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 

文/张金根 

   关于劳动力成为商品，逻辑上蕴含两个问题, 一是劳动力能不能成为商品, 二是劳动力要不
要成为商品, 能不能的问题是条件问题, 要不要的问题是原因问题, 本文主要研究能不能的问题, 
即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问题。 
   讨论劳动力成为商品，不能不提“两个前提条件说”。“两个前提条件说”的主要依据是马
克思在《资本论》中说的一段话：“货币转化为资本，就必须在商品市场上找到自由的工人。这里
所说的自由，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工人是自由的，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商品来支
配，另一方面，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须的
东西。马克思在这里说的两个方面不是劳动力成为商品的两个前提条件，它涉及劳动力能不能成为
商品、要不要成为商品两个问题，第一个方面说的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政治条件，即工人是自由
的，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商品来支配；第二个方面说的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力成为商品
的经济原因，即工人自由得一无所有，必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把马克思说的两个方面误解成劳动
力成为商品的两个前提条件，至少对马克思有两种误解，一是把货币转化为资本的政治法律条件误
解为劳动力成为商品的一般条件，二是把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必须出卖劳动力的特殊原因误解为
劳动力成为商品的一般条件。关于这个问题，拙文《潇洒的误解——重温马克思关于“劳动力的买
和卖”之论述》已作详细辨析，此不赘。本文主要研究并回答：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是劳动者是
自己的劳动力和自己的人身自由所有者。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货币转化为资本时有两段非常重要的讲话, 一段是前面所引的
《资本论》引文, 另一段是：“劳动力所有者要把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他就必须能够支配它，从
而必须是自己的劳动力、自己人身的自由所有者。”认真研读马克思上述两段话, 联系其上下文意
思, 不难看出马克思的本意是: 货币转化为资本，劳动力的买卖是关键, 劳动力的买卖取决于劳动
力所有者能不能、要不要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能不能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关键
就看工人是不是自由的, 所谓工人的自由是指劳动者是“自己的劳动力、自己人身的自由所有
者”。马克思在这里分析的虽然是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力所有者要把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的前提条
件，但在理论高度上实现了由个别到一般的飞跃。马克思在这里指出的劳动者是“自己的劳动力、
自己人身的自由所有者”不仅是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者能够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基本条件，而且是一
般意义上劳动者能够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充分必要条件。因为劳动者只有并且只要是自己劳动力和自
己人身的自由所有者，才能够并且就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 
   所谓劳动者是自己劳动力的自由所有者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劳动力归劳动者个人所有，劳动
者拥有自己的劳动力的全部所有权，包括对自己劳动力的占有、使用、支配及收益等权利。二是劳
动者能够自由支配和行使自己劳动力的全部所有权。劳动者要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他首
先就必须是自己的劳动力的自由所有者，如果不是这样，劳动者不拥有自己劳动力的全部所有权，
不能自由支配和行使自己身上的劳动力的所有权，那劳动力根本就不属于劳动者自己，劳动者理所
当然不能把存放在自己身上的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这是由商品交换的本质属性和原则决定了的。
任何商品交换都是商品所有者之间的自由交换，用来交换的商品都是交换主体自己所有的商品，劳
动力商品也不例外。比如，在共产主义条件下，劳动者有充分的人身自由，但却不是自己劳动力的
自由所有者。因为在共产主义条件下，“每一个人的劳动，无论其特殊用途是如何的不同，一开始
就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也必须知道，每一种消费品的生产需要多少劳
动。它必须安排生产资料，其中特别是劳动力，来安排生产计划” 。 
所谓劳动者是自己人身的自由所有者也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劳动者拥有自己人身的所有权，劳动者
的人身归劳动者自己所有；二是劳动者有人身自由，可以自由支配自己人身。人身即活的人体，
“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
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人身是劳动力惟一的物质载体，没有人身，谈不上劳动力，更谈不上
支配和行使劳动力的自由。劳动者要成为自己劳动力的自由所有者，他首先就必须是自己人身的所
有者。 
   由此可见，劳动者要把承载在自己身上的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必须同时具备两个前提条
件：一是劳动者必须是自己劳动力的自由所有者，二是劳动者必须是自己人身的自由所有者，二者
紧密相连、缺一不可。这两个前提条件既是劳动者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的必要条件，
又是充分条件。至于劳动者怎样才能成为自己劳动力和自己人身的自由所有者，劳动者又在什么条

 



件下才必须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则属于劳动力要不要成为商品的逻辑体系, 它涉及生产
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性质, 笔者将另撰文研讨, 此不赘。 
【本文系梧州学院院级科研重点项目《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原因深层研究》（[2007] 2
号）基金项目。作者单位：梧州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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