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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节约型社会的政治经济学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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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 ] 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 

[ 摘要 ] 节约型社会的提出，缘起于资源的匮乏与环境的退化。但如果仅仅从这一角度出发理解节约问题和构建节约型社会，那不仅在理

论上是片面的，在实践上也会对节约型社会的构建形成限制。实际上，劳动时间的节约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具有生产、消费与人的全面发

展效应，也体现了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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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约型社会的提出，缘起于资源的匮乏与环境的退化。但如果仅仅从这一角度出发理解节约问题和构建节约型社会，那不仅在理论

上是片面的，在实践上也会对节约型社会的构建形成限制。实际上，劳动时间的节约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具有生产、消费与人的全面发展

效应，也体现了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统一。节约理论的渊源在经济学理论中，关于“节约”问题的研究历来构成一个重要命题。古典经

济学、马克思经济学和当代西方经济学均从各自的理论体系给予了表述，已经形成了极具科学价值的结论。古典经济学的生产与分配视

角。在《国富论》开篇，斯密详细论述了劳动分工、劳动节约与资本积累、财富增长的内在关系。斯密认为，财富的创造和增长离不开能

够节约时间和提高效率的劳动分工；同时，参与分工和交换的劳动者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又会不断增进社会的整体利益。这正是由

“看不见的手”所塑造的整个社会的节约。马克思的劳动时间节约理论。在经济理论发展史上，对节约问题作出深入探索和精辟剖析的是

马克思。“劳动时间的节约”规律，被马克思认为是推动资本主义经济不断前进的巨大动力。由于劳动消耗的多少是以劳动时间来衡量

的，因此一切节约，归结起来都应当是劳动时间的节约，而且马克思将这一命题精练地表述为：“真正的节约（经济）=节约劳动时间=

发展生产力。”以劳动时间的界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范畴区分（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为基础，马克思建立了关于劳动时

间节约的理论，它涵盖了微观和宏观、生产和消费、数量和质量等各个层面，探讨了节约劳动时间对人的自身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促

进作用。新古典理论的稀缺性假设。以“稀缺性”为前提，新古典理论从资源配置角度分析节约问题，探讨如何实现有限资源的最佳配

置，以达到人类需要的最大满足。当然，稀缺并不是指资源绝对量的多少，而是相对于人的欲望而言的稀少状态。随着人的欲望的不断扩

张，资源的相对稀缺性增加，使得人们用于消费、生产、分配、交换等一系列活动的时间越来越有限。因此，在既定资源和既定时间的约

束下，如何通过节约来提高经济效率就成为经济学界需要探讨的重要问题。节约的多重效应节约的生产效应。对科学技术促进劳动生产率

增长问题最早作出科学阐述的，是马克思的劳动时间节约理论。在《资本论》中，从探讨商品的二重属性——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关系开

始，马克思提出商品的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抽象劳动，并且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这样，劳动、科学技术、经营管

理、资本和土地，都会对劳动生产力产生影响，并间接地影响必要劳动时间以及价值量的变化。此外，马克思还从分工与协作对提高劳动

生产率的角度阐述了劳动时间节约所带来的生产效应。马克思认为，分工的发展史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史，甚至可以说，分工就是生产力发

展或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必要前提。但是，对于分工提高劳动生产力来说，马克思并没有局限于提高劳动熟练程度、节省劳动时间、机器发

明与运用的一般分析上，而是强调了分工组织产生的协作作用。马克思认为，分工基础上的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

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显然，这里的关键是通过协作而产生的“合作剩余”。今天的现代企业，正是因为协作产生合

作剩余，才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节约的消费效应。马克思指出，“真正的经济——节约——是劳动时间的节约，而这种节约就等于发展

生产力。可见，决不是禁欲，而是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的能力，因而既是发展消费的能力，又是发展消费的资料。消费的能力是消费的

条件，因而是消费的首要手段，而这种能力是一种个人才能的发展，一种生产力的发展”。在这个基础上看待生产和消费的关系，必然是

“生产为消费创造作为外在对象的材料；而消费为生产创造作为内在对象、作为目的的需要”；因而“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就

没有生产”。如此看来，发展生产力与发展消费能力，包括发展消费资料都是同步的，即消费能力的提高也是个人才能的发展，这本身就

是一种生产力，是节约消费效应的体现。新古典理论则从稀缺角度剖析该问题。比如，相对于人的无限需求与欲望而言，时间是一种稀缺



的资源。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经济总量的不断增长，人们对时间的需求会不断增加。20世纪60年代后，加里·贝克尔开始在《时间分配

论》中引入时间变量来剖析消费问题，即“新消费者论”思想。在这一理论中，消费过程是需要时间的，因而购买一种物质资料或一种服

务并不构成最终的经济行为，即消费不仅仅是为了消费。例如，人们购买汽车的目的不是为了汽车本身，而是为了得到以汽车为物质基础

的服务。这里的关键是加入了时间因素，时间价值等于个人把这段时间用于工作时，能为之带来的货币收入。因此，作为一种稀缺资源，

时间同时也就有了它的“机会成本”，为此，消费者将试图用那些需要时间较少的手段实现自己的偏好。节约的人力效应。在历史上，马

克思第一次对自由时间作出科学界定，并进而揭示了自由时间对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意义。按照马克思的理论，自由时间也就是必要劳

动时间以外供个人随意支配的闲暇时间，它是劳动者生活时间的一部分。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就会给所有人腾出了时间，个人会在艺

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在这里，马克思一方面指出了自由时间的来源，即自由时间是由劳动时间的节约获得的；另一方面，他也

把自由时间与人的发展结合起来，明确指出自由时间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条件。在马克思所设想的消灭了资本主义分工和私有制的未来

社会，劳动时间的节约和自由时间的增长，是获得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重要保证。在马克思看来，一旦人们缩短了必要劳动时间和增加

了自由时间，就会形成良性循环，比如自由时间里增加了个人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推动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这时，

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就会达到协调一致，这也就是人的存在价值的充分展现。而且，自由时间的充裕必然促进劳动意义的变化，即由谋

生手段转变为生活的目的，转变为自由自觉的活动，从而排除异化劳动对人的限制，促进人的创造性能力的发挥。因此，人的发展也将真

正表现为，既是社会发展的手段又是社会发展的目的。社会发展的实质是人以及人类的生存方式的不断完善过程，它是不同历史时期的人

们对理想社会形态的追求与实践过程。节约型社会的构建涉及社会生产的方方面面，也必然需要以劳动时间节约为基础和前提。从这个意

义上讲，劳动时间节约理论部分地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伟大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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