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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马克思提出的在社会主义国家重建个人所有制不同理解中, 企业诸生产要素(包括人力资本)按各自

实际贡献分享收益是比较合理的解释,即建立区别于单一公有制的、基于绝大多数人的个人所有制以代替少数

人所有的物质资本侵占人力资本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但是, 科学界定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贡献率一直

以来都是难以圆满解决的问题。可建立一种不同资本所有者的企业追加物质资本收益率报价竞争机制 ,以规

避人力资本的外在测评困难、监督成本高等难题, 逐步降低直至消除物质资本对人力资本的侵占,辅以完善的

社会保障制度, 最终实现马克思提出的个人所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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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克思个人所有制的提出和现代人

力资本理论的要点

(一)马克思个人所有制理论的原始表述

在19 世纪 30 年代提出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传

统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马克思于 60 年代在 资本论

中又提出了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

式,从而资本主义私有制, 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

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

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之否定。这种否

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 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

础上,也就是说, 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

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 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 1] (P832)。

而在 1861- 1863 年经济学手稿 中已经指出 资本主义所

有制只有通过将其改造为非孤立的单个人的所有制, 也就

是改造成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所有制,才能消灭 。

但此后马克思并没有进一步阐释个人所有制, 从而造

成理论界对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形式的个人所有制的混乱

理解。马克思的简要理论陈述和世界上社会主义国家对各

自发展道路的不断调整引发了对该理论的积极探索; 也正

是由于马克思原始表述的简要, 进而造成了目前学界不能

互相说服的争论。在世界范围内已经经历的社会主义建设

实践中亦无例可考。

(二)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要点

现代人力资本的理论先驱为美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

得者舒尔茨[ 4] (P36)。而在实践上,主要基于发达资本主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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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全球化, 世界经济在 20 世纪 80 年代

中期以后,资本的内涵和特征正在分别从私人资本、实体资

本、物质资本向社会资本、虚拟资本、人力资本演进[2] , 人力

资本正在成为企业的核心资本。现在 ,西方国家不仅在理

论上承认了人力资本, 而且在制度上认可和体现了人力资

本。在不危及私有制的前提下, 资本主义制度正在进行着

自我改良与调节。人力资本和货币等物质资本是处于同一

层面上的资本,平等地拥有其相应资本的所有权、对企业的

控制权与剩余分配权。

人力资本是由于人力投资(正规教育、在职培训及 干

中学 等)而形成的人的、依附于人体的特殊实践操作技能、

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等抽象能力, 在一个相当大的投资额

度内具有边际报酬递增的特点[4] (P408- 409)。人力资本具有依

附性、抽象性、多元性、可变性、作用发挥的不确定性和监督

成本高等特征, 事先外在测评非常困难。与普通的物质资

本所有者一样,人力资本所有者也寻求其特殊资本所有权

的经济实现。如现代内生增长理论的创始人罗伯特 卢卡

斯、保罗 罗默通过实证研究得出: 一个人的人力资本存量

越高,其适应新环境、操作复杂设备和学习新技术的能力就

越强[ 3] (P265- 266) , 从而突破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边际报酬递

减结论, 寻找到了经济不断增长的源泉。内生增长理论也

部分地取代了新古典增长理论, 成为发达国家制定宏观经

济规划、调控社会经济长远发展的理论依据。

二、相关理论研究的评述与概念界定

(一)继承与发展下的马克思主义个人所有制内涵

目前国内在理论界关于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各种

理解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生活资料个人所有制、生产资料

个人所有制(实质上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以及完全的公有制

等[5]。但是, 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生活资料的直接统一分

配设想否定了生活资料个人所有制的理解; 社会主义制度

终将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伟大推论无疑否定了生产资料个

人所有制的解释;而马克思将公有制与个人所有制相提并

论同样证明了完全公有制猜测同样是不正确的。

本人同样认为,归根结底, 任何一种理论主张本质上都

是一种研究方法,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面便是在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为大多数人谋福利。建设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和效率优先与兼顾公平

(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价值取向是我国目前继

承与发展马克思个人所有制的重要理论依据, 而普遍的劳

动者受教育水平低、整体的生产力水平不高、收入差距逐渐

拉大前提下实现社会和谐、实现国际赶超则是基本的实践

依据。为了保护物质要素投资者的积极性, 不应当采用直

接剥夺的方式,而为了实现长期效率, 人力资本则必须取得

相应的地位。

本文将马克思个人所有制界定为在社会主义国家所有

的个人依据各自投入生产要素(即马克思所言的共同占有

对象 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对产出做出的收益贡

献份额获得相应的报酬, 即建立在绝大多数人要素合理收

入基础上的个人所有。用这种个人所有制来解决第一层次

分配问题, 以维护不同要素所有者的利益公正,充分调动各

自积极性 ,突出效率的优先地位。注意, 从马克思学说的逻

辑结构来看, 私人所有 的实际含义是 少数人 , 资本主

义正是因为少数人垄断了生产资料甚至垄断了政权, 剥削

才因此成为可能。否定 私有制 后建立的 公有制 , 也必

须是一种 个人所有制 , 其区别仅仅在于, 前者是 少数人

所有 即资本家所有, 而后者是 多数人所有 。因此, 马克

思个人所有制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存在根本区别, 当然也有

别于更高级别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二)我国企业人力资本的概念界定与历史演进

出于各自的理论主张和研究需要, 学者们对人力资本

存在不同的界定, 如认为所有劳动者都具有人力资本、只有

接受了中等教育水平以上的人才拥有人力资本(后者可进

一步细分为技术创新型与管理型)。根据魏杰等人力资本

专家的观点, 企业的技术创新人员、经营管理人员、战略管

理委员会、独立董事应为企业相关的人力资本,和货币等物

质资本是处于同一层面上的资本[6]。

鉴于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特殊性, 即存在结构性供

求偏差 绝大多数普通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低、具有同质

性、供过于求(替代成本低 )而高级熟练工人、技术创新人

员、高级管理人员供不应求, 本文主要讨论高级技术应用与

创新人员及职业经理人员投入企业的特殊人力资本, 即将

人力资本所有者界定为接受了中等教育水平以上的劳动

者。显然人力资本不同于传统的国有企业当中国家行政部

门指派的厂长经理,同样, 人力资本亦区别于人力资源。人

力资本必须是人力资源中具备一定条件、能够进入企业的

人力资本相关工作岗位方才转化为人力资本。

正在进行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理所当然地在经济技术方面与发

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着社会化大生产方面的共同之

处, 实现人力资本的有效激励对我国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

展影响深刻而久远。此前我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实行低工

资、高积累、高福利的统一分配制度, 存在着总体上个人收

入偏低与平均化, 未能按照诸生产要素的投入数量、质量与

实际贡献进行差别分配; 而目前国内总体上依然只承认物

质资本, 技术入股刚刚开始, 人力资本产权几乎完全得不到

承认, 仍然是一种见物不见人的产权制度, 甚至在高科技企

业当中同样如此就更不合理, 个别年薪制企业处于不规范

的摸索阶段。改革开放前后对人力资本处置的共同之处还

在于注重人力资本所有者进入相关岗位之前的评价, 所有

者一旦进入相关岗位,由于制度刚性(只能上而不能下) ,对

其事后作用发挥的有效监督几乎不存在, 受道德风险的激

励, 所有者的理性选择将是把投入降低到最低限度。相对

于总量较大但终究有限的自然物质资源和总体低下的生产

力水平, 我国人口过多而素质雷同且普遍偏低从而就业压

力过大的特殊国情, 在客观上造成物质资本侵占人力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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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尤其是我国处于渐进式加入WTO、国际竞争尚不十分

剧烈的条件下[6]。

三、重建我国企业个人所有制的人力资

本产权建议

(一)企业所有权的确定

国家应通过加大公共教育投入和贫困生资助力度以保

障尽可能多的人进入劳动就业市场以前积累够必要的人力

资本, 以实现不同出身社会成员的起点公平。假定企业中

只有所有者本人对其人力资本拥有完全信息, 创建之初存

在物质资本侵占人力资本的现象, 人力资本不明确拥有其

人力资本产权。但是, 可以通过企业的制度创新间接实现

人力资本所有权, 即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所有者签订合约

组建企业时约定, 在接下来由于消耗、折旧和扩大再生产等

需要追加物质资本投入时 (企业收益完全分配而不直接转

化为投资) ,由两种资本所有者对新增物质资本收益率进行

报价竞争, 规定在报价相同以及人力资本所有者报价较低

时由人力资本所有者从个人储蓄或资本市场筹措后优先投

入。由于此时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报价必然会低于物质资本

所有者, 因此随着物质资本的不断消耗(包括一次性消耗、

折旧等价值转移)和可能进行的扩大再生产, 人力资本所有

者拥有企业物质资本的比例不断上升, 人力资本所有者便

能够逐渐控制企业的物质资本所有权即传统意义上的所有

权。实现间接产权的企业人力资本所有权途径可以通过以

下概念流程模型显示。

注 1.第 i期追加物质资本前企业存在物质资本侵占人力资本现象; 2. CM、CH 分别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所有者投入企业的

物质本量, RN , RH 为相应的物质资本报酬率。

(二)企业控制权的变化与企业成员的收益分配决定

随着人力资本握有企业物质资本的绝对数量和相对份

额的不断增加即传统的由物质资本出资额决定的所有权地

位上升,而所有权决定控制权(同股同权) , 单纯的物质资本

所有者对企业的控制地位相对下降, 逐步将其控制权让位

给人力资本 ,从而间接实现人力资本对于企业应有的控制

权,即直接控制着企业的重大战略决策和日常生产经营,进

而最终决定各种投入的所有收益分配。

在企业销售总收益中, 普通劳动力的工资根据竞争性

市场价格预先扣除, 人力资本所有者的固定收入根据合约

扣除, 余下部分根据物质资本出资额在其两类所有者之间

进行平均分配,其中当然包括补偿和剩余分配(可能出现亏

损)。毫无疑问地, 在第一层次收入分配中强调效率、强调

过程公正必然会产生收入差距会有所拉大的问题, 这是必

须付出的代价。

但是,如果这种差距超出一定限度, 达到危及社会和国

家的安全与稳定时 ,就需要借助于不断完善的税收、社会保

障体系、调整与优化产业结构、国家与社会加大人力资本投

资力度以加快技术创新等其他配套措施逐步加以解决。通

过这种再分配可实现结果公平, 因此这种分配制度有别于

克拉克的要素边际生产力分配论, 是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

配的有机结合。

四、间接实现企业人力资本产权的可行

性及重建马克思个人所有制的重大意义

(一)间接实现企业人力资本产权的可行性

我国企业人力资本实践决定了实现人力资本产权的必

要性与紧迫性。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企业在企业资本的结构

性演进过程中实行人力资本产权制度的成功做法为我国企

业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不断深化的国有企业改革,

国有资本退出竞争性领域尤其是高科技领域提供了难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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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机(国有股权分置与国有股减持)。如果在竞争性领域的

国有企业中率先进行上述人力资本产权制度创新则必然会

大大提高人力资本的有效供给水平, 体现经济固有的内在

规律。而制度创新国有企业的成功一方面为其他企业实现

人力资本产权积累本土化成功经验, 另一方面在与其他企

业的竞争中必将获得争夺人力资本和经济效益的优势。因

此,在示范效应和市场竞争机制的共同作用下,更多企业实

现人力资本间接直至直接产权将成为必然。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受经验、技术(测评、监督)、心理调

整、市场条件(人力资本市场)等方面的约束,上述间接的人

力资本产权对策这一渐进对策是符合我国目前实际的优先

选择,实现激进式的直接人力资本产权的条件尚不具备。

(二)实现人力资本产权以重建马克思个人所有制的

意义

人力资本特殊性质造成其事先外在评价困难和签约后

效能监督的高成本, 而不同资本所有者对于物质资本则拥

有相对完全的信息。通过物质资本收益率杠杆, 间接建立

人力资本的自我评价机制与自我监督机制, 可以有效消除

不同资本所有者对于特定人力资本的信息不对称; 可以实

现企业产权结构合理、界定清晰与多元化; 达到兼顾不同资

本所有者利益公平与提高企业效率的目的, 使得不同资本

相融合而非对抗地生长,顺应企业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不

断提高投资效率。从长远看, 可以实现目前物质资本主导

的分配制度向按要素实际贡献合理分配收入的平稳过渡。

同时, 采用企业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所有者的企业追加物

质资本收益率报价竞争机制决定投入优先权归属, 在经济

技术上具有直观具体的特点,便于衡量与操作;对于人力资

本地位与作用的应有认可将改进我国的投资结构、积累更

多的人力资本, 缓解我国人口过多、资源紧缺和环境恶化

问题。

借此成功重建马克思提出的个人所有制这一社会主义

公有制, 从而证明社会主义不是世界历史中横生的枝节 ,它

是资本主义自己呼唤出来的代替者或继承者, 是资本主义

基本矛盾无法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得到根本解决的产

物。社会主义实践已经证明, 人类只有在利用和发展市场

经济条件下才能实现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 实现人民大众

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结果必将为社会

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取代资本主义准备日益成熟的社会历史

条件。我们既要坚定地相信 两个必然 ,同时又要牢记 两

个绝不会 ,从而得出 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与建设

社会主义必须利用资本主义 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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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mong the various interpretations to Marx s theory of rebuilding individual ownership in socialist countries,

the one that each productive factor gets revenue share according to its actual contribut ion to the enterprise is relatively

reasonable. In other words, an individual ownership based on the majority and different from the single public ownership

should be built to replace the capitalist private ownership, in which material capital of the minority embezzles human

capital of the majority.However, it has long been a problem to scientifically define the revenue ratio between material

capital and human capital. By establishing a mechanism, in which different capital owners compete in material capital

revenue ratio when it is invested in enterprises, by avoiding the difficulties in human capital measurement and superv-i

sion, and also by gradually reducing and even eliminating the misappropriat ion, and with the assistance of perfect social

insurance, it might be possible to realize Marx s individual own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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