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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项目号：１１ＸＮＩ０１２）的阶段性成果。

马克思的最低工资学说
＊

谢富胜，陈瑞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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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学术界针对马克思的工资理论长期存在争论和误解。从不同时期的文本来看，马

克思的工资理论经历了由不成熟向成熟的发展过程。受古典经济学生存工资理论的影响，在

马克思的早期文本中，并没有区分劳动与劳动力、工资与最低工资等关键概念；在《资本论》中，
马克思建立起自己成熟的工资理论，并发展出相对独立的最低工资学说，从而彻底与古典经济学及

其代表性的“工资等于最低（生存）工资”的说法划清界限。与工作日理论一脉相承，马克思的最低工

资学说从劳动力商品的特殊性出发，为法定最低工资制度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作者简介］　谢富胜，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

研究员；陈瑞琳，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北京１００８７２）。

　　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体系中，工资问题无疑

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１８６８年１月，马克思在给

恩格斯的信中谈到《资本论》中的“三个崭新的因

素”，其中之一就是“工资第一次被描写为隐藏在

它后面的一种关系的 不 合 理 的 表 现 形 式”。［１］（Ｐ１２）

按照马克思 的 想 法，工 资 理 论 有 待 于 在《雇 佣 劳

动》册中予以阐述。［２］（Ｐ５２）罗 斯 多 尔 斯 基 认 为 马 克

思后来放弃了六册计划，关于雇佣劳动的部分被

并入了《资本论》第１卷 中。［３］（Ｐ５９）但 是，罗 桑 批 评

罗斯多尔斯基对马克思工资理论的阐述只是摘抄

了其成熟作品中广为人知的片段，而未能指明马

克思观点 的 演 变 过 程 和 其 中 存 在 的 重 要 理 论 难

题。［４］（Ｐ１８２）罗桑的评论实际上阐明了一个事实，也

就是在马克思广博的著作文本中，马克思对工资

的论述具有显著的阶段性特征。这也是为什么国

际学术界在马克思有关工资问题上的丰富的、甚

至是前后矛盾的文本基础上长期存在着争论的根

源。不仅非 马 克 思 主 义 者 不 断 对 此 展 开 猛 烈 攻

击，［５］（Ｐ２３７－２５７）而且马 克 思 主 义 者 内 部 针 对 具 体 问

题也存在理论上的分野。例如，大卫·哈维强调

资本积累的社会需要是影响和决定劳动力价值的

主要力量，认为受到广泛关注的生存工资假说、供
需平衡等 多 个 视 角 都 只 是 它 的 衍 生 理 论；［６］（Ｐ１８２）

莱博 维 奇 则 主 要 关 注 阶 级 斗 争 对 工 资 的 影

响。［７］（Ｐ１１３－１１６）因此，马克思在不同时期的文本中阐

述的工资理论，必须以发展的眼光放置在特定历

史背景下去理解。
作为马克思工资理论一个组成部分的最低工

资学说，在其早期文本中常常与平均工资一起出

现。马克思早期有关工资的论述是建立在古典经

济学基础之上的，确实将平均工资看作是生理上

最低限度的工资。尽管恩格斯在１８８５年 德 文 版

《哲学的贫困》的脚注中予以纠正，但是将平均工

资视为 最 低 工 资 的 看 法 仍 然 存 在。［８］（Ｐ９５－９６）事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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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这一问题早在《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经济学手稿》中

透过“最低限度的工资”到“工资的最低限度”这一

术语的转变便得到初步回答。因此，只有基于马

克思文本发展的脉络进行仔细的梳理，我们才能

完整地理解马克思的工资理论以及包含其中的最

低工资学说。孟氧细致地梳理了马克思早期工资

理论的演变过程，并对“最低工资”这一概念进行

了解读。［９］遗憾的是，他的解读并没有注意到马克

思成熟的工资理论中的最低工资学说，而对这一

点的理解正是区分马克思与古典经济学、区分马

克思的最低工资理论与拉萨尔工资铁律的关键。
下面我们首先回顾古典经济学的生存工资理论，
然后在第二部分梳理马克思早期文本中的工资理

论，第三部分着重阐明马克思成熟的工资理论中

的最低工资学说，最后是结论与启示。

一、古典经济学的生存工资理论

第一部最低工资法颁布于１８９４年的新西兰，
但最低工资政策及相关讨论可以一直追溯到中世

纪的英国。１３４８年 突 然 爆 发 的 黑 死 病 使 英 国 人

口骤减三分之一，面对劳动力短缺和随之而来的

工人议价能力增强，各地的庄园主开始积极游说

议会，要求以法律的形式限制工人罢工、遏制劳动

力成本上涨。在此背景下于１３４９年颁布的《劳工

条例》相当于规定了法定最高工资，这一制度直到

１５６３年《学徒 法 令》的 出 台，才 以“之 前 限 定 的 工

资水平在部分地区太低以至于给底层劳动者带来

了极大的痛苦和负担”为由正式废除，［１０］（Ｐ１５）并迅

速被１６０４年增设的最低工资条款所取 代。受 重

商主义的影响，１４－１７世纪的英国议会为了巩固

国家政权、维护传统工商业道德，采取了严格的劳

动管制和工业管制，尤其在１６－１７世纪，政府实

际 上 承 担 起 保 障 工 人 阶 级 基 本 生 存 权 利 的 责

任。［１１］（Ｐ２５１）因此威廉·配第在１６６２年《赋税论》中
写道，“我们一方面把限制贫民的工资，使其不能

有一点积蓄以备应付失去工作能力或失业时的需

要，看 成 是 理 所 当 然 之 事，另 一 方 面 又 让 他 们 饿

死，那显然是极不合理的。”［１２］（Ｐ１９）在他看来，工资

既不能低到生理界限之下，也不能高到会使劳动

者偷懒的程度。事实上，政府应该同时设定最低

和最高工 资，“使 劳 动 者 只 能 得 到 适 当 的 生 活 资

料。因为如果你使劳动者有双倍的工资，那么劳

动者实际所做的工作，就只等于他实际所能做和

在工资不加倍时所做的一半。这对社会说来，就

损失了同等数量的劳动所创造的产品。”［１２］（Ｐ８５）

随着１８世纪工业革命的兴起，政府权力逐渐

削弱，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自由主义倾向开始受到

关注。在此时期发展起来的重农学派更多的强调

竞争关系，认为工资应是供求双方讨价还 价 的 结

果，但是工人在与资本的关系中处于劣势地位，“只
有双手和辛勤劳动的单纯工人，除了能够把他的劳

动出卖给别人以外，就一无所有”，工资“不能完全

由他本人来决定；这是他同那个购买他的劳动的人

双方协议的结果。后者尽力压低这一价格；由于他

有一大群工人可资挑选，他便优先选用那个讨价最

低的工人”，因此工人内部的竞争使得“工资只限于

为维持他的生活所必需的东西。”［１３］（Ｐ２１）也就是说，
平均而言工资将趋于生存工资。

亚当·斯密的工资理论大体上与重农学派的

观点类似，既认同工资取决于劳资两方所订的契

约，也认同“雇 主 常 居 于 有 利 地 位。”［１４］（Ｐ６０－６２）不 过

他还抽象出“劳动的自然报酬或自然工资”这一概

念，将工资与劳动力的再生产联系起来，“在大多

数场合，工资还得稍稍超过足够维持生活的程度，
否则劳动者就不能赡养家室而传宗接代了”，并将

这一标 准 定 性 为“符 合 一 般 人 道 标 准 的 最 低 工

资”，“在相当长的期间内，即使最低级劳动者的普

通工资，似也不能减到这一定标准之下。”［１４］（Ｐ６０－６２）

尽管斯密没有明确指出，但反映人道标准的最低

工资本身就暗含了李嘉图和之后马克思反复提到

的历史和道德的因素，因而与绝对生理学意义上

的最低工资区分开。因此斯密口中的最低工资，
更多地等价于生存工资，只是在它作为最低界限

的工资的意义上，才表现为最低。此外，斯密还提

到了工资与劳动力规模相互影响的机制，后来被

马尔萨斯发展为著名的人口原理。斯密认为，工

资的提高会鼓励劳动者结婚生子，其结果是造成

市场上劳动供给的增加，从而反过来压低工资，回
到社会正常水平，“像对其他商品的需求必然支配

其他商品的生产一样，对人口的需求也必然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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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的生产。”［１４］（Ｐ７３）

大卫·李嘉图在斯密的基础上，将“让劳动者

大体上能够生活下去并不增不减地延续其后裔所

必需的价格”定义为劳动的自然价格，正式把生存

工资的内涵确定下来，并明确提出了平均工资趋

于自然价格，即生存工资的观点。“劳动的市场价

格不论能和其自然价格有多大的背离，它也还是

和其 他 商 品 一 样，具 有 符 合 自 然 价 格 的 倾

向。”［１５］（Ｐ７７－７８）与斯密类 似，在 李 嘉 图 的 理 论 中，除

了资本的转移之外，促使劳动的市场价格围绕着

其自然价格上下波动的另一种机制也是抽象的人

口规律：“当高额工资刺激人口增加，使劳动者的

人 数 增 加 时，工 资 又 会 降 到 其 自 然 价 格 上

去……当劳动的市场价格低于其自然价格时……
只有在贫困已经使劳动者的人数减少，或劳动的

需求已经增加之后，劳动的市场价格才会再提高

到自然价 格 上。”［１５］（Ｐ７８）此 外，李 嘉 图 还 特 意 分 析

了习惯的影响，认为“劳动的自然价格不能理解为

绝对固定和恒常不变的，即使用食物和必需品价

值也是如此。它在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中是有变

化的，在不同的国家差别就十分大。这一点基本

上取决于人民 的 风 俗 习 惯，”［１５］（Ｐ７８－８０）从 而 将 劳 动

的自然价格与生理必需品价值区分开来。
然而，穆勒在总结李嘉图的工资理论时，仍然

将李嘉图 的“劳 动 的 自 然 价 格”替 换 成“最 低 工 资

率”，认为“这或是从物质上使人口得以维持的最低

工资 率，或 是 人 民 借 以 维 持 人 口 的 最 低 工 资

率。”［１６］（Ｐ３８４）虽然他也提到这一最低限度本身是可以

变动的，“特别是在其为可以称作道德的最低限度的

这种限度，而不是物质的最低限度的时候”，但是他

却坚持认为“在现在的社会情况下，竞争是工资的主

要调节者，习惯和个人的性格只起修正的作用，而且

这种作用也比较小。”［１６］（Ｐ３８０－３８５）正因如此，穆勒以会

增加失业为由强烈反对以任何法律形式设定工资

下限。［１６］（Ｐ４０２－４０３）

马尔萨斯分析 英 国 的“济 贫 法”时 提 到，“不

能用货币 提 高 一 个 穷 人 的 地 位，不 能 用 货 币 使

他的生活 境 况 大 为 好 转，而 不 相 应 地 降 低 其 他

穷 人 的 生 活。”［１７］（Ｐ３２）他 将 低 工 资 看 作 是 对 人 口

增长的积极抑制，不 仅 可 以 鼓 励 储 蓄、惩 罚 堕 落

和挥霍，还 能 阻 碍 不 能 养 家 糊 口 的 男 子 结 婚 成

家，“与其 鼓 励 人 口 增 长，然 后 让 匮 乏 和 疾 病 对

其加以抑 制，还 不 如 从 一 开 始 就 让 预 见 与 担 忧

来抑制人口。”［１７］（Ｐ３５）在他看来，底 层 劳 动 者 之 所

以生活困苦，是由 于 他 们“漫 不 经 心 和 大 手 大 脚

的习气”，所有助 长 这 种 风 气 又 不 能 增 加 生 活 资

料的法律 都 只 会 产 生 更 多 的 穷 人，因 此 消 除 贫

困的第一 步 应 是 放 开 所 有 限 制，使 劳 动 市 场 处

于绝对自由的状态。［１７］（Ｐ３７）这 一 理 论 根 源 无 疑 可

以一直追 溯 到 斯 密，只 不 过 前 人 简 略 提 及 的 影

响工资的其中一 种 方 式 在 这 里 被 放 大 成 了 最 主

要的工资决定机制。

古典经济学的生存工资理论与抽象的人口规

律相结合，最终被彻底庸俗化为拉萨尔的工资铁

律，其最直接的结论是平均工资只能趋于绝对最

低工资。习惯和道德等因素被彻底抛弃，只剩下

“劳动人民所以贫困，只是因为他们数量众多”这

一劳动者间的尖锐对立。［１８］（Ｐ２６７）当前主 流 经 济 学

对最低工资就业效应的关注，也不过是这一系列

理论模型化后的现代版本。

二、马克思早期的工资理论：异化劳动

与生存工资的结合　　　　　

　　马克思最初关于工资的阐述直接建立在古典经

济学的生存工资理论之上，但即使是在那个时候，其

理论也表现出极强的批判性①。从定义来看，二者

并无实质性区别。《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最

低工资”被定义为“工人在劳动期间的生活费用，

再加上使工人能够养家活口并使工人种族不致死

① 针对马克思早期工资理论究竟来源于亚当·斯密还是大卫·李嘉图，目前学术界还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孟氧认为马

克思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工资的最初表述只借鉴了斯密的最低工资概念，因此他的早期工资理论应主要来源于斯

密。但罗桑强调马克思在１８４４－１８４７年对政治经济学的潜心钻研以及恩格斯的影响，使他的观点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罗桑从

《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的早期作品中清晰地看到了李嘉图的影子，尤其是在《哲学的贫困》中。他认为在那里

最低工资被表述为“劳动的自然价格”，反映出早期马克思对李嘉图工资理论的认同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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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的费用。”［１９］（Ｐ４９）而 在《哲 学 的 贫 困》中，最 低 工

资被抽象为“劳动的自然价格”，［８］（Ｐ９４）这里马克思

不仅完全借用了李嘉图提出的术语，甚至也默认

了古 典 经 济 学 关 于“工 资 等 价 于 最 低 工 资”的

说法。
尽管马克思几乎完全借用了古典经济学中的

基本概念，然而，正如孟氧所指出的，他围绕着这

些概念所展开的论述已经显示出与前者明确的理

论分野，这首先表现为异化劳动理论的提出。运

用与古典经济学完全相同的逻辑，马克思在《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一开始便从资本家的联合、
生产劳动的专用性和工人的生存压力这三个方面

论证了工人相对于资本家的弱势地位，但他并没

有停在这里，而是以此为出发点，进一步分析了市

场竞争和分工如何在推动社会高速发展的同时使

工人永久地陷入贫困。在他看来，工资平均而言

表现为生存工资并以此为限，恰恰是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 最 值 得 质 疑 的 地 方。工 人 生 产 的 商 品 越

多，其获得的却越少。劳动产品成为与劳动者本

身相 对 立 的 异 己 力 量，反 过 来 统 治 和 奴 役 工 人。
这种异化关系，是由工人作为出卖劳动的无产者

加入生产过程所决定的，而后者又与私有财产直

接相 连，反 映 的 正 是 两 大 阶 级 之 间 的 持 续 对 立。
在阶级对立下，工资作为异化劳动的一个结果，从
长期来看无疑只能趋于其绝对最低值。在马克思

看来，古典经济学只关注工资变动的表象而不分

析其背后的阶级冲突，是将工人退化成“劳动的动

物”、“仅仅有最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需要彻

底的革新。［１９］（Ｐ５７）事实上，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概

念的沿用从一开始就带有批判的色彩。在“异化

劳动”这一章的开头，马克思这样写道：“我们是从

国民经济学的各个前提出发的。我们采用了它的

语言和它的规律。……我们从国民经济学本身出

发，用它自己的话指出，工人降低为商品，而且是

最贱的商品；工人的贫困同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

量成正比；竞争的必然结果是资本在少数人手中

积累起来，也就是垄断的更可怕的恢复；最后，资

本家和靠地租生活的人之间、农民和工人之间的

区别消失了，而整个社会必然分化为两个阶级，即
有 产 者 阶 级 和 没 有 财 产 的 工 人 阶 级。”［１９］（Ｐ８９）可

见，这里对原有框架的继承本身就是一种策略性

的选择，是为了突出其中的逻辑漏洞。如果因此

就认为马克思此时对工资问题的认识与古典经济

学完全一致，则是舍本逐末了。
早期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的另一个视角是以马

尔萨斯为主要代表的绝对人口过剩理论。它首先

由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提出，在那

里恩格斯详细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所特有的周

期性，他认为是相对于有效需求而言的生产的周

期性过剩带来了经济危机，造成了失业和贫困，并
不是生产力水平绝对不能满足工人的需要。他讽

刺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意味着，“人口总是威胁着

生活资料……当地球上还只有一个人的时候，就

已经人 口 过 剩 了。”［２０］（Ｐ６１７－６１８）恩 格 斯 还 在 其 经 济

周期 理 论 中 最 早 提 出 了“产 业 后 备 军”这 一 概

念。［２１］（Ｐ３６９）但 同 时 他 也 认 同 斯 密 的 观 点，认 为 工

资与生育率和死亡率相互决定，“这种情形和任何

其他商品的情形完全一样：如果工人不够，他们的

价格（即他们的工资）就上涨，他们就生活得比较

好些，结婚的人多起来，出生率逐渐提高，养活的

孩子也多起来，直到有了足够的工人为止；如果工

人太多，价格就下跌，失业、贫困、饥饿以及由此而

引起的疾病就都出现了，而疾病就会消灭‘过剩人

口’。”［２１］（Ｐ３６５）１８４７年１２月，马克思写了一个名为

“工资”的 手 稿，作 为《雇 佣 劳 动 与 资 本》的 补 充。
在这个手稿中，马克思将工资变动主要归之于分

工和机器生产的发展，他认为这会使劳动过程日

益简单化，从而使儿童、女工都成为潜在劳动力，
加剧工人之间的竞争。正因如此，“提高工资的主

要条件是生产资本的增加和尽快增长”，而不是人

口减少。［２２（Ｐ６４９）这 是 马 克 思 对 古 典 经 济 学 人 口 理

论的重大突破，工资水平不再仅仅依附于人口波

动，而主要是受资本积累的影响。在《政治经济学

批判》（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 手 稿）中，马 克 思 进 一 步 把

对过剩人 口 的 分 析 纳 入 资 本 积 累 的 一 般 规 律 之

中，提出“资本的趋势是：既增加劳动人口，又把劳

动人口的一部分不断地变成过剩人口，即在资本

能够 利 用 他 们 之 前 先 把 他 们 变 成 无 用 的 人

口。”［２３］（Ｐ３７８）这一 规 律 最 终 在《资 本 论》中 取 得 了

科学的形式，成为马克思的相对过剩人口理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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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经 济 学 的 绝 对 过 剩 人 口 理 论 针 锋 相 对。不

过，马克思也没有完全否认劳动力规模与工资之

间存在相互作用，只不过他反对将其看成最重要

的机制，他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写道，工资提高会

“缓和那些使工人后代减少和绝灭的影响，使结婚

变得容易，由此使工人人口逐渐增加”，但这同时

也会“使创造相对剩余价值的方法（机器的采用和

改良）得到采用，由此更迅速得多地创造出人为的

相对 过 剩 人 口。”［２４］（Ｐ２４３）资 本 的 和 自 然 的 人 口 规

律同时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它们相互

作用共同影响着工资水平，也被工资水平所影响。
不可否认的是，在马克思早期的工资理论中，

确实存在着一些不足。首先，他还没有区分劳动

与劳动力，错误地把劳动看成是一种商品，而把工

资理解为劳动的价格。［８］（Ｐ３５９）尽管在《１８６１－１８６３
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已经将工资重新表述为

“劳动能力的平均价格”，但是直到１８６５年，他仍

在公开演讲 中 使 用“劳 动 的 市 场 价 格”这 样 的 说

法。［２５］（Ｐ１６４）可见，在相当长的时 间 内，马 克 思 确 实

没有认识到只有劳动能力可以作为商品出卖，劳

动本身必须在具体的生产过程中与生产资料相结

合才有意义。这一点要等到《资本论》第一卷完成

后才被彻底地阐明。
其次，马克思在早期著作中对价值理 论 的 阐

释也是很不充分的。交换价值、使用价值以及货

币作为价值的表现，体现的不是物而是一种社会

关系，这些基本问题在《哲学的贫困》中都有初步

涉及，但是只有建立在完整的资本积累、循环和周

转理论之上的价值理论才能清楚地解释货币资本

作为社会关系而存在的内涵。直到《政治经济学

批判》（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 手 稿）“资 本 章”的 最 后，马

克思才阐 明 劳 动 价 值 论 和 剩 余 价 值 论 的 科 学 内

容，而劳动力价值表现为工资是对资本本质的掩

盖，同样要等到《资本论》第一卷完成之后。
最后，工资与最低工资这两个概念在 其 早 期

写作中始终未做明确区分。１８４７年１２月马克思

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做了一系列关于工资

的演说，以此为基础的演说内容在１９世纪８０年

代又被正式整理成以《雇佣劳动与资本》为名的小

册子，在工人间流传。１８９１年恩格斯对它进行了

修订，成为马恩著作中第一本系统性地讨论工资问

题的作品。在这本小册子 里，马 克 思 清 楚 地 写 道

“这种维持生存 和 延 续 后 代 的 费 用 的 价 格 就 是 工

资。这样决定的工资就叫做最低工资。”［２２］（Ｐ４８５）在

《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原理》中，也有很多类似

的表述。［２２］（Ｐ４８１，Ｐ３５９）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
马克思甚至还严厉批评了提高工资的努力，认为它

们“既不会使工人也不会使劳动获得人的身分和尊

严”，［１９］（Ｐ１０１）不过是给奴隶更多酬劳而已。在《１８６１
－１８６３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开始有意识地剔

除工资理论中的古典色彩，将工资重新定义为“劳
动能力的平均价格”，但是它仍然与最低工资概念

没有区别开来。［２６］（Ｐ５２）

然而，在这个时期，马克思并非始终秉 持“工

资必须趋于其绝对界限”的观点，这以马克思对工

会问题转变看法为突破口。１８５３－１８５６年，受克

里米亚战争的影响，欧洲的粮食价格不断攀升，而
工人的工资却持续下降，工人阶级忍无可忍开始

频繁罢工。也正是在分析当时的社会问题时，马

克思才逐渐意识到雇佣劳动作为商品的特殊性，
它的价格决定不能完全依据供求规律来解释，而

必须考虑两个阶级的力量对比。“在同一个工业

部门里一再罢工，同一些‘干活的’一次又一次要

求再增加工资充分说明，按照供求规律，工人们早

已有权得到更高的工资，他们之所以没有得到更

高的工资，只是由于企业主们钻了工人们不熟悉

劳动 市 场 状 况 的 空 子 罢 了。”［２７］（Ｐ３７７）这 意 味 着 在

马克思看来，工资不再必须等于其绝对最低水平，
而是也取决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工会

存在的意义，第一次被明确确立了。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作 为《资 本 论》的 准 备 工 作，
马克思撰写 了《政 治 经 济 学 批 判（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

手稿）》，继续强调工会的重要性，但是涉及工资决

定的却只有只言片语。他在“资本章”中反复提到

未写成的“工资学说”，并强调为了更好地研究资

本，此处 必 须 对 工 资 问 题 进 行 简 化。［２３］（Ｐ２４１、２４７、４１４）

在马克思１８５８年写给恩格斯的信里，他解释到自

己因病痛而无法按计划完成《政治经济学批判》，
并给出了自己的“六册计划”，其中在第一篇“资本

一般”中，需 要“假 定 工 资 总 是 等 于 它 的 最 低 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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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本身的运动，工资最低额的降低或提高放在

论雇佣劳动的那一部分去考察。……只 有 这 样，
才能在研究每一个别关系时不致老是牵涉到一切

问题。”［２８］（Ｐ２９９）由此可见，此时的 马 克 思 已 经 认 识

到工资运动的复杂性，他之所以仍然坚持让工资

等于最低工资，只是暂时把它当成一个可以简化

资本理论的技术性假设①。

三、马克思成熟的工资理论中的最低工资学说

马克思的工资理论直到１８６５年《工资、价格和

利润》和１８６７年《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才最终走

向成熟。马克思的成熟工资理论是劳动价值论、资
本积累理论和相对过剩人口理论的有机结合。马

克思创立的劳动二重性学说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

劳动价值论成为完全科学的价值理论；马克思对劳

动与劳动力的区分使其透过现象揭示出资本主义

条件下工资的本质。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积累过程

中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马克思阐明了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相对过剩人口

规律。“资本在两方面同时起作用。它的积累一方

面扩大对劳动的需求，另一方面又通过‘游离’工人

来扩大工人的供给。”［２９］（Ｐ７３７）尽管对劳动的需求可

能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总资本的不断扩大而绝对

提高，但是相对于总资本的增速而言，“资本主义积

累不断地并且同它的能力和规模成比例地生产出

相对的，即超过资本增殖的平均需要的，因而是过

剩的或追加的工人人 口。”［２９］（Ｐ７２６）因 此，工 资 的 变

动由资本积累规律和社会与自然人口规律共同决

定，也受阶级斗争的影响②。
随着劳动力价值工资理论的完善，马 克 思 还

阐明了相对独立的最低工资学说。关于最低工资

的说法不再 使 用《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 经 济 学 手 稿》中

出现的“最低限度的工资（ｍｉｎｉｍｕｍ　ｗａｇｅ）”，转而

修正为“工 资 的 最 低 限 度”（ｗａｇｅ　ｍｉｎｉｍｕｍ）③。
“劳动力的价值”，“劳动力价值的最低限度”，“劳

动力的价格”即工资，以及“工资的最低限度”即最

低工资这四个概念之间开始有了明确的区分。劳

动力的价值是“维持劳动力占有者所必要的生活

资料的 价 值”，［２９］（Ｐ２０１）而 劳 动 力 价 值 的 最 低 限 度

是“维 持 身 体 所 必 不 可 少 的 生 活 资 料 的 价

值”。［２９］（Ｐ１９９－２０１）劳 动 力 价 值 存 在 一 个 下 限 本 身 就

表明前者并不是绝对最低水平，它“应当足以使劳

动者个人能够在正常生活状况下维持自己……和

其他商品不同，劳动力的价值规定包含着一个历

史的和 道 德 的 要 素”，［２９］（Ｐ１９９）”，并 且 是 一 个 不 断

变化的量，相应的，作为劳动力价值的表现形式的

工资也不是固定的，“已定的只是它的具有很大弹

性的 最 低 界 限”，［２９］（Ｐ７０５）即 绝 对 意 义 上 的 最 低

工资。

为了与庸俗经济学划清界限，马克思在《资本

论》中专门对拉萨尔和马尔萨斯进行了批判。针

对工资基金理论，马克思从资本有机构成理论出

发，认为工资的规模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量，它
取决于社会资本中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比例，

而这一比例会随着资本积累的进行而不断改变。

他提出工人的规模只会相对于资本的需求而出现

过 剩，绝 对 意 义 上 的 人 口 过 剩 是 不 存 在

的。［２９］（Ｐ７２８）庸俗经济学家把工资的资本 界 限 说 成

是工资 的 社 会 自 然 界 限 是 偷 换 概 念。［２９］（Ｐ７０５）这

里，“工资的社会自然界限”和“工资的资本界限”

对应的正是“工资的最低限度”和“最低限度的工

①

②

③

莱博维奇也强调过这个问题，“通常被人们当作马克思 的 观 点 的 有 关 真 实 工 资 不 变 的 结 论，实 际 上 不 过 是 方 法

论上为了分析方便所作的假设。”参见莱博维奇：《超越〈资本论〉———马克思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第４３页，经济科学

出版社，２００７年。

马克思在很多地方都提到了阶级斗争 对 工 资 的 影 响，却 都 没 有 做 详 细 的 分 析。莱 博 维 奇 认 为 这 是 因 为《资 本

论》中有关工资的讨论都是围绕着资本 展 开 的。如 果 从 雇 佣 劳 动 的 视 角 出 发，阶 级 斗 争 将 成 为 工 资 决 定 的 一 个 关 键 性

环节。

值得注意的是，“工资的最低限度”这一说法早在１８４４－１８４５年就由恩格斯提出了。在《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

中，“生存所必需的工资”、“工资的最低限度”和“最低工资”这几种表述都被用来描述满足工人基本生 活 需 求 的“这 一 点

点聊胜于无的东西”。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卷，第３６０－３６３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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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这一组概念①。
工资的最低限度与最低限度的工资最显著的

不同是：前者只界定了工资的一个评判标准，旨在

提供一个可以考量劳动者是否仍保有其基本生存

权利的经济指标，类似于“贫困线”的概念；而后者

则直接与工资的波动挂钩，暗示着工资仿佛天然

就受到约束。而事实却是，工资的变动从来都没

有一个强制性的下限，正如“商品交换的性质本身

没有给工作日规定任何界限”［２９］（Ｐ２７１）一 样。马 克

思用丰富的历史材料不止一次地阐明资本家如何

利用各种手段将工人的工资压低到纯粹生理的最

低界限以下，譬如英国反雅各宾战争时期的农场

主、［２５］（Ｐ１６４－１６５）圈 地 运 动 中 发 起 农 业 革 命 的 资 本

家。［２９］（Ｐ８３４－８３５）此外，不论是古典经济学还是马克思

早期的论述，都用“最低限度的工资”来分析工资的

平均趋势。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引入“工
资的最低限度”，主要是想说明劳动力作为商品的

特殊属性。在他看来，工资之所以不能像其他商品

的价格那样任意的波动，是因为雇佣劳动“不卖出

去，对工人就毫无用处，不仅如此，工人就会感到一

种残酷的自然必然性：他的劳动能力的生产曾需要

一定量的生存资料，它的再生产又不断地需要一定

量的生存资料。”［２９］（Ｐ２０１）劳动力的价值“应当足以使

劳动 者 个 人 能 够 在 正 常 生 活 状 况 下 维 持 自

己”，［２９］（Ｐ１９９）而劳动力价值的最低限度是“人每天得

不到就不能更新他的生命过程的那个商品量的价

值”，［２９］（Ｐ１９６）价格降到它之下，“劳动力就只能在萎

缩的状态下维持和发挥”。［２９］（Ｐ２０１）

尽管从资本的逻辑看，工资由供求决定；但从

劳动的逻辑看，劳动能力不卖出去，“工人就会感

到一种 残 酷 的 自 然 必 然 性”，［２９］（Ｐ２０２）工 资 必 须 在

其最低界限之上。一方面，最低工资直接反映身

体的基本物质需求，低于它，劳动者会得饥饿病；
另一方面，最低工资也与超时劳动紧密相连，小时

工资率越低，工人为了挣得勉强糊口的收入就不

得不工作更长的时间。因此，工资一旦突破其绝

对最低限度，会使“人的劳动力由于被夺去了道德

上和身体上正常的发展和活动的条件而处于萎缩

状态”，［２９］（Ｐ３０７）要么因为忍饥挨饿而过 早 死 亡，要

么因为过度劳动而未老先衰。

在关于工作日的论述中，马克思指出，虽然单

个资本有追求无限扩张的冲动，但是对剩余劳动

的索取必须受到有效的遏制。因为私人资本通过

突破劳动者的生理界限而攫取的剩余价值，是以

整个工人阶级的劳动退化为代价，而这个代价将

最终由所有资本共同承担。资本积累依赖于社会

再生产的不断反复和更新，社会再生产的核心又

在于各种生产要素的补偿问题，尤其是劳动力的

再生产问题，因此“工人的这种不断再生产或永久

化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必不可少的条件”。［２９］（Ｐ６５９）②

但是资本家的短视和贪欲，常常使他们无视这些

前提，如果不对此进行约束，单个资本会毫不犹豫

地为了私人利益铤而走险。马克思曾写道，“现代

工业的全部历史都表明，如果不对资本加以限制，

它就会不顾一切和毫不留情地力求把整个工人阶

级弄到这种极端退化的绝境。”［２５］（Ｐ１６１）所 以“为 了

‘抵御’折磨他们的毒蛇，工人必须把他们的头聚

在一起，作为一个阶级来强行争得一项国家法律，

一个强有力的社会屏障，使自己不致再通过自愿

与资本缔结的契约而把自己和后代卖出去送死和

受奴役。”［２９］（Ｐ３４９）值得注意的是，马 克 思 在 分 析 争

取提高工资的具体方法时，除了提出限制工作日

外，还提出当工人不能影响工作日时，可以采取提

高 工 资 的 方 法。［２５］（Ｐ１６１）他 发 现，“劳 动 价 格 越

低……由此造成的工人之间的竞 争，使 资 本 家 能

够压低劳动价格，而劳动价格的降低反过来又使

他能够更加延长劳动时间。”［２９］（Ｐ６２９－Ｐ６３０）可见，法定

①

②

恩格斯在１８７５年《给奥·倍倍尔的信》中也评价道，“我 们 的 人 已 经 让 拉 萨 尔 的‘铁 的 工 资 规 律’强 加 在 自 己 头

上，这个规律的基础是一种陈腐不堪的经济学观点，即工人平均只能得到最低的工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９
卷，第５－６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３年。也就是说，拉萨尔的工资铁律反映的正是“最低限度的工资”。

莱博维奇以此为突破口，认为雇佣劳动的循环与资本的循环是相互依赖但又相对独立的两个过程，只涉及自身

总量运动的资本是片面的、不充分的，必须以劳动力和消费品之间的不断转化为前提。因 此，“在 资 本 循 环 本 身 中，已 经

存在着一个超越了这一循环的特性。”参见莱博维奇，《超越〈资本论〉———马克思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第６２－６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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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工资与限制工作日实际上是互为补充的两种

社会保障制度，它们具有同样的理论基础。

四、结论与启示

对马克思不同时期文本的梳理揭示了其工资

理论发展的历程。马克思早期的工资理论是对古

典经济学生存工资理论的继承，随着马克思理论

体系的完善，马克思的工资理论已经彻底与古典

经济学划清界限。工资作为劳动力价值的货币表

现区别于劳动力价值的最低限度，其运动主要由

资本积累过程与产业后备军来调节。不同于古典

经济学，马克思的最低工资学说只是其工资理论

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工作日理论相辅相成，以劳

动力商品的特殊性为出发点，论证了国家干预工

资决定的必要性。
在其成熟时期的著作中，马克思明确 区 分 了

两组重要的概念，即劳动力价值与工资，以及劳动

力价值的最低限度与工资的最低限度。尽管工人

阶级相对于资产阶级的弱势地位使得第一组概念

不断在现实中趋近第二组概念，这却并不意味着

它们本身具有什么内在的一致性。二者在理论内

涵上是根本不同的，这并不受彼此在表现形式上

相似性的影响。劳动力的价值是一个伸缩性很大

的可变量，既包含生理上的因素，也包含历史的道

德的因 素。相 应 地，劳 动 力 价 值 的 货 币 表 现 形

式———工资，更是处于不断的波动之中，甚至在市

场中其他因素都不变时，也常常是一个变动的值。
相比之下，劳动力价值的最低限度和工资的最低

限度在特 定 时 期 特 定 历 史 条 件 下 则 往 往 是 不 变

的，它们反映的都是生理意义上的绝对界限。低

于这一界限，不仅社会再生产无法正常进行，还会

带来劳动力的萎缩和种族退化。然而，正如劳动

者本身所具有的社会性一样，这一绝对界限也是

针对全社会而言的。单个资本家在不断追逐剩余

价值的过程中，并不会天然地感受到它的强制力。
这正是“最低限度的工资”与“工资的最低限度”的
根本不同。只要工人还没有作为一个统一的阶级

与资本相抗衡，只要关于工资的谈判还是以局部

的、零散的形式进行，实际工资就有突破它的社会

最低限度的可能。这一可能性的实现，不仅对于

产业工人是毁灭性的，对整个资产阶级也是毁灭

性的，由劳动力整体退化带来的社会成本将最终

由所有资本家和劳动者共同承担。从这个意义上

说，运用国家强制力以法律的形式对工资水平设

限，也就是说，实行最低工资制度，对资本和劳动

而言都至关重要。
事实上，早在１６９１年约翰·洛克就对此进行

过论述，强调政府应该运用法律的强制力来保障

劳动者 的 工 资，避 免 社 会 大 灾 难 的 发 生。他 说，
“这种拉和抢一般发生在地主和商人之间，因为劳

动者所得到的份额一般是仅足糊口，这使他们没

有时间或机会来想这些事情，或（采取共同行动）
与富人们争夺他们的一份；除非有某种共同的大

灾难使他 们 在 一 种 普 遍 的 纷 扰 局 面 中 联 合 在 一

起，使他们无所顾虑而鼓起胆量来用武力夺取自

己的所需；在这种情形下他们有时会突然袭击富

人，并且像洪水一样地把一切都冲掉。但是，除了

在失职和不良的政府的错误管理下，这种事情是

很少出现的。”［３１］（Ｐ６９）

然而，只要浏览一下马克思引用的英 国 资 本

主义发展早期的历史资料就不难发现，马克思口

中的“种族退化”和洛克口中的“共同的大灾难”曾
多么经常地表现为现实。英国官方派去考察工人

阶级贫困状况的斯密斯医生，不仅在１８６３年撰写

的工业蓝皮书中详细讨论了“平均至少需要多少

碳素和氮素，才刚好足够防止饥饿病”并发现，“这
个数量大约与棉织工厂的工人在极度贫困压迫下

实际上所能够得到的菲薄养料相等”；［２５］（Ｐ６）也在第

二年公布的《第六号公共卫生报告书》内写道“在调

查属于农业人口的家庭时发现，这些家庭有五分之

一以上得不到必需的最低限度的含碳食物，有三分

之一以上得不到必需的最低限度的含氮食物，并且

在三个郡里（伯克郡、牛津郡和索美塞特郡），缺乏

含氮食物是通常的现象”。［２５］（Ｐ６－７）同样的，１８６３年公

布的《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书》中也提到，“陶工这

一类人，不论男女，在体力和智力方面都是居民中

最退化的部分；不健康的儿童，反过来又要成为不

健康的父母；有增无已的人种退化是不可避免的；
斯泰福郡的居民，若不是经常有邻近地区的居民

流进来，若不是与比较健康的居民群通婚，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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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化程度是还会更加厉害的。”［２５］（Ｐ８）

近２０多年来，中国底层劳动者的生存状况同

样堪忧。程连 升 分 析１９９１—２００５年 中 国 劳 动 力

市场长期加班与就业困难的并存，提出这是２０世

纪９０年 代 以 来“重 资 轻 劳”的 社 会 政 策 造 成

的；［３２］朱玲对国 内 农 村 流 动 人 口 进 行 抽 样，发 现

其中超时劳动的现象严重，近２６％的工人每天工

作超过１２小时，他们之所以选择加班主要是受生

活所迫，“小时工资越低，迁移工人超时劳动概率

越高”，“挣钱全凭加班”的现象对工人的生理和心

理健康造成了极大的危害。［３３］李钟瑾等也发现中

国私有企 业 工 人 的 工 资 长 期 低 于 生 存 工 资 的 水

平，“工资过低和劳动超时成为私有经济发展模式

的双生儿”，中国私营经济在过去三十多年获得的

高额利润主要的来源不是技术创新，而是不断压

低劳动报酬强行拉开的私人生产成本与社会生产

成本之间的 差 距。［３４］在 最 新 的 研 究 中，潘 毅 等 对

富士康工人的调研表明低工资与超时劳动仍然广

泛存在，为了维持日常生活消费，一线工人被迫长

期加班，工资水平甚至成了制造业企业控制劳动

者的手段之 一。［３５］恩 格 斯 曾 经 这 样 评 价１９世 纪

英国的经济发展：“英国工业的威力仅仅是靠野蛮

地对待工人、靠破坏工人的健康、靠忽视整代整代

的人在社会关系、肉体和精神方面的发展的办法

来维 持 的。”［２１］（Ｐ４６２）中 国 作 为 一 个 社 会 主 义 国 家

理应避免类似情况的发生。
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发展中国家劳 动 力 市

场的特殊性在于受经济水平的制约，其工会的发

展程度受到严重限制，而针对底层劳动者的劳动

保护、工作福利以及社会保障也长期缺位，这直接

导致部分个体的基本劳动权益经常性地受到资本

的侵犯。尽管最低工资制度本身存在局限，它不

能从根本上改变资本的短期行为，企业可以选择

不遵守，也可以采取“打擦边球”、“钻空子”的方式

使劳动者的收入明升暗降。事实上，在当前中国，
最低 工 资 已 然 日 益 演 变 成 基 本 工 资、平 均 工 资。
但是，毫无疑问，最低工资制度法律效力的不断增

强，仍然能够对私营经济施加一定的限制，把社会

工资水平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避免种族退化

等极端情况的出现。在短期内工人话语权得不到

显著改善的现状下，依托国家强制力对资本进行

限制将是培育经济长久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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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Ｍ］．

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６．
［１６］　约翰·穆 勒．政 治 经 济 学 原 理 （上）［Ｍ］．胡

企林，朱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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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７］　马 尔 萨 斯．人 口 原 理［Ｍ］．朱 泱，胡 企 林，朱

和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６．
［１８］　埃 德 蒙·伯 克．埃 德 蒙 伯 克 读 本［Ｍ］．陈 志

瑞，石斌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６．
［１９］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Ｍ］．第４２卷．北京：人民

出版社，１９７９．
［２０］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Ｍ］．第１卷．北 京：人 民

出版社，１９５７．
［２１］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Ｍ］．第２卷．北 京：人 民

出版社，１９５７．
［２２］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Ｍ］．第６卷．北 京：人 民

出版社，１９６１．
［２３］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Ｍ］．第４６卷（上）．北京：

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
［２４］　马克思．资本 论［Ｍ］．第３卷．北 京：人 民 出

版社，２００４．
［２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Ｍ］．第１６卷．北京：人民

出版社，１９６４．
［２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Ｍ］．第４７卷．北京：人民

出版社，１９７９．
［２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Ｍ］．第９卷．北 京：人 民

出版社，１９６１．
［２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Ｍ］．第２９卷．北京：人民

出版社，１９７２．
［２９］　马克思．资本论［Ｍ］．第１卷．北京：人民出

版社，２００４．
［３０］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Ｍ］．第１９卷．北京：人民

出版社，１９６３．
［３１］　约翰·洛克．论 降 低 利 息 和 提 高 货 币 价 值 的

后 果 ［Ｍ］．徐 式 谷 译．北 京：商 务 印 书

馆，２００９．
［３２］　程 连 升．超 时 加 班 与 就 业 困 难———１９９１－

２００５年中国经济就业弹性下降分析［Ｊ］．中国

经济史研究，２００６，（４）．
［３３］　朱玲．农村 迁 移 工 人 的 劳 动 时 间 和 职 业 健 康

［Ｊ］．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９，（１）．
［３４］　李钟瑾，陈 瀛，齐 昊 等．生 存 工 资、超 时 劳 动

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Ｊ］．政治经济学评

论，２０１２，（３）．
［３５］　Ｎｇａｉ，Ｐ．，＆Ｃｈａｎ，Ｊ．Ｇｌｏｂ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ｔｈｅ　Ｆｏｘｃｏｎ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Ｊ］．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２，３８（４）．

Ｍａｒｘ’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Ｗａｇｅ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Ｘｉｅ　Ｆｕｓｈｅｎｇ，Ｃｈｅｎ　Ｒｕｉｌｉ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Ｒｅｎｍ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８７２）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ｕｂｓｉｓｔｅｎｃｅ　ｗａｇｅ；ｗａｇｅ；ｗａｇｅ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Ｍａｒｘ’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Ｗａｇｅ，ｔｈｅｒｅ　ｅｘｉｓｔｓ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ｄｅｂ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ｍｅ　ｄｅｅ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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