在马克思预测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即社

货币关系,劳动者个人的收入或财产都以消费资料形式存在。马克思在《哥达纲领

和按劳分配方式进行了预测,其中涉及到劳动权利的平等性和不平等性问题。主要体

直接地成为社会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平等就在于以同一的尺度劳动来计量”。但在共

劳动权利仍有其不平等的一面。因为,“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

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因此在各个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

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理所当然,旧式分工仍然存在,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

动仍是谋生手段;生产力尚未达到极度发达的状态,个人尚未得到全面发展。这从根本上

平等性,认可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认可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

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而劳动权利的不平等性直接带来一种结果,

者个人之间以及劳动者家庭之间消费资料数量的分配存在差别。具体地讲,就劳动

或智力的强弱之分,这是造成劳动者个人消费资料存在数量分配差别的原因。就劳动

量与非劳动力拥有量的不同是造成劳动者家庭之间存在消费资料分配差别的重要因素之一。

劳动成果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品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比

此等等。” 

    上述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个人收入分配差别的思想在现阶段仍然具有一定的意

想,可以使人们转变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无法接受收入分配差别的平均主义观念,大

心对待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合理拉开的收入差距,并积极投身到“允许一部分人通

富起来”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去。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等量劳动获取等量报酬”的思想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社会主义社会实行“等量劳动获取等量报酬”,其前提是全体

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不妨设想一下,在私有制条件下,个人收入分配中是否存在

量劳动获取等量报酬”?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社会里,就拿资

工人在生产中所处的地位是不平等的,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并支配着工人的劳动力

本家所有,这反映到分配中必然要按资本家的意愿进行分配,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是一

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可能实现“等量劳动获取等量报酬”。而在公有制条件下,劳动

占有产品,从而决定了劳动者在产品分配中彼此都处于平等地位。因此,“等量劳动获

然地成为个人收入分配的原则。正如马克思所说:“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

结果”。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力还没有达到高度发达的状态,社会产品还没有极大丰

间只能实行“等量劳动获取等量报酬”。而到了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在随着个人的全面

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

    “等量劳动”,是指在相同劳动强度下具有相同熟练劳动技能的劳动者在同一

劳动。“等量报酬”是指付出“等量劳动”的劳动者从社会领取相同数量和质量的消



的消费资料是要经过社会扣除的,这种扣除包括六项:第一,用来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

大生产的追加部分;第三,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

的一般管理费用;第五,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第六,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设立的基金。

等量报酬”的实现还有一个过程。“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

的一切。他所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如,社会劳动日是由所有的个人劳动

产者的个人劳动时间就是社会劳动日中他所提供的部分,就是他在社会劳动日里的一

一张证书,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而他凭这张证书

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份消费资料。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

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等量劳动获取等量报酬”的思想中就有具体体现。而贯彻这

尺度方面要做到两点:第一是“等量贡献取得等量收入”,第二是多量贡献取得多量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