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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雇工与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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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雇佣劳动不必然存在剥削,不等于市场经济不存在剥削。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出现资本剥削劳动

的现象。超质劳动(超出自身能力的劳动)是一切雇佣劳动盈利之源。剥削并非雇佣劳动的本质属性,资本是可

以非剥削增值的;消除剥削,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保护劳动者人权,确保中国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属性的关键

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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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30年来,在邓小平特色理论和政治智慧指引

下,中国避开了属性争论,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
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雇工与剥削”作为一个

难以破解而常被回避的问题,却始终存在,并影响着中国市

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然是“市场经

济”,就须臾离不开资本和雇佣劳动。根据经典作家观点,

雇佣劳动必然产生剥削,我们招商引资,希望外资、民资越

多越好,就等于希望“剥削”越多越好,而这,就难免与社会

主义宗旨相冲突,使我们在道义和实践上陷入某种尴尬境

地。那种认为只要资本在中国投资、为社会主义服务,就与

剥削无干的理论是不成立的,也是脱离实际的。资本的属

性是逐利,只要有可能,资本家难免会剥削雇佣劳动,当代

中国工人时常被剥削是客观事实。笔者多年来致力于用价

值学破解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得出的结论是:剥削并

非雇佣劳动的本质属性,资本是可以非剥削增值的;但在市

场经济条件下,剥削现象产生有客观必然性;消除剥削,是
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保护劳动者人权,确保中国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属性的关键所在。本文是相关研究成果的简述。

一、剥削竟在雇佣劳动中“神秘”消失了

为证明雇佣劳动不必然存在剥削,我们先结合一实例

进行简单推导:

模式 A:假设甲、乙、丙、丁单独做椅子,每人每天12小

时可做3把。甲、乙发现如果两人分工做椅子面或椅子腿,

并使用简易机器,同样时间,每人每天可做12套。两人便

分工协作、彼此交换,每人每天获得6把椅子、可换6银元。

丙、丁个体劳动,每天仍做3把椅子。

模式B:假设丑发现了分工的好处并发明了简易机器,

他与甲、乙签约并提供机器,让他们各自做椅子面或腿,然

后每日用4把椅子分别换甲、乙的12套椅子组件。如此交

换后,甲、乙没增加劳动,却多获1把椅子。假设组装劳动

忽略不计,丑则每天“白白”获得4把椅子、可换4银元。

丙、丁个体劳动,每天仍做3把椅子。

模式C:上述条件不变,丑为节省与甲、乙交换时间,建

立起椅子工场,分别以每日4银元“工资”,雇佣两人到工场

干活12小时,制作同样数量椅子部件。由于到工场干活,

比在自家省心省事,甲、乙痛快地答应了。甲、乙、丑每天同

样皆获得4银元。丙、丁个体劳动,每天仍做3把椅子。

其上,B、C模式的形式有所不同,结果完全一样:丑没

直接从事劳动,却获得4银元;甲、乙没增加劳动量,也增收

1银元。这种结果,颠覆了马克思关于雇佣劳动必产生剥削

的理论:B模式中,并没有雇佣劳动,丑照样获得4银元;C
模式中,虽有雇佣关系,但甲、乙没增加劳动却增加了收益,

他们也并没有“剩余劳动”被剥削。面对这一事实,我们不

得不承认:C模式中,“剥削”并不是“神秘”地消失了,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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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原本就不存在!

二、雇 佣 劳 动 增 创 价 值 的 秘 密:超 质

劳动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不存在剥削的话,那C模式中丑获

得的利润是从哪里来得呢? 当然不是“自然恩惠”的,而只

能是劳动创造的———劳动创造价值,这是不可动摇的马克

思主义价值论原理。因此,答案只能从制造椅子的劳动中

寻找。丑获得的4把椅子属于甲、乙增产椅子的一部分;而
椅子的增产,归根结底,是因为分工协作和使用机器———协

作和机器,这是马克思揭示的提高生产力的两大要素———

大幅提升了甲、乙的劳动质级,从过去的简单低质劳动,升
级为复杂高质劳动。既然“少量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简单劳

动”(马克思语),高质劳动创造的价值为低质劳动的倍数也

是正常的。这只要与丙、丁的低质劳动做比较就可看得很

清楚,无须多论。

问题的关键在于:丑是否参与了制造椅子的劳动。在

A模式中,甲、乙自主协作、独自操机劳动,高质劳动体现了

他们自己的高技能、高智慧,由此增产的椅子归属没有悬

念。在C模式中,表面上看,仍是甲、乙在劳动,其增产的椅

子亦应全归甲、乙,丑拿去4把椅子,便是剥削。但真实情

况显然不是这样的。只要略加对比分析就会发现,C模式

中的甲、乙并非自主劳动主体,在整个劳动过程中,从组织

分工协作、创造采用机器到制定生产任务,处处体现的都是

丑的高智慧、高技能。因此,我们必须承认,在 C模式中,丑
同样在从事劳动,在从事行使“资本职责”(马克思语)的劳

动;相对雇工甲、乙而言,丑才是自主的劳动主体。当然,丑
的劳动对象不是椅子,而是生产椅子的劳动。丑的任务,就
是不断提升甲、乙的劳动创造力水平,使他们能以低质劳动

形态发挥高质劳动功效,能以简单劳动方式完成复杂劳动

任务。甲、乙从事的这种超出自身能力的劳动,就是所谓超

质劳动。超质劳动是一切雇佣劳动盈利之源,也是我用来

破解“剥削”及劳动价值论诸多难题的关键概念。

这样,C模式中的丑既然通过其高质劳动———组织分

工协作、创造采用机器———大幅提升了甲、乙超质劳动水

平、大幅增创了价值产品,他获得属于增创价值的4银元,

自然属正当劳动回报。同时,由于甲、乙也多获1银元,分
享了超质劳动成果,所以,他们真诚愿意被丑雇佣。由此可

得出结论:纯粹的雇佣劳动,是劳资双赢的劳动商品交换模

式,与剥削无必然关联。由于雇佣劳动通过直接劳动交换,

可支持大规模协作、大机器生产、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使它

必然成为市场经济的唯一选择,始终伴随并促进市场经济

的发展。

三、市场经济为什么必然存在剥削

雇佣劳动不必然存在剥削,不等于市场经济不存在剥

削。恰恰相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出现资本剥削劳

动现象,马克思经济学反对资本剥削的政治主题,是完全正

确的。那么,资本剥削劳动现象是怎样“必然”出现的呢?

我们继续援用前例进行推导。

假设C模式成功后,丑通过不断积累资本、购买先进机

器,建立起椅子工厂,并继续用4银元日薪扩招工人。由于

椅子产量剧增、价格暴跌,由过去每把1银元跌到每把0.2
银元,丙、丁等“个体户”每天劳动换不回1银元,无法生存,

便只能破产。破产了的丙、丁,又只能申请到丑的工厂打

工,与甲、乙抢饭碗。像实物商品过剩只能降价倾销一样,

劳动商品过剩时,“自由得一无所有”(马克思语)的工人,为
了生计,也只能降价倾销,接受丑苛刻的工资条件,譬如3
银元甚至2银元的日薪。资本剥削劳动的现象便由此产

生了。

所谓资本剥削,是指“在市场经济中,雇主利用其资本

权力的优势地位,对雇员劳动的无偿或低偿占有”。这里的

“无偿”或“低偿”,分别对应于资本对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

剩余价值的剥削。马克思对“绝对剩余价值”的论述绝对正

确。绝对剩余价值,是资本家违反劳动契约,用违法增加劳

动时间、劳动强度获得的剩余价值。譬如,丑让甲乙工作14
小时,却只支付12小时工资,就属剥削绝对剩余价值。此

种剥削非法缺德,性质明确,无须多论。马克思对“相对剩

余价值”的论断,存有严重缺憾;其缺憾在于,他把资本合理

获取的盈余价值,如上例中丑的4银元也归于相对剩余价

值了。随着工厂生产效率提高、超质劳动水平提升、工人获

酬相对增加,丑的合理盈利相对增加,这也是合理的。但

是,如果丑的日盈利达到100~200银元,甲、乙的日薪却降

低到3~2银元,在这种情况下,丑的超额获利便属于剥削

相对剩余价值了。道理很简单:工人是工厂超质劳动的实

践者,理应从超质劳动所增创价值中获得增量报酬;如果报

酬不仅不能随工厂生产力水平提高而提高反而被降低,工
人便必然遭到资本家的剥削了。

须强调指出的是,欧美国家早、中期资本主义残酷剥削

工人劳动的事实,是不以马克思剥削理论是否存在、是否科

学为转移的。狄更斯、雨果等作家对当时“悲惨世界”的生

动描写,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工人阶级悲惨命运的记录,

今天读来,都依然让人震撼、令人愤慨。如果没有资本的残

酷剥削,过去靠手工劳动尚可体面生存的雇佣工人,怎么会

陷入相对、绝对贫困生存境地,甚至连睡眠、呼吸等维系生

命的基本人权都丧失了呢? 马克思主义诞生并不是偶然

的。正是工人阶级的这种悲惨险恶处境,激起了马克思的

人道义愤;马克思主义是彻底的人道主义、闪烁着普世价值

光辉的思想;早期自由主义标榜的“人权”、“自由”,恰恰是

伪普世价值的。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怎样消除剥削

毋庸讳言,中国的市场经济同样存在资本剥削劳动现

象。最直接证据是:从1980年代算起,许多民企、外企、甚
至国企中的农民工工资10年、20年基本不动,即便稍有增

长,若考虑到物价因素,却仍是“负增长”。至于被拖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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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同工不同酬”的现象,在农民工身上更是普遍存在。一

些跨国公司在中国开设血汗工厂、践踏人道准则的做法,更
让国内外舆论哗然。由此造成的后果是,许多农民工进城

打工20~30年,却仍不能在城市体面地定居生存。这表

明,农民工工资有时还在马克思的“必要劳动”价值水平之

下。因此,揭露、批判、消除资本剥削现象,是我们“坚持社

会主义方向不动摇”所必须采取的举措。

一直以来,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既反对马克思的剥削理

论,更反对政府消除剥削的措施。他们认为,雇佣劳动价格

是建立在工人“自由”、“平等”交换基础上的,劳动过剩,工
资自然就低,这符合市场经济规范,不该被干预。但这种自

由主义理论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劳动是商品,但劳动者却

不是商品,他们也是大写的“人”。当牛奶过剩时,商人可把

奶牛处理掉,但劳动过剩时,失业工人却依然要生存。相对

市场经济规范而言,人道价值原则既是现代社会普世规范,

也是规范市场规范的“元规范”。因此,就像市场交换原则,

不适用于毒品、伪钞、一切危害人类社会安全的“商品”一
样,市场“自由”交易规范也绝不能成为资本剥削劳动的合

法性理由。

实际上,西方社会的历史已经证明,遏止剥削也是市场

经济健康运行的内生性要求。市场经济,本质上是共生双

赢经济。资本要最大化盈利,最终要靠市场、靠工人阶级消

费;工人阶级日益相对与绝对贫困化的结果,必然导致需求

萎缩,使市场因严重消费不足陷入萧条或危机、使资本主义

社会陷入瘫痪并演变成政治危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

运动,就是因此从资本主义母体中裂变出来的。正是马克

思的理论和世界经济危机,教育和教训了资本主义国家,使
他们变得聪明起来,不断通过社会福利法、最低工资法、工
会法等法治手段来遏制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冲动。这也是今

天西方国家在资本主义体制下依然发达的重要内因。当

然,他们为此已经付出了异常惨重的历史代价!

尽管相对西方国家百年血腥阶级斗争史而言,中国为

市场经济发展所付出的代价要小得多。但因经典理论的束

缚,消除剥削与坚持市场经济被视为两难选择,使我们难以

正视剥削存在的事实并及时出台有效遏止举措。上述论

证,使我们从理论上摆脱了这种困境,而发达国家的经验证

明,遏制剥削,实现劳资双赢,不仅不会损害反而有利于促

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彻底消

除资本剥削为特征、均衡协调发展、实现社会公平的市场经

济,更应理直气壮地否定剥削,从而彻底解决“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依然姓“社”的问题。

那么,具体应采取那些措施呢? 一是制定并严格监督

实施《劳动法》、《最低工资法》等法律,强制性地维护工人的

合理权益;二是各级工会应支持工人组织起来,集体与资方

进行工资谈判;三是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失业工人

能体面生存,避免被“饥饿的鞭子”驱使接受超低工资;四是

发挥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通过舆论宣传,营造“雇工有功、

剥削可耻”的社会氛围,高调奖励那些合法经营、勤劳致富、

有社会良知的企业家。最后一条措施特别值得重视,彻底

消除“雇工等于剥削”的“原罪感”,对形成有利于资本投入、

有利于资本家创业的环境,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疑

具有非常重大的实践意义。

五、结语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内容非常丰富,既有

科学内容,也有内在缺憾。本文省略了具体论证、阐释过

程,难免有欠周延。有关详尽论述,请参阅笔者近3年来陆

续发表于《社会科学论坛》的论文(已发8篇:《试论雇佣劳

动与剥削的非必然关联》、《消除剥削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本质要求》、《资本剥削现象生成原因与剩余价值理论重

构》、《论资本获取相对盈余价值的手段与规律》、《马克思的

剥削与剩余价值理论解构》、《“可变资本”、“不变资本”重组

与重释》、《解构马克思的资本有机构成理论》、《从马克思观

点论及资本家的劳动、监督与剥削行为》;有关“超质劳动”

的论述,请参阅笔者发表于《河北学刊》2009年第4期《论
“超质劳动”及其倍增价值创造》一文。因拙论涉及的问题

理论及实践意义皆非常重大,诚恳欢迎大家对其中的错误

给予批判指正。
(责任编辑:陈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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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Hiredlabordoesnotnecessarilycontainexploitation,butitdoesnotmeanthatthereisno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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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tionisnotthenatureofhiredlabor,whichmeansthatcapitalcanaccumulatewithoutexplo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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