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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贡献分配论

龙 斌
(吉首大学财务处, 湖南 吉首 416000)

摘 要:按贡献分配就是将劳动与其他非劳动因素统一于生产要素, 根据各生产要素的社会贡献来进行分配. 这一分

配原则既是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重大突破和创新, 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的新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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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继续 推进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 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

度,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 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 是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重

大突破和创新,是对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的新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按贡献分配是对马克思分配理论的新发展

近年来我国在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过程中,部分人对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认识明显存在着两大误区:一是认为既

然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就是说生产要素创造了价值,甚至提出了所谓的 生产要素价值论 ,并且说马克思的劳动价

值论已经过时.二是在承认非公有制经济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又一再强调非劳动收入就是剥削 .这两种观点的根

本错误在于把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这两个不同的概念等同了起来. 实际上, 在马克思的分配理论中, 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

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劳动价值论强调的是: 活劳动(主要是工人提供的)才是价值创造的唯一源泉, 而价值分配则取决

于社会生产方式以及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 才使得在分配领域, 并

非按各生产要素的贡献来进行价值分配,从而揭示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

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在马克思的研究中, 创造价值的劳动主要是指生产性劳动,对当代世界包括社会主义的劳动形

式、内容等发生的深刻变化没有预料. 实际上,在当代的生产劳动过程中,技术和科学管理也是价值创造的重要源泉.因此,要

深化对社会主义分配理论的认识,我们首先必须坚持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本观点.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 坚持劳动创造价

值并不是说没有创造价值的资本等生产要素就不重要,实际上资本等生产要素是创造价值与财富必不可少的条件, 离开它

们, 创造价值的活动也无法展开.因此, 在社会主义社会,合理的分配制度必须依据各生产要素在创造价值和使用价值的过程

中的不同贡献参与到收入分配中,这是生产要素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也是合理利用生产要素有效配置资源的需要.

在这里,非劳动的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所取得的收入并不是资本主义意义上的剥削. 因为剥削是无偿占有他人的

劳动成果以及他人生产要素所做的贡献.在社会主义社会,虽然存在着个体私营经济, 但个体私营经济对他人劳动成果和

他人生产要素所做贡献的占有是有限的,因为国家通过政策、法规等规范着个体私营经济的经营活动 ,并通过税收等杠杆,

有力地调节着个体私营经济的获利空间,并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 非劳动的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

配所取得的收入与资本主义的剥削有着本质的区别.

2 按贡献分配的原则是进一步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
首先,各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是现阶段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根据马克思关于分配关系是生产

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生产关系最终决定于生产力的基本原理,实行什么样的分配制度最终取决于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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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也就是取决于这种分配制度是否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在创造社会财富的过程中, 劳动力、生产资料、科学技术和

管理等都是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劳动力是社会财富创造中最积极、最活跃和具有决定性的要素;生产资料是创造社会财

富的基本物质条件;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在创造社会财富中的巨大作用日益凸显; 管理作为复杂劳动的一种特殊形式,

在协作劳动和现代化生产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既然各种生产要素在创造社会财富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

作用, 那么,现阶段, 我国确立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就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只有确立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

分配的原则,才有利于最大限度的利用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其次,各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是生产要素所有权的客观要求.生产要素在社会财富生产和价值创造中的重

要性以及它们的普遍稀缺性,导致了人们占有生产要素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从而形成了生产要素的所有权. 生产要素所有

权不仅决定了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而且也与之共同决定了分配制度.我国现阶段存在着多种生产要素所有

制,这在客观上要求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最后,各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资源合理配置的客观要求. 现阶段, 由于改

革的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益趋于完善, 市场经济的最大优势就在于能促进稀缺资源的合理配置, 以谋求利益

的最大化.实行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有利于调动各方面因素的积极性,以创造出丰富的物质财富.

3 贯彻按贡献分配原则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首先,既然确立了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这就必然涉及到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的计量问题. 关于这一问

题存在着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 通过要素股权化方式, 并将要素股权化与要素市场化相结合, 可以解决生产要素贡献的

计量问题.另一种观点认为, 可以用西方经济学的边际生产率分配论作为衡量生产要素贡献的尺度. 这两种观点都有其合

理性,但究竟哪种方法适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有待于我们结合实践进一步探索研究 .

其次,土地、自然资源要素的价值及其在创造社会财富中的贡献不能被忽视. 土地和自然资源这两类最宝贵的生产要

素在我国国有资产的统计中根本没有数据,而是分布在各个企业内,土地、自然资源要素事实上在参与分配, 但是没有单独

计帐, 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收入分配的差距. 因此,我们在贯彻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时, 土地、自然资源要

素的价值及其对创造社会财富的贡献应该给与足够的重视.

再次,贯彻按贡献分配的原则时, 既要保护生产要素所有者的合法收入, 又要防止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由于生产要

素按贡献分配是在初次分配领域,这必然会造成收入差距问题,而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 因

此,在再分配领域, 国家要发挥宏观调控的职能,充分发挥财税制度的作用,健全税收法制, 强化税收征管, 完善社会保障制

度,以期全社会都受益于这一分配原则.

综上所述,贯彻按贡献分配的原则, 一方面能够刺激资本积累, 加速科技、管理、信息等生产要素的资本化,并提高它们

的利用率、贡献率和收益率, 有利于效率优先、部分先富和清除平均主义. 另一方面在观念上, 能启迪人们重新审视和正确

评价 剥削论 和 两极分化论 .当然, 按贡献分配不是全部贡献归己、而是经过社会扣除的分配; 不是取消而是更加提倡奉

献精神;不是完全让 无形的手 自发分配, 而是更加强化政府宏观调控, 注重公平和效率,力保共富的分配.

参考文献:

[ 1] 钱进明.公平分配 [ 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4.

[ 2] 蔡继明.论非劳动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价值基础 [ J] .经济研究, 2001, ( 12) : 27- 32.

[ 3] 罗杰群.浅谈按贡献分配 [ J] .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01, ( 4) : 15- 17.

On the Theory of Distribution According to Contribution

LONG 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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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abor and other non- labor factors make up the essential factors of production. It is a great breakthrough

and creation in the distribut ion rules in China to distribute according to the contribution of each essential factors to the

societ, as well as a great development of Maxist distribution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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