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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按劳分配的几个理论问题

伍 新 木

近年来
,

经济体制的改革
,

工资制度的改革
、

工业
、

农业经济责任制的实行
,

都有利于

调整社会主义的分配关系
,

更好地贯彻按劳分配原则
。

但是
,

在实际中碰到 了许多矛盾和间

题
,

这些间题不仅是具体政策和方法问题
,

也涉及按劳分配的许多基本理论间题
。

本文试图

对按劳分配的几个理论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

一 关于按劳分配的客观必然性问题

多年来
,

我们把社会主义公有制
、

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低
、

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三大

差别的一般分析作为按劳分配客观必然性的依据
,

看来
,

这种认识方法有种种缺陷
,

因为
:

(1 ) 罗列几种经济条件和因素
,

无法说清楚它们各自的作用和各种条件之间的相互关系
。

把单个的经济条件 (所有制
、

生产力水平或三大差别 )分别说成是按劳分配存在的
“

经济前提
” 、

召
客观依据
” 、 “

物质基础
” 、 “

根本原因
” ,

这就割裂了生产方式作为一个整体的决定作用
。

生

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
,

把生产方式应该理解为一个整体才起决定作用
。

分析按劳分配的客观

必然性
,

应该把产生它的前提即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
,

分析社会主义的生

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也好
,

分析社会主义的劳动力所有制关系也好
,

分析其他经济条件也好
,

都应该从构成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整体角度来分析
。

(2 ) 用公有制或生产力水平直接说明按劳分配的客观必然性
,

是出于对马克思
、

恩格斯

两句话的误解
。

“

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
,

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
。 ” ① 马克思讲的是
“

生产

条件本身分配
” ,

而我们往往引用上面这段话之后
,

接着仅仅只分析生产资料公有制如何决定

了按劳分配
,

这样一跳跃
,

就把生产资料的分配完全等同于生产条件的分配了
。
应该看到

,

马克思接着详尽地从生产条件的两个方面
,

即物质的生产条件 (生产资料 )
、

人身的生产条件

(劳动力 )分析了生产方式的基础
。

生产条件的分配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
。

如果我们不分

析 人身的生产条件的分配
,

就 无 法 区 别 奴 隶 主 所 有 制

、

封 建 地 主 所 有 制

、

资 本 家 所 有 制 这 三

种 生 产 资 料 私 有 制 的 本 质 区 别

,

也 就 无 法 认 识 这 三 种 生 产 方 式 的 本 质 特 征

。

“

分 配 方 式 本 质 上 毕 竟 要 取 决 于 可 分 配 的 产 品 的 数 量

, ” ② 人 们 往 往 引 用 这 句 话 之 后 接 着

就 分 析 社 会 主 义 社 会 产 品 不 丰 富 如 何 直 接 决 定 了 按 劳 分 配
,

这 也 是 种 误 解

。

因 为 应 该 看 到

,

恩 格 斯 讲 的

“

产 品 的 数 量

”

是 指 社 会 生 产 力 水 平

,

同 时

,

更 应 该 注 意 到

,

恩 格 斯 接 着 讲 了

“
而 这

个 数 量 当 然 随 着 生 产 和 社 会 组 织 的 进 步 而 改 变

,

从 而 分 配 方 式 也 应 当 改 变

。 ” ⑧ 我 理 解 恩 格 斯

强 调 的 仍 然 是 生 产 方 式
,

是 生 产 方 式 对 分 配 方 式 的 决 定 作 用

。

有 的 同 志 认 为 在 社 会 主 义 条 件 下

,

劳 动 力 还 存 在 私 有
(或部 分私 有 ) 是按 劳分配具 有 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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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 为 在 资 本 主 义 和 让 会 卜 义 条 件 下

,

劳 动 力 都 几 有 私 有 性 皿

,

如 果 我 们 仅 汉 讲 劳 劝 力 所 有 制

,

不 讲 生 产 资 料 所 有 制

,

这 就 不 仪 无 法 说 明 两 种 劳 动 力 私 有 制 的 本 质 卜

.

训

,

也 址 法 说 明 资 本 l二

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分配方式的本质区别
。

生 产 条 件 的 分 配 既 包 含 物 质 的 生 产 条 犷 !
:

(
’

l:.产 资 料 )

的 分 配
,

也 包 含 人 身 的
’
l沪
`

条 件
《劳 动 力 )的 分配

,

这 两 种

’

!毛产条件并作是孤 认的起作川的经

济条件
,

而 是 紧 密 相 联

,

相 往 影 响 的

,

两 者 结 合 起 来

,

构 成 完 橄 的 生 产 方 式

。

所 以

,

孤 立 地

川 某 一 种 经 济 条 件 说 明 按 劳 分 配 的 客 观 必 然 性 都 楚 片 lflI 的
。

认 识 按 劳 分 配 客 观 必 然 性 的 正 确 方 法

,

应 该 是 把 生 产 方 式 作 为 一 个 整 体 来 分 析

,

拍 转 生

产 方 式 决 定 分 配 方 式 这 一 认 识 路 线

,

分 析 现 实 的

’
!屯产方式

,

这 样

, “

我 们 就 可 以 确 实 地 推 断 这

个 社 会 中 占 支 配 地 位 的 分 配 方 式

” 。

社 会 主 义 公 有 制 决 定 了 劳 动 者 必 须 在 社 会 或 集 体 范 围 内 组 织 起 来

,

共 l司使 用他 们 的生产

资料
,

个 人 已 不 是 独 立 的 生 产 者

,

没 有 个 人 的 产

.
钻

,

他 们 都 把 自 己 的 劳 动 力 作 为 社 会 或 集 体

的 劳 动 力 来 使 用

,

成 为 社 会 或 集 体 的 总 劳 动 力 的 一 个 器 官 发 挥 作 用

,

即 劳 动 具 有 不 同 程 度 的

直 接 社 会 性

。

这 也 就 决 定 了 产 品 必 须 归 劳 动 者 共 同 占 有

,

并 按 照 他 们 共 同 利 益 的 原 则 在 他 们

中 间 进 行 分 配

。

社 会 主 义 革 命 结 束 了 生 产 资 料 的 资 本 主 义 私 有 制

,

因 而 也 就 结 束 了 劳 动 力 的 他 人 私 有 制

,

但 是

,

却 不 可 避 免 地 保 留 了 劳 动 力 的 部 分 本 人 私 有 制

。

在 社 会 主 义 条 件 下

,

劳 动 力 的 部 分 本

人 私 有 对 生 产 要 素 的 结 合

、

对 劳 动 的 性 质 产 生 了 一 系 列 的 影 响

。

劳 动 者 成 了 矛 盾 的 统 一 体

,

他 既 是 生 产 资 料 的 所 有 者

,

又 是 劳 动 力 的 部 分 所 有 者
,
他 既 是 劳 动 者

,

也 是 管 理 者

,

现 阶 段

是 间 接 的 管 理 者

,

管 理 的 监 督 者

。

劳 动 也 表 现 为 矛 盾 的 统 一 体

,

劳 动 既 具 有 直 接 社 会 性 的 一

面

,

又 具 有 私 人 性 的 一 面
,
劳 动 既 是 为 社 会 的

,

又 是 为 自 己 的
,
劳 动 已 不 是 奴 役 人 的 手 段

,

而 是 解 放 人 的 手 段 和 人 们 谋 生 手 段 的 统 一

。

因 而 劳 动 者 必 然 把 先 天 的 条 件 (天斌 特权 )和 后 天

的能力及优 越 的条件 (如果 这 种能力和条 件是 由 自
.

己
或 家 庭

再 生
产

出
来 的

)视 为 自己拥有 的特

权
,

要 求 等 量 地 交 换 劳 动

,

建 立 劳 动 平 等

,

报 酬 平 等 的 关 系

。

由 此 可 见

,

按 劳 分 配 实 质 上 是

劳 动 者 的 不 等 的 个 人 的 劳 动 能 力 在 经 济 利 益 上 的 实 现

。

是 不 是 一 提 劳 动 力 私 有

,

劳 动 力 就 成 了 商 品 呢 ? 不 会
。

劳 动 力 商 品 化 是 劳 动 力 由 本 人 私

有 变 为 他 人 私 有

。

劳 动 力 本 人 私 有 变 为 他 人 私 有 是 与 一 定 的 经 济 条 件 相 联 系 的

,

即 劳 动 者 与

生 产 资 料 相 分 离

,

劳 动 者 失 去 了 任 何 生 产 资 料

。

但 是

,

在 社 会 主 义 条 件 下

,

由 于 生 产 资 料 公

有 制 的 存 在

,
.

劳 动 者 具 有 双 重 的 身
份

,

即 劳 动 者 既 是 劳 动 力 的 所 有 者

,

又 是 生 产 资 料 的 所 有

者

,

这 就 使 劳 动 者 完 全 不 必 通 过 出 卖 自 己 所 有 的 劳 动 力 而 和 生 产 资 料 结 合

,

因 此 劳 动 力 完 全

失 去 了 成 为 商 品 的 经 济 条 件

。

综 上 所 述

,

公 有 的 生 产 资 料 和 部 分 本 人 私 有 的 劳 动 力 相 结 合

,

构 成 了 社 会 主 义 生 产 方 式

的 基 础

,

这 种 生 产 方 式 决 定 了 社 会 主 义 的 分 配 方 式

“

不 可 避 免 地

” 、 “

自 然 而 然 地

”

是 按 劳 分

配

。

重 新 探 讨 按 劳 分 配 的 客 观 必 然 性 有 何 现 实 意 义 呢
?

(1 ) 有利 于我 们确 立调整 分 配关系
、

改 革 工 资 制 度 的 思 想 路 线 和 思 想 方 法

。

即 应 该 沿 着

生 产 方 式 决 定 分 配 方 式 的 思 想 路 线 去 探 索 改 革 的 方 向

。

因 此

,

在 指 导 思 想 上 应 该 明 确

:

生 产

方 式 的 调 整 决 定 分 配 方 式 的 调 整

,

分 配 方 式 的 调 整 是 生 产 方 式 调 整 的 产 物 和 实 现

,

调 整 分 配

方 式 必 须 和 调 整 生 产 方 式 同 步 进 行

。



( 2) 要设 计具 体的分配 模式
,

也 必 须 循 着 生 产 方 式 决 定 分 配 方 式 的 认 识 路 线

。

经 济 改
革

之 后

,

工 资 制 度 是 什 么 样 子
? 只 有 首 先 分 析 改 革 后 生 产 关 系 的 具 体 模 式

,

分 析 改 革 后 所 有
林

结 构 的 具 体 模 式

,

这 才 能 进 而 推 断 出 由 此 决 定 的 分 配 方 式 的 具 体 模 式

,

确 定 按 劳 分 配 实 现 的

`

范 围 和 按 劳 分 配 的 具 体 形 式

,

而 决 不 是 相 反

。

近 年 来

,

在 探 讨 工 资 制 度 改 革 方 案 中

,
有 的 主

张 基 本 工 资 加 辅 助 工 资
,
有 的 主 张 保 证 工 资 加 浮 动 工 资

,
有 的 主 张
“

一 条 龙

”

统 一 的 工 资 等 级

_

制 度

,
有 的 主 张 国 家 只 控 制 工 资 基 金 总 额

。

这 些 改 革 方 案

,

有 一 个 共 同 的 缺 陷 是 离 开 了 生 产

-

方 式

,

离 开 了 生 产 关 系 的 具 体 模 式

,

而 孤 立 地 比 较 哪 个 方 案 正 确

、

合 理

、

完 美

。

这 种 种 主 张

,

现 象 上 是 分 配 方 案 的 不 同

,

实 际 上 是 各 自 设 计 的 生 产 关 系 的 具 体 模 式 上 的 差 异

。

考 茨 基 在 里

.

希 特 的 年 鉴 中 曾 这 样 讲
过

,

我 们 不 能 这 样 提 间

:

什 么 样 的 分 配 方 式 是 最 正 确 的 方 式
? 而 只 能

.

问

:

什 么 样 的 分 配 方 式 是 实 行 社 会 主 义 生 产 方 式 的 自 然 而 然 的 结 果
? 我 们 也 还 可 以这 样 加 风

一 句
: “

什 么 样 的 工 资 改 革 方 案 是 所 有 制 改 革

、

体 制 改 革 自 然 而 然 的 结 果
?
”

二 按 劳 分
配 究 竟 按 什
么
劳

按 劳 分 配 既 然 以 劳 动 为 尺 度

,

那 么

,

研 究 劳 动 的 社 会 属 性 和 自 然 属 性

,

确 定 作 为 按 劳 分

,

配
量

度 对 象
的

劳 动

,

就 特 别 重 要 了

。

在 社 会 主 义 社 会 的 不 同 发 展 阶 段

,

作 为 按 劳 分 配 量 度 对

一

象 的 劳 动 的 社 会 属 性 和 自 然 属 性 是 很 不 相 同 的

。

在 马 克 思 讲 的 典 型 的 社 会 主 义 社 会

,

按 劳 分 配 的 特 点 是
( 1) 分配 的主体是 社会

,

对 象 是

-

个 人

,

中 间 未 插 入 任 何 中 间 环 节

,

如 地 方

、

企 业

、

集 体 等

。

( 2) 社 会可 以直 接地通过 简单换
二

算来 计量劳 动者 的个人 劳动
。

(3 ) 按社会 平均 劳动量计量 劳 动者 的个人 劳动
。

在 不 完 全 成 熟 的 社 会 主 义 社 会

,

在 现 阶 段

,

作 为 按 劳 分 配 对 象 的 劳 动

,

它 的 社 会 属 性 和

自 然 属 性 有 自 己 的 特 点 和 新 的 规 定 性

。

这 表 现 在

:

(1 ) 在 现阶段
,

按 劳 动 者 为 社 会 提 供 的 劳 动 量 分 配 个 人 消 费 品

,

这 里 指 的

“

为 社 会

”

不
一

定 是 指 为 全 社 会

,

可 以 是 指 为 部 门

、

为 企 业

、

为 集 体 提 供 劳 动

。

所 以

,

现 阶 段

,

按 劳 分 配 只

_

是 在
生

产 资
料 公

有 制 的
同

一 经 济 体 范 围 内 得 到
初

步 实
现

。

(2 ) 在 现阶段
,

还 存 在 非 社 会 主 义 生 产 体 系 的 情 况 下

,

劳 动 者 在 社 会 主 义 生 产 体 系 中 进

-

行 的 劳 动 才 可 作 为 按 劳 分 配 的 依 据

。

(3 ) 作 为观念 上的劳动
,

劳 动 有 两 种 时 态

,

即 过 去 时

,

现 在 时

。

过 去 时 表 现 为 工 令

。

如

、

果 把 过 去 的 劳 动 也 作 为 分 配 的 依 据

,

就 会 出 现 一 劳 多 酬 和 重 复 报 酬

。

如 果 工 令 与 劳 动 能 力 的

积 累

,

与 劳 动 者 的 经 验

、

技 术 的 积 累

,

熟 练 程 度 的 提 高 相 一 致

,

工 令 才 是 有 实 际 意 义 的

。

现

_

在 时
的

劳 动 是 按 劳
分

配 的 依 据

。

现 在 时 的 时 间 概 念 应 与 劳 动 报 酬 周 期 一 致

。

如 果 实 行 月 奖 则

要 求 计 量 劳 动 者 一 月 的 超 额 劳 动

。

如 果 三 年 调 一 次 工 资

,

则 要 求 考 核 劳 动 者 三 年 内 实 际 支 出

的 劳 动 的 质 量 和 数 量 是 否 有 稳 定 的 提 高

。

(4 ) 劳 动有三 种形态
。

潜 在 的 形 态

,

是 劳 动 者 自 身

,

是 劳 动 的 蓄 电 池

,

即 劳 动 能 力
,

凝

固 的 形 态
,

是 劳 动 的 存 在 形 态

,

物 化 形 态

,

即 劳 动 的 结 晶

,

劳 动 成 果
,
流 动 的 形 态

,

是 劳 动

者 劳 动 的 实 际 支 出

,

是 劳 动 自 身

,

它 含 有 决 定 劳 动 质 和 量 的 全 部 因 素

,

它 是 量 度 劳 动 的 最 真

实

、

最 准 确 的 对 象

。

流 动 形 态 的 劳 动 应 该 是 作 为 按 劳 分 配 对 象 的 理 论 依 据

。

但 是

,

现 在 还 没

有 象 水 表 和 电 表 一 样 精 确 的 测 力 器 来 计 量 流 动 形 态 的 劳 动

,

因 此

,

当 潜 在 的 劳 动 或 物 化 的 劳

动 与 劳 动 的 实 际 支 出 相 一 致 时

,

在 实 际 工 作 中

,

劳 动 者 的 劳 动 能 力 或 劳 动 成 果 也 可 以 作 为
樵

劳 分 配 的 依 据

,

如 技 术 等 级 工 资

、

计 件 工 资

。

这 里

, “

相 一 致

”

这 个 前 提 很 重 要

。

正 因 为 劳
如



,
j实 际劳 动支 出 往往 不一致

,

所 以 未!
·

时 等
级 :1’. 资必须耍奖金等形式来补充 .

正 俐 为 劳 动 成

果 与 实 际 劳 动 支 出 往 往 也 不 一 致
,

所 以 实 行 计 件 工 资 和 经 济 安 任 侧 时

,

必 须 把 形 响 方 动 成 果

好 坏 中 的 生 产 条 件 优 劣 因 索 抽 象 掉

。

这 正 好 说 明 了 在 理 论 上 坚 持 以 劳 动 的 实 际 支 出 为 按 劳 分

r

配 的 依
据 是

很 宜
耍

的

。

(5 ) 既按 平均 的杜 会劳 动
,

也 按 社 会 必 要 劳 动

。

一 方 面

,

社 会 主 义 公 有 侧 要 求 按 平 均 的

社 会 劳 动 计 t 劳动
。

现 阶 段

,

平 均 的 社 会 劳 动 t 主要是通过社会直接计划予以赛先确定的
,

即 科 学 的 平 均 的 合 理 的 劳 动 定 橄

。

这 种 个 人 劳 动 , 的确认
,

它 不 通 过 市 场 和 交 换

,

排 除 了 供

求 引 起 的 价 格

、

价 值 的 背 离

,

排 除 了 !:.I 产资料优劣引起 的个别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矛盾
。

所 以

.

现 阶 段 应 该 依 据 生 产 资 料 所 有 制 的 不 同 范 田 而 确 定 不 同 的 劳 动 定 倾 的 平 均 数

。

另 一 方 面

,

在

社 会 主 义 商 品 生 产 的 条 件 下

,

社 会 必 要 劳 动 也 是 计 t 劳动的依据之一
。

劳 动 的 计 t 虽然主要

本社会直接计划事先确定
,

同 时

,

也 还 浦 要 通 过 市 场

、

和 交 换

,

产 品 的 价 值 实 现 后

,

事 后 予

以 补 充 确 认

,

这 对 改 善 企 业 的 经 茜 竹 理 是 有 促 进 作 用 的

。

(6 ) 不仅 按个人 的劳 动
,

也 按 集 体 的 劳 动 作 为 按 劳 分 配 的 依 据

。

这 里 是 指 全 民 所 有 制 内

部

,

真 正 的 集 体 所 有 制 企 业 并 不 存 在 首 先 按 集 体 的 劳 动 的 问 题

。

蒋 一 苇 同 志 也 主 张 按 集 体 的

劳 动

,

但 我 不 同 意 他 所 持 的 理 由

,

他 认 为 在 社 会 化 的 生 产 中

,

个 人 劳 动 是 无 法 计 t 的
,

而 我

则 认 为 通 过 逐 级 严 格

、

科 学 的 经 济 核 算

,

通 过 实 行 各 种 形 式 的 贵 任 制

,

个 人 的 劳 动 是 可 以 计

胜 的

。

本 文 所 指 的 集 体 劳 动 与 蒋 一 苇 同 志 所 讲 的 集 体 劳 动 的 含 义 也 不 尽 相 同

。

他 认 为 应 该 按

集 体 的 劳 动 成 果

,

我 认 为

,

只 能 按 集 体 的 劳 动

。

马 克 思 设 想 的 未 来 社 会 的 分 配 关 系 只 有 社 会

和 个 人 两 级

,

社 会 只 需 少 数 人 管 理 国 民 经 济 这 部 大 机 器

,

并 能 不 通 过 迁 题 曲 折 的 办 法 直 接 t 度

个人的劳动 t
,

直 接 组 织 全 社 会 的 个 人 消 费 品 的 分 配

。

但 是

,

社 会 生 产 力 发 展 的 现 阶 段

,

客

观 上 要 求 企 业 是 生 产 的 直 接 指 挥 者

,

组 织 者

,

经 营 管 理 者

,

这 要 求 企 业 具 有 相 对 的 独 立 性

,

企 业 要 求 有 自 己 独 立 的 经 济 利 益

。

企 业 抽 入 社 会 与 劳 动 者 中 间

,

这 就 使 劳 动 者 的 物 质 利 益 不 仅

直 接 从 社 会 得 到 满 足

,

而 且 还 部 分 地 从 企 业 (集体 )得到 满足
。

现 阶 段

,

和 劳 动 者 个 体 一 样

,

企 业
(劳动 者 的集合体 )也 不是不 需要任何权 利规 范就 自觉 地 向社会 提供 集体劳 动 的

。

因 而

,

应 该 有 内 在 的 经 济 动 力 促 使 企 业 改 善 经 营 管 理

,

提 高 竞 争 能 力

,

取 得 最 好 的 经 济 效 果

,

使 企

业 成 为 一 个 新 陈 代 谢 力 强 的 生 命 力 旺 盛 的 活 细 胞

。

这 就 需 要 给 企 业 (集体 ) 以必要 的经 济利 益
。

按 什
么 标 准 给 企 业 以 利 益

? 给 多 少 ? 不能 按企业 规棋 的 大小
,

也 不 能 按 企 业 装 备 的 先 进 落 后

,

更 不 能 按 企 业 的 隶 属 关 系

,

只 能 以 企 业 的 集 体 劳 动 t 为依据
,

这 是 按 劳 分 配 在 社 会 主 义 现 阶

段 实 现 方 式 的 重 要 特 征

。

按 集 体 的 劳 动 t
,

并 不 等 于 按 集 体 的 劳 动 成 果

。

集 体 劳 动 成 果 的 大

小 受 客 观 生 产 条 件 的 优 劣 影 响 很 大

。

集 体 的 劳 动 量 主 要 是 指 企 业 主 观 努 力 的 程 度

。

集 体 的 劳

动 成 果 的 价 值 表 现 是 总 产 值

,

而 集 体 的 劳 动 蚤 的 价 值 表 现 是 净 产 值

,

是 劳 动 者 集 体 新 提 供 的

劳 动

。

一 个 企 业 的 集 体 劳 动 总 量
= N 个 劳 动 者 的 定 额 劳 动 分 量 的 总 和

+ N 个劳 动者 的超 定 额

劳动分 量的 总和
十
集 体协作所 产生 的劳动增 量

。

这 里 集 体 协 作 所 产 生 的 新 的 劳 动 增 量 不 同 于

马 克 思 讲 的 协 作 产 生 的 新 的 生 产 力

,

因 为 这 个 新 的 生 产 力 在 社 会 化 大 机 器 生 产 的 条 件 下

,

在

确 定 定 额 劳 动 量 时

,

已 经 考 虑 进 去 了

。

这 里 指 的 劳 动 增 量

,

仅 与 企 业 超 过 平 均 的 经 营 管 理 水

平 有 关

,

即 为 企 业 的 劳 动 组 织 的 进 一 步 合 理

,

劳 动 管 理 的 更 加 科 学

,

经 营 水 平 的 进 一 步 提 高

,

集 体 协 同 努 力 的 进 一 步 加 强 有 关

。

由 于 企 业 的 经 营 管 理 水 平 不 同

,

这 个 增 量 是 个 变 量

,

可 以

是 正 增 量

,

也 可 能 是 负 增 量

。

比 如

,

一 个 企 业 有 10 个工人
,

单 个 劳 动 者 的 定 额 劳 动 是 8 小

时
,

没 有 付 出 超 定 额 劳 动

,

如 果 企 业 在 平 均 的 管 理 水 平 条 件 下

,

则 这 个 企 业 的 集 体 劳 动 总 t



01 x s 小 时
+ 0 + O =80 小时
。

而 另 一 个 企 业

,

也 是 10 个工人
,

单 个 劳 动 者 的 定 额 劳 动

也 是
8 小 时

,

这 个 企 业 的 工 人 不 仅 完 成 了 定 额 劳 动

,

而 且 每 个 人 还 付 出 了 超 额 劳 动
1 小 时

,

但 是 由 于 这 个 企 业 的 经 营 管 理 水 平 低 于 平 均 水 平

,

或 因 产 供 销 脱 节

,

或 因 内 部 匀 衡 生 产 组 织 不

好

,

或 政 治 思 想 工 作 薄 弱

,

造 成 企 业 内 部 互 相 抵 消 的 因 素 多

,

无 效 协 作 多

,

无 效 劳 动 多

,

这

个 企 业 的 集 体 协 作 所 产 生 的 劳 动 增 量 是 个 负 数

,

假 定 是 负 20 小时
。

则 这 个 企 业 的 集 体 劳 动 总

量
= ( 1 0 x s 小 时 ) + ( 1 0 x i 小 时 ) + (一 2 0 小 时 ) = 70 小 时

。

有 另 外 一 些 企 业 则 有 相 反 的 情

形

,

这 是 常 见 的 事

。

所 以

,

我 们 在 全 民 所 有 制 范 围 内

,

部 分 地 按 集 体 的 劳 动 分 配 个 人 消 费 品

,

是 有 助 于 克 服 企 业 之 间 的 平 均 主 义 的

,

这 样 可 以 使 劳 动 者 更 加 共 同 关 心 集 体 的 劳 动 总 量

,

更

加 关 心 集 体 协 作 所 产 生 的 劳 动 增 量 而 重 视 集 体 内 部 的 有 效 协 作

。

三 劳
动 的 计 量 及 报
酬 形 式

劳 动 的 报 酬 形 式 完 全 取 决 于 劳 动 的 计 量 对 象 和 计 量 的 具 体 形 式

。

前 面 我 们 已 规 定 了 劳 动

的 计 量 对 象

,

现 在 的 关 键 是 如 何 具 体 量 度 劳 动

。

具 体 的 劳 动 是 千 差 万 别 的

,

只 有 纯 粹 量 的 差

别 的 劳 动 才 可 以 使 用 统 一 的 尺 度

,

只 有 同 质 的 劳 动 才 可 以 作 量 的 比 较

。

劳 动 的 同 一 性 是 指 劳

动 者 的 脑 力 和 体 力 的 支 出

。

一 般 的 脑 力 和 体 力 支 出 如 何 量 度 呢
? 是 否 可 以探 讨

,

先 确 定 影 响

劳 动 者 实 际 支 出 劳 动 的 质 和 量 的 全 部 因 素

。

如 实 际 支 出 劳 动 的 自 然 时 间 的 长 短

,

这 是 劳 动 的

外 延 量
;
劳 动 强 度 的 大 小

,

劳 动 的 熟 练 程 度

,

劳 动 的 简 单 复 杂 程 度

,

这 是 劳 动 的 内 含 量

。

同

质 和 不 同 质 是 个 相 对 的 概 念

,

我 们 可 以 将 影 响 劳 动 的 质 和 量 的 诸 因 素 先 视 为 同 质 的 劳 动

,

分

别 进 行 量 度

,

然 后 再 进 一 步 地 抽 象

,

换 算 为 全 部 同 质 的 劳 动

。

(1 ) 量度 实际支 出劳 动的 自然 时间的 长短
。

时 间 是 量 度 劳 动 的 自 然 尺 度

。

这 种 量 度 在 实

际 工 作 中 我 们 称 之 为 考 勤

,

通 常 用 劳 动 小 时 来 计 量

。

严 格 的 考 勤 制 度 是 计 量 劳 动 的 重 要 手 段

,

考 勤 不 应 只 流 于 形 式 上 的 签 到

,

应 重 在 考 查 劳 动 工 时

。

(2 ) 量度劳 动 强度
。

劳 动 强 度 是 指 劳 动 的 繁 重 程 度 和 紧 张 程 度

,

劳 动 强 度 不 同

,

单 位 时

间 内 的 劳 动 消 耗 也 不 相 同

。

量 度 劳 动 强 度 的 方 法 有 三 种

。

一 是 直 接 测 量 劳 动 负 荷

,

这 类 似 测

力 器 的 使 用

。

如 测 定 使 用 的 劳 动 工 具

,

劳 动 负 荷
=
劳 动 工 具 重 量

x
操 作 高 度

x
频 率

x
工 作 日

总 次 数
,
如 测 定 劳 动 对 象

,

劳 动 负 荷
=
工 作 物 重 量

X
搬 运 距 离

x
工 作 日 往 返 总 次 数
。

二 是 测

定 劳 动 的 紧 张 程 度

。

如 单 位 时 间 内 操 作 次 数 不 同

,

亦 紧 张 程 度 不 同
,
如 执 车 台 数 不 同

,

看 管

设 备 的 性 能 不 同

,

生 产 过 程 的 连 续 性 不 同

,

亦 对 精 力 集 中 程 度 的 要 求 不 同

。

三 是 测 定 劳 动 条

件 的 好 坏

。

劳 动 条 件 的 好 坏 影 响 劳 动 消 耗 的 大 小

,

如 高 空

、

高 寒

、

高 温

、

高 山

、

海 岛

、

荒 漠

、

林 区

、

野 外

,

井 下

、

露 天 等

,

作 业 条 件 艰 苦

,

环 境 恶 劣

,

则 劳 动 消 耗 大

。

劳 动 条 件 的 好 坏 是

可 以 科 学 地 测 定 的

。

如 规 定 距 离 地 表 四 米 或 脚 手 架 三 步 以 上 的 作 业 为 高 空 作 业
,
规 定 工 作 区

温 度 经 常 在 38 ℃ 以 上
,

热 辐 射 强 度 在
3 卡 / m

Z

秒 以 上 的 作 业 为 高 温 作 业
,

规 定 海 拔 高 度 三

-

千 五
百 米

以
上 作 业

为
高

山
作 业 等 等

,

这 都 是 具 体 的 测 定 标 准

。

(3 ) 量度 劳动 的熟练 程度
。

熟 练 的 劳 动 可 以 视 为 质 量 较 高 的 劳 动

,

是 比 非 熟 练 劳 动 更 为

密 集 的 劳 动

。

量 度 的 实 际 作 法 是 将 各 工 种 在 标 准 的 生 产 条 件 下 分 成 若 干 技 术 等 级

,

规 定 不 同

要 求 的 应 知 应 会 和 实 例 操 作

,

通 过 考 核 和 考 绩 结 合 劳 动 者 平 时 的 劳 动 情 况 规 定 劳 动 者 的 熟 练

-

程
度

即
技 术 等 级

。

(4 ) 量 度劳动 的简单
、

复 杂 程 度

。

马 克 思 说

: “

复 杂 劳 动 只 是 作 为 加 强 的 或 加 倍 的 简 单 劳

动 来 起 作 用
,

所 以 小 量 的 复 杂 劳 动 会 与 大 量 的 简 单 劳 动 相 等

” 。 ⑥ 显 然
,

一 米 七 轧 机 的 操 作 工



1t 锁扣l吸的 !二序 ! :夏 复 杂
。

简 单 劳 动 和 复 杂 劳 动 换 算 的 容 观 峡 础 足

:

根 据 劳 动 力 堵 养 时 问 的

长 短

,

堵 作 费 用 的 高 低 来 确 定

。

因 为 不 同 的 劳 动 对 劳 动 者 的 文 化

、

技 术 水 平

,

体 力 和 钾 )J 的

要隶都不相 沁
。

有 的 粗
l
、

件
! :

,

农 民 进 J
一’
不 经 过 专 门 训 练 就 可 以 干

,

有 的 技 术
! 种

, ,

!
,

专

、

大 专 毕 业 生 才 可 胜 任

,

有 的 f 种 储 要 笼年 学 徒 期
,

有 的 则 只 高 要 半 年 的 熟 练 期 就 可 以 ..l 岗顶

班
。

上 而 我 们 对 影 响 劳 动 的 质 和 股 的 诸 因 索 已 分 别 进 行

’

r 吸度
,

现 在 的 问 题 足 如 何 进 ~ 步换

算
,

使 每 个

一

L种 的劳动变 成同质 的劳 动
,

可 比 的 劳 动

。

因 为 每
一

.lt 种 的劳 动 特点延 子差 万别

的
,

有 的 复 杂 却 安 全
,
有 的 炭 重 却 简 单

,
有 的 简 单 却 熟 练 … …
。

所 以 每 当 调 整 工 资 或 进 行 工 资

制 度 改 革 的 时 候

,

各 个 部 门

、

行 业

、 一

上 种 往 往 是 强 调 各 自 的 特 点

,

以 己 之 长 比 别 人 之 短

。

如 化 工

讲 有 毒 有 害

.
轻 工 讲 轻 中 有 爪

.
冶 金 讲 高 温

,
矿 山 讲 策 盆

;
电 池 厂 讲 把 人 变 成 了
“
黑 人

” ,
玻 肩 厂

讲 把 人 变 成 了
“

白 凡

” ;
背 业 员 讲 一 天 点 头 弯 艘 一 千 次

,
细 纱

一

L 讲一 天 不 出 门 步 行 七 十 里
, ·

… 、

是 不 是 各 种 具 体 的 劳 动 没 有 可 比 性
,

不 能 比 较 呢 ? 不 是
。

它 们 之 间 是 不 能 直 接 地 简 单 地

比 较

,

但 我 们 可 以 通 过 迁 赳 曲 折 的 办 法

,

进 行 换 算 和 计 t
。

是 否 可 以 探 讨 以 下 的 办 法

:

l( ) 核定 各种劳动 定额
。

这 里 劳 动 定 额 是 广 义 的 概 念

,

既 含 活 劳 动 的 支 出

,

也 含 物 化 劳

动 的 消 耗

,

是 指 为 生 产 一 定 的 产 品 或 完 成 一 定 的 工 作 所 规 定 的 平 均 的 社 会 劳 动 盘 的 消 耗

。

在

实 际

一

工
作 中

,

可 以 核 定 固 定 资 产 利 用 定 额

,

原 料

、

材 料

、

燃 料

、

动 力

、

工 具 的 消 耗 定 额

,

资

金 占 用 定 额

,

费 用 定 额

,

单 位 时 间 内 完 成 的 产 品 数 t 定额或工时定额
,

工 作 童 定 额

,

产 品 或

工 作 的 质 量 定 额

,

如 一 等 品 率

,

合 格 率

,

废 品 率

,

返 修 率

,

差 错 率 等 等

。

综 合 的 劳 动 定 额 能

全 而 地 反 映 各 种 劳 动 消 耗 和 节 约

,

它 包 含 了 劳 动 的 质 和 量 的 诸 因 素

,

能 全 面 的 科 学 的 量 度 劳

动 者 的 全 部 劳 动

。

单 项 的 劳 动 定 额 是 对 劳 动 的 某 一 因 素 的 科 学 盘 度

,

是 科 学 的 综 合 定 额 的 基

础

。

建 立 全 面

、

系 统

、

科 学 的 劳 动 定 额

,

既 是 社 会 化 大 生 产 的 客 观 要 求

,

也 是 贯 彻 按 劳 分 配

、

一

计 量 劳 动 的 直 接 依 据

。

(2 ) 通 过可 比的结合 部
,

通 过 中 介 和 桥 梁 进 行 换 算

。

乍 看 起 来

,

教 授 的 劳 动 和 工 人 的 劳

动

,

工 人 的 劳 动 和 农 民 的 劳 动 似 乎 不 可 比 较

,

但 是

,

我 们 通 过 若 干 的 中 介 和 桥 梁

,

通 过 若 干

的 可 比 的 结 合 部

,

它 们 就 变 得 可 比 了

。

比 如 教 授 的 劳 动 和 总 工 程 师 的 劳 动

,

工 程 师 和 技 术 人

员 的 劳 动

,

技 术 员 和 熟 练 工 人 的 劳 动

,

熟 练 工 人 和 普 工 的 劳 动

,

普 工

、

粗 工 和 农 民 的 劳 动

,

是 有 可 比 性 的
,
炼 钢 工 和 玻 璃 工 的 劳 动

,
重 工 业 工 人 和 重 化 工 工 人 的 劳 动

, ……这 样 无 限 地

纵 比
、

横 比

、

环 比

,

就 可 以 求 得 全 社 会 范 围 内 各 部 门

、

各 行 业

、

各 工 种 工 人 劳 动 的 综 合 平

衡

。

(3 ) 劳 动换算要考 虑复杂 的社 会条 件 的影响
。

诸 因 素 的 换 算

,

马 克 思 认 为 这 是 一 个 社 会

过 程 予 以 确 定 的

。

这 个 确 定 过 程

,

在 资 本 主 义 社 会

,

是 背 着 生 产 者

,

通 过 市 场

,

通 过 商 品 交

换

,

在 价 值 规 律 作 用 下 自 发 地 确 定 的

。

在 社 会 主 义 条 件 下

,

劳 动 力 已 不 是 商 品

,

计 划 经 济 已

取 代 了 价 值 规 律 自 发 作 用 下 的 商 品 经 济

,

我 们 可 以 自 觉 地 认 识 社 会 条 件 的 影 响

,

自 觉 地 调 整

劳 动 量 的 换 算

。

如 解 放 初 期

,

轻 工 工 资 高 于 重 工 工 资

,

我 们 就 及 时 合 理 地 进 行 了 调 整

。

如 中

小 学 教 师 工 资 偏 低

,

我 们 也 优 先 地 进 行 了 调 整

。

马 克 思 还 认 为

,

劳 动 的 高 级

、

低 级

,

简 单

、

复 杂

,

强 劳 动

、

弱 劳 动 等 等

,

不 仅 仅 是 个 自

然 范 畴

,

也 是 个 社 会 范 畴

。

他 预 见 将 来 由 于 生 产 的 高 度 现 代 化

,

多 数 工 人 的 体 质 将 会 变 弱

,

那 时 粗 笨 的 体 力 劳 动 将 会 被 社 会 认 为 是 复 杂 的 高 级 的 劳 动

,

社 会 会 给 予 较 高 的 劳 动 报 酬

。

考

滤
复 杂 的 社 会 因 素 还 应 该 包 含 地 区 的 差 别

,

文 化 时 期 的 差 别

,

民 族

、

风 俗 习 惯

,

传 统

、

道 德



,

一 个 时 期 不 同 的 经 济 建 设 方 针 和 政 策 也 是 一 种 重 要 的 社 会 因 素

,

也 会 对 劳 动 的 换 算

发 生 影 响

。

(4 ) 把劳 动力 的 自发 流动作 为指示 器
,

具 体 地 分 析 流 动 的 原 因

,

自 觉 地 调 节 劳 动 量 的 换

算

。

劳 动 力 有 两 种 流 动

,

一 种 是 按 社 会 分 工 有 计 划 地 流 动

,

即 组 织 分 配 和 调 配

,

一 种 是 自 发

地 流 动

。

一 般 来 说

,

按 社 会 分 工 有 计 划 地 流 动 是 使 社 会 按 比 例 的 分 配 社 会 总 劳 动 趋 向 合 理 的

正 向 流 动

,

而 自 发 流 动

,

往 往 是 破 坏 社 会 总 劳 动 的 分
配

比 例 的

,

是 一 种 反 向 流 动

。

物 质 利 益

驱 使 有 的 劳 动 者 千 方 百 计 地 自 发 流 动

,

如 乡 村 往 城 镇 跑

,

边 区 往 内 地 跑

,

井 下 往 井 上 跑

,

高

温 往 常 温 跑

,

一 线 往 二 线 跑

,

重
工 往 轻 工 跑

· · ” 二 。
劳 动 力 流 动 的 原 因 何 在 呢

? 斯 大 林 曾尖 锐

地 指 出
: “

就 在 于 工 资 规 定 得 不 合 理

,

工 资 等 级 制 规 定 得 不 合 理

,

工 资 方 面 有

`

左 的

’

平 均 主 义

。

我 们 很 多 企 业 制 定 的 工 资 率 儿 乎 把 熟 练 劳 动 和 非 熟 练 劳 动 之 间

、

繁 重 劳 动 和 轻 易 劳 动 之 间 的

差 别 抹 杀 了

。

平 均 主 义 使 非 熟 练 工 人 不 想 成 为 熟 练 工 人

,

因 而 丧 失 了 上 进 的 前 途

,

于 是 他 就

觉 得 自
己

是 工 厂 里 的

`

游 客

, ,

只 是 暂 时 在 这 里 工 作

,

稍 微

`

赚 一 点 钱

, ,

然 后 就 跑 到 别 的 什 么

地 方 去

`

寻 找 幸 福

’ 。

平 均 主 义 使 熟 练 工 人 不 得 不 从 一 个 企 业 跑 到 另 一 个 企 业

,

以 求 最 后 找 到

一 个 能 够 真 正 重 视 熟 练 劳 动 的 企 业

。

要 消 除 这 种 祸 害

,

就 必 须 取 消 平 均 主 义

,

打 破 旧 的 工 资 等 级 制

。

要 消 除 这 种 祸 害

,

就 必

须 在 规 定 工 资 等 级 制 时 注 意 到 熟 练 劳 动 和 非 熟 练 劳 动 之 间

、

繁 重 劳 动 和 轻 易 劳 动 之 间 的 差

别

。 ” ⑥ 斯 大 林 的 分 析 是 很 中 肯 的
。

因 为 劳 动 者 是 劳 动 力 的 部 分 所 有 者

,

在 现 阶 段

,

还 不 是 全 体

劳 动 者 都 能 做 到 完 全 自 觉 地

,

不 需 要 任 何 权 利 规 范 地 把 自 己 的 劳 动 力 作 为 社 会 总 劳 动 力 的 一

个 器 官 执 行 自 己 的 职 能

。

他 要 求

“

天 赋 的 能 力

”

得 到 社 会 默 认

,

他 要 求 等 量 的 劳 动 取 得 等 量 的

消 费 品

。

劳 动 者 自 发 地 对 每 个 工 种 的 劳 动 和 报 酬 进 行 比 较
(即劳动换 算 )

,

当 他 发 现 自 己 的 劳

动 和 报 酬 的 比 例 小 于 其 他 行 业

、

其 他 工 种 时

,

一 部 分 缺 乏 共 产 主 义 劳 动 态 度 的 人 就 会 自 发 地

流 动

。

影 响 劳 动 力 自 发 流 动 的 因 素 固 然 是 复 杂 的

,

有 道 德 的 原 因

,

有 传 统 习 惯 的 原 因

,

也 有

政 策 和 宣 传 与 论 的 影 响

,

但 各 工 种 的 具 体 劳 动 换 算 为 同 质 的 平 均 社 会 劳 动 是 否 合 理 也 是 不 可

忽 视 的 原 因

。

(5 ) 劳动 的 内含 量和外 延量 的互相 转化 也影 响劳 动 量的换算
。

在 实 际 经 济 生 活 中

,

我 们

常 常 可 以 看 见 这 种 相 互 转 化 的 情 形

,

熟 练 劳 动 可 以 复 杂 化

,

高 级 化

,

就 是 我 们 常 说 的

“

熟 能 生

巧

” 。

如 张 秉 贵 卖 糖

,

顾 客 赞 誉 他 眼 是 天 平 手 是 秤

,

头 脑 胜 过 计 算 机

。

简 单

、

轻 松 的 劳 动 也

可 以 复 杂 化

、

繁 重 化

,

如 点 钞 工 连 续 八 小 时 点 钞

,

必 然 是 件 很 辛 苦 的 工 作

,

点 钞 做 到 快 而 准

也 是 件 不 容 易 的 事

。

所 以 任 何 工 种

、

任 何 岗 位 的 劳 动

,

都 可 以 是 富 于 创 造 性 的 劳 动

,

行 行 可

以 出 状 元

,

我 们 在 规 定 某 工 种 的 最 高 技 术 等 级 和 特 级 工 资 时 不 能 不 考 虑 这 一 点

。

当 然

,

千 差 万 别 的 具 体 劳 动 怎 样 在 实 际 中 换 算 为 同 质 的 可 比 的 劳 动

,

这 是 个 十 分 复 杂 的

问 题

,

理 论 上 和 实 际 政 策 上 都 还 有 待 进 一 步 地 探 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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