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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推进理论创新，要不断“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而加深 

时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应在尊重马克思理论、尊重现实的基础上，结合经济的发展变化进行。本文主要根据马克思关于 

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相关论述 ，从深化“认识科技工作者和经营管理者的劳动”和“认识社会主义私营企业主的劳动”两个方 

面入手，探讨科技工作者、经营管理者和社会主义私营企业主的劳动是否是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及如何评价和确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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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 

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劳 

动和劳动价值的理论 ，揭示了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 

特点和基本矛盾。现在 ，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马 

克思主义创始人当时所面对和研究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我 

们应该结合新的实际，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 

理论的研究和认识。” 

一

、马克思劳动和劳动价值论 

认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 ，首先必须基于对马克思理 

论的正确理解。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发展，必须是继承 

其科学内核的发展，必须尊重马克思、尊重现实。即不夸张 

虚褒、不回避遮掩、不肆意歪曲，而是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 

的唯一标准 ，一切理论都要立足于现实，解决现实的社会问 

题。因此，一方面要加深对马克思有关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 

的研究和理解，全面和准确地把握其思想观点。马克思劳动 

和劳动价值理论很丰富，诸如关于在“整体劳动”中经理、科 

技人员、管理人员等的地位与作用 的论述；关于资本主义管 

理劳动的两重性，资本家作为共 同劳动的必要指挥者，其指 

挥或管理劳动也具有生产劳动性质的论点 ；关于在现代化生 

产中知识 日益成为直接的生产力，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多地取 

决于科技进步和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的理论等等。另一方 

面是应从 100多年来发展了的社会经济现实出发，重视新的 

生产要素，如科学技术 、经营管理等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日益 

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重视随着科技革命和新经济的发展所引 

起的劳动结构变化，如劳动者向白领化、知识化、脑力化 、技 

能化发展；重视非公有制经济、私营企业 家在发展社会主义 

生产力、繁荣市场经济、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等方面日益显著 

的贡献。 

二、正确认识科技工作者和经营管理者的劳动 

随着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 

科学技术和经 营管理在生产 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 

怎样评价科技工作者和经营管理者的劳动?这类劳动是否 

也创造价值?在个人收入分配中要不要 向有重大贡献的科 

技工作者和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倾斜?在 回答这一系列问题 

以前，有必要重新审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第一，马克思 

的劳动价值论在最一般的意义上揭示了商品经济的本质 ，创 

造价值的劳动是劳动者的活劳动，而不是作为活劳动结晶的 

物化劳动。不管物化劳动以什么形式出现，它在生产过程中 

只能直接发生价值的转移，而不能创造价值。因此，内化在 

劳动对象、劳动资料中的知识技术属于物化劳动的范畴，不 

创造价值 ，但内化在活劳动中的知识技术属于活劳动 的范 

畴，即科技工作者和经营管理者的劳动，能够直接创造价值。 

第二，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不是体力劳动价值论。认为 

马克思不重视脑力劳动、科技工作和经营管理劳动在价值创 

造中的作用，毫无根据。即使仅仅涉及一般劳动者时，马克 

思也不认为他的劳动只是体力的支出。他说：“我们把劳动 

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 

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 190页)这表明劳动既是体力也 

是智力的支出。马克思考察的劳动，主要不是将劳动的一切 

职能结合于一身的个体劳动，而主要是社会化的共同劳动或 

“总体劳动”。在总体劳动中，不仅直接加工于劳动对象的劳 

动是生产劳动，凡与生产产品有关的劳动，包括科技人员和 

管理人员的劳动，都是“总体劳动”中必要的构成部分，都是 

生产劳动 ，都创造价值。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明确地表述了这 

种思想观点。他指出：“随着劳动过程本身的协作性质 的发 

展，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者即生产劳动者的概念也就必然扩 

大。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 自动手；只要成为 

总体劳动者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卷，第443—444页)又说：“许多 

劳动者共同生产同一个商品；⋯⋯这些或那些劳动者的劳动 

同生产对象之 间直接存在的关系，自然是各种各样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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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面提到过的那些工厂小工，同原料的加工毫无直接关 

系；监督直接进行原料加工的工人的那些监工，就更远一步； 

工程师又有另一种关系，他主要只是从事脑力劳动，如此等 

等。⋯⋯所有这些劳动者合在一起 ，作为一个生产集体，是 

生产这种产品的活机器。”这里明确指出，工程师等的脑力劳 

动是总体劳动的组成部分 ，从而属于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 

马克思还有更为明确地说明：在总体劳动过程中，“有的人多 

用手工作 ，有的人多用脑工作 ，有的人当经理、工程师 、工艺 

师等等，有的人当监工 ，有的人当直接的体力劳动者或者做 

十分简单的粗工 ，于是劳动能力的越来越多的职能被列在生 

产劳动的直接概念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9卷，第 

100—101页)不仅在企业内部直接间接为生产服务的各种劳 

动是生产劳动 ，即使在企业外部直接间接为生产服务的脑力 

劳动，如科技工作者和管理者的劳动，也是生产劳动。 

如何评价科技工作者的劳动?对于科学技术 ，马克思不 

仅肯定科学技术在生产产品和价值中的作用，还特别重视它 

在创造社会财富 中日益重要 的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他说： 

“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小地取决于劳动时 

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 

动因的力量，而这种动因 自身一它们的巨大效率一又和生产 

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 ，相反地却取决于一般 

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 

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卷，第 217页)因此 ，科学技 

术工作在生产中的贡献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科技工 

作作为生产劳动参与价值的创造。而且 ，科技工作作为一种 

复杂劳动，是倍加的简单劳动，其创造的价值，可以比简单劳 

动高出几倍 、几十倍 、几百倍甚 至更多。因此科技人员应获 

得较多的劳动报酬 ，高级科技工作或高新科技工作应获得更 

高的报酬。另一方面，是不断创新的科学技术带来社会财富 

即使用价值的巨大增长。一个国家的富有程度 ，人民生活水 

平的提高程度，取决于同等的和较少的劳动耗费，生产出日 

益增加的社会财富即使用价值。这就要依靠科技进步。正 

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 

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 富的尺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卷，第 218页)。价值的创造是价 

值分配的基础 ，但不是分配制度的理论依据。因此，评价科 

技工作者的劳动贡献，既要从价值创造过程一作为复杂劳动 

比一般简单劳动创造了更多的价值，又要从社会财富即使用 

价值的创造过程一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社会财富来考察，并 

相对应的从两方面给予科技工作者报酬。科技工作者的一 

项重要发明创造，可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几倍、几十倍，或是生 

产出一种经济效益很高的新产品，因而应该根据他们在增加 

社会财富中的贡献给予更多的报酬。 

怎样评价经营管理的劳动?随着社会化生产的发展和 

科技革命的不断推进 ，经营管理的作用也愈加显得重要。马 

克思肯定了生产管理的必要性，肯定了厂长经理等的管理劳 

动(也称之为“指挥劳动”和“监督劳动”)也是生产劳动，但他 

不可能预见到在当今社会经济发展新形势下经营管理的复 

杂性和产品在市场 中实现其价值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如果 

从经营管理者的贡献来评价经营管理工作 ，也应重视两个方 

面：一方面，从生产管理角度 ，即要从价值创造过程一作为复 

杂劳动比一般劳动创造更多的价值贡献，如一个优秀管理人 

员的工作作为复杂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要远胜于一个普通职 

工的简单劳动，又要从社会财富即使用价值的创造过程一有 

效的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社会财富来考察。评价经营 

管理者的劳动，另一方面还要看他在实现商品从而实现价值 

方面的重要作用。这方面的重要性，在我 国市场经济体制下 

比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更加凸显。在我 国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条件下，一个精明能干的经营管理者，可以使产品在市 

场上实现的价值超过企业创造的价值。反之 ，一个无能的经 

营管理者 ，其产品在市场上实现的价值会小于企业创造的价 

值，甚至因货不对路而根本不能实现。因此，和科技工作者 

不同的是 ，确定经营管理劳动的报酬，不仅要根据在商品和 

价值生产中的作用，还应根据在商品和价值实现中的贡献。 

三、企业私营业主的经营管理是否创造价值 

马克思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性企业 中，“利润中也 

包含一点属于工资的东西(在不存在领取这种工资的经理的 

地方 )。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是作为劳动的管理者和指挥者 

出现的，在这个意义上说，资本家在劳动过程本身中起着积 

极作用。⋯⋯这种与剥削相结合的劳动⋯⋯当然就与雇佣 

工人的劳动一样 ，是一种加入产品价值的劳动。”(《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第 46卷 ，第 219—220页)据此，我们可以看出资本 

主义企业管理劳动的二重性质：一方面作为协作劳动的指挥 

劳动和监督劳动，是一种生产劳动 ；另一方面，这种指挥和监 

督劳动又是由生产资料所有者和单纯的劳动者之间的对立 

所引起的职能，是一种“剥削”劳动。 

基于马克思论述的资本主义生产性企业的经营管理劳 

动的性质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关于社会主义私营企业主的经 

营管理劳动的进一步认识：第一，在生产性企业中，一方面参 

与企业管理的私营企业主正常的管理劳动属于高级劳动，比 
一 般职工的劳动可 以形成更多 的价值。如果他们同时从事 

科技工作，兼有管理与科技工作的职能，就是倍加的生产劳 

动。因此，他们应获得对应于复杂劳动的较高的“工资”；另 
一 方面，他们作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通过资本占有利润，他 

们的收入中包含有利润的成分。第二，对于生产性领域的股 

份公司，应根据股份公司内部实际管理的权利与责任确认。 

如有部分董事长 、董事 和监事仅是“挂名”的，实际上只行使 

或主要单纯行使财产所有权的活动，如招聘总经理、分股息 

和红利等，这类活动含创造新价值的生产劳动的成分极少， 

甚至完全不包含。第三，纯粹的货币资本家，包括各类证券、 

期货 、外汇市场上的单纯投资和炒作的人 ，在不参与生产性 

企业的情况下，当然不属于创造商 品新价值 的生产劳动 范 

畴，而是资本这一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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