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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 《资本论》 第 1 卷中曾说过， “想根据 （市场经济的———引者注） 效用原则来评价人的一

切行为、 运动和关系等等， 就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 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

的本性”。 [1] 这个所谓 “人的一般本性” 主要就是人在劳动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本性。 这个特殊的变化着

的人的本性， 依据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异化辩证法， 是 “一般人性” 的 “反题”， 由各个有阶级存在的历

史阶段的不同的社会关系的总和来决定， 它是一般劳动的 “异化”。 但是这个异化的扬弃就是更高发展

阶段的人的本质与力量的复归与发展： 人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 人与自然界的物质、 能量、 信息的交换

和协调的进化， 自然主义的和人道主义的人性。 人类追求的， 无论理想的和现实的， 不过就是这种境

界。 但是只有产业和产业结构的发展才能逼近它， 所以上述问题必须与产业结构一起研究。

一、 劳动过程与产业的出现

在一定的产业中进行劳动与生产， 始终是人类的根本特征， 因此只有分析清楚劳动的过程才能了解

人及其产业。

（一） 劳动是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 能量的变换和信息交换的过程。 这个过程是遵守热力学第一

定律即能量守恒和转化的过程， 遵循自然界物质循环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只能改变物质的某种

形态， 而不能创造一个原子， 所以不能用 “征服自然” 这个术语来表达劳动过程。 马克思在 《资本论》

中一再指出， 劳动过程遵循自然规律问题， 因为那时科学已发现能量守恒定律。 马克思知道人类只有认

识和运用自然规律， 遵循这些规律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所以马克思说： “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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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是人以自己的活动来引起、 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 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

与自然物质相对立。 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 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

腿、 头和手运动起来。 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 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

然。 他使自身的自然中沉睡着的潜力 （powers） 发挥出来， 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 [2]

（二） 劳动是有目的的活动。 马克思说： “我们要考察的是专属于人的劳动。 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

动相似， 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 但是， 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

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 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 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 劳动过程结束时

得到的结果， 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 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 他不仅使自然

物发生形式变化， 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 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 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

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 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 [3] 这里劳动需要一种意志力。 劳动者越是不

能把劳动当做自己的体力和智力的活动来享受， 就越需要这种意志力。

（三） 劳动需要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 （又称为生产手段）。 劳动是以劳动资料为中介的。 所谓劳动对

象就是需要对之进行劳动的和在其中进行劳动的那部分自然界， 它提供我们矿石、 猎物、 果实等等现成

物， 让我们从中选择出来。 但是还有更多的劳动对象是我们经过劳动使之发生变化的劳动对象， 它就是

生产中的原材料。

所谓劳动资料是劳动者置于自己与劳动对象之间， 用来把自己的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的物或物的

综合体。 马克思说： “劳动者直接掌握的东西， 不是劳动对象， 而是劳动资料……这样， 自然物本身就

成为他的活动的器官。 他把这种器官加到他身体的器官上， 不顾圣经的训诫， 延长了他的自然的肢体。”

劳动资料的使用和创造是人类劳动过程的独有特征。 “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 而且

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 他引用富兰克林给人下的定义： 人就是能制造劳动工具的动物。
[4] 这样劳动过程的特征是很明显的， 它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 能量、 信息的转换和交换的过程， 这个

过程是有目的性的。 这种目的性表现在劳动过程之前， 劳动的结果已观念地存在于人的意象中， 这种目

的是人所意识到的， 它作为意志支配着人的活动来达到目的。 这个过程是以生产资料， 即生产工具为手

段。 人类能制造出达到自己目的的物质手段是人类劳动的根本特征。 这些手段是人类器官的延长： 汽车

是人腿的延长， 机械工具是人手的延长， 计算机是人脑的延长。 它们大大扩展了人类的力量。 人的劳动

本身、 劳动资料和作为劳动对象的自然界是人类生产力的三大要素。

（四） 劳动过程本体论决定的技术认识论的实践推论 （practical reasoning）。 这个推论就是依据自然

定律和技术规则， 运用必然的手段来达到人的目的的行动决策逻辑。 它由因果律陈述 A→B、 目标陈述

E （B）、 手 段 陈 述 M （A） 推 论 出 人 的 劳 动 过 程 或 技 术 行 为 的 决 策 D。 逻 辑 学 家 冯 赖 特 （G. H. Von
Wright） 于 1963 年与马克思不谋而合地提出他的实践推理的下述模式：

（1） 目的陈述 E （B）： 某人想要使他的小房子适合居住；

（2） 手段陈述 M （A）： 除非这小房子被加热， 否则不宜居住；

（3） 行为决策 D： 所以， 这小房子必须被 （must be） 加热。

这里， 马克思从劳动本体论上， 冯·赖特从认识论上论证实践推理。 [5] 这个逻辑在马克思主义的技术

哲学中有进一步发挥。

（五） 劳动过程和产业分工的萌芽。 马克思对劳动过程及其要素的分析， 显示了产业要素的萌芽。

首先天然的劳动对象， 预示着存在农业、 林业、 畜牧业、 农副业、 渔业等各种具体产业的萌芽； 各种原

材料的劳动对象， 意味着矿业、 食品加工业等的萌芽； 而劳动资料的划分， 出现了机械制造工业、 化学

工业、 医疗器械工业等的萌芽； 至于关于有目的的劳动者本身的培训， 出现了各种文化产业、 教育产业

等的萌芽。 劳动过程越复杂， 分工越发展， 各种类型的产业越是多种多样。 因此产业是随着生产力的发

展而发展的。 它是一个不断分化又不断整合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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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劳动与产业的异化

马克思在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中使用异化概念 （alienation）。 当然这个概念也可用于其他社

会形态和其他实践领域， 但马克思讨论的问题主要是劳动在大工业和资本世界中的异化： 大工业机械化

过程中， 人被异化为机器的奴仆和资本的奴仆。

异化一词， 按照黑格尔的标准解释， 它是本来与自身相结合的 “本质” （essence） 和 “能力” （po-
tentialities） 被分离出来， 反过来 “超越” 自己， 反对自己， “压迫” 自己这样一种状态和自我经验。 异

化就是本来和谐地结合在一起的事物被置于彼此对抗的状态。 所以马克思引进一种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和

传统工业文明的进路： 揭示它们的异化性质； 同时又开辟了一种进路说明劳动与 “人性” 的本真状态应

该是劳动者的自由的、 自主的和自我实现的 “本质” 与 “性质” （human nature）。 揭示工人的劳动异化

的性质就要分析劳动与技术异化的种种表现。 它表现为工人成为自己产品的奴隶： 自己的产品成为奴

役、 压迫自己的工具， 这叫做劳动产品异化。 它还表现为劳动过程的异化： 劳动过程异化为机器的节

律， 本来表现出自己能力和兴趣以及劳动中的快乐变成为一种单调、 重复、 机械、 无味以及有害于自己

身心健康的奴隶式的劳动， 即强迫劳动。 它还表现为人的本质的异化： 工人的活动异化为一个动物生存

式的活动， 这叫做人 “类” 的或人的 “种类” 的异化。 最后表现为人与人关系的异化： 人与人本来是合

作劳动、 共同工作与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 现在却异化为人压迫人、 人剥削人、 人与人的生存竞争。

（一） 劳动产品的异化。 马克思说了一个基本观点： “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 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

越大， 他就越贫穷。” [6] “工人在他的产品中的外化， 不仅意味着他的劳动成为对象， 成为外部的存在，

而且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种与他相异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 并成为同他对立的独立力

量； 意味着他给予对象的生命是作为敌对的和相异的东西同他相对立”。 [7] 所以马克思说： “工人在劳动

中耗费的力量越多， 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 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 他自身、 他的内部

世界就越贫乏， 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 [8] 这就是马克思后来在 《资本论》 中发展为工人阶级在资本与

工业的奴役下不仅相对贫困化而且绝对贫困化的论点。

关于产业劳动产品异化的另一种表现， 就是产业的产品异化为污染源使人类饱受摧残的情况。 例

如， 人们的技术越进步， 产业越发展， 就越要燃烧更多的煤； 煤是劳动的产品， 工业的原材料和动力

源， 一经使用， 就放出大量有毒气体。 而据报道， 全世界的煤有一半在中国燃烧。 联合国 2011 年 《人

类发展报告》 专栏 3.2 节， 对中国的空气污染与健康问题做了这样的描述： “中国户外空气污染十分严

重， 尤其在城市和北方地区， 一项近期的官方环境评估认为： 几乎每五个中国城市中就有一个不符合政

府环境标准： 满足世界卫生组织的控制质量标准更是无从谈起。 在中国， 每年与户外空气污染有关的死

亡人数高达 30 万， 每年呼吸道病例达 2000 万起， 卫生总费用估算约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 3%。” [9] 这就

是马克思所说的产品异化为我们生命的敌人。 这里的异化概念起到批判工业文明和国际资本的作用。

（二） 劳动过程的异化。 不但劳动的结果发生了异化， 而且劳动过程， 即产生异化结果的过程本身

也异化了。 劳动过程本身怎样了呢？ 它的异化表现在哪里？ 表现在劳动过程中工人在心理感受上的异化

和劳动过程本身在归属上的异化。

本来， 劳动是生活上的一种需要， 是体力、 智力的一种自由和创意的发挥。 但在大工业中， 工人在

劳动过程中 “不是感到幸福， 而是感到不幸， 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 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

折磨、 精神遭摧残。 因此， 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 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 他在不劳动时

觉得舒畅， 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 因此， 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 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只要

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 人们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 [10] 至于劳动过程的归属， 对工人来

说， 对于劳动过程他丧失了自主性， 这劳动过程不属于自己的， 而是属于别人的， 属于资本的， 属于机

器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活动。

关于劳动过程的异化的情况， 我们不需要追索太远去寻找马克思 1844 年写经济学哲学手稿和恩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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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 1845 年写 《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 的时代， 在我们珠江三角洲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劳动异化情况是有

目共睹的， 只是许多人和地方干部熟视无睹罢了。 美国著名作家 Leslie T. Chang 所著的 《工厂女孩： 在

中国变化中她们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 一书中， 就生动地给出中国珠江三角洲的外地劳动的状况。 例如

20 个工人共一个房间住宿， 50 个工人共一个厕所。 上世纪 90 年代， 在耐克 （Nike） 鞋厂和阿迪达斯

（Adidas） 鞋厂， 每个工人每月只可以获得 60—70 元人民币的工资。 Leslie Chang 这样描述工人装配流

水线上的工作： “耐克鞋厂的工作有这样的等级： 开发部门做鞋的样品， 它数量少， 没有生产的压力；

他们将样品交给做切割和做鞋底的工人， 这是装配线上的开端， 也许比较自由一些； 最紧张的是被锁在

生产链中间的缝纫鞋面的工人和装配鞋子的工人， 他们来自两头的压力 （最后那头是质量检查）， 他们

工作十分紧张， 工人称它为： 缝纫被骂到死！ 装配做到死！ 切割割到死！ 真是 ‘做到残！ 做到烦！ 做到

头晕心都淡啊！’” “他们每天工作 11 个小时， 一个月才休息一天”。 美国总公司的老板只问这些品牌的

成本与价格。 “这是达尔文所说的， 只有最强者生存” （As Darwin said, only the strongest survive）。 [11] 人

异化为机器的一个零件并异化为生存竞争的动物在这里表达得非常充分。

（三） 劳动的人类本质 （Species being or species-essence） 异化为只是个人生存手段。 劳动的产品被

异化了， 劳动过程也被异化了。 于是人类的本质或 “类的存在” 也被异化了。 这首先是一个人类对自然

界的能动关系被异化的问题。

什么是人类的本质呢？ 马克思将人类与其他动物进行比较， 得出如下结论： 人类不仅仅有丰富的物

质生活的生产而且有丰富的科学、 艺术与文化的精神生活的生产， 人类有自由意志自我反思的生活因而

彼此要求平等相待， 人类还有以美的尺度来考量的全面的需要和发展， 这是人的 “类的基本特征”。 [12] 但

异化劳动把人类的这些根本特征剥夺去了。 将人的这些类特征、 类的生活， 变成仅仅维持个人生活 （维

持肉体生存需要） 的手段。 [13] 也就是说， 异化劳动将人的丰富多彩， 有科学、 艺术、 自由意志的生活降

格为一种动物维持生命的生活。

（四） 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 自己的生命活动、 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

人与人本来是合作劳动、 共同工作与共同创造美好未来的， 现在却异化为人压迫人、 人剥削人、 人与人

的生存竞争， 产生了资产阶级、 私有财产和资本主义的一切恶劣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

三、 劳动与产业异化的扬弃

现在， 我们来分析劳动与产业异化的扬弃。 按照产业发展的辩证法， 马克思不仅分析了劳动的一般

性质和劳动的异化， 还分析了劳动异化的扬弃， 即向着发展着的人的本性的复归。 他说： “共产主义

（a） 还具有政治性质， 是民主的或专制的； （b） 是废除国家的， 但同时是还未完成的， 总还是处于私有

财产即人的异化的影响下。” 但 “这两种形式的共产主义都已经认识到自己是人向自身的还原或复归，

是人的自我异化的扬弃”。 [14] 这里他已经看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人性的复归与发展。 “共产主义是

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它是人向自身、 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 这种复归

是完全的， 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 这种共产主义， 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
人道主义， 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 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 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

是存在和本质、 对象化和自我确证、 自由和必然、 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 [15]

马克思关于劳动与产业异化的扬弃这段话是在 170 年前写的。 170 年来国际资本和世界工人运动和

共产主义运动向我们提出了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1） 在资本和私有制存在的条件下，

工人阶级、 产业的管理阶层甚至政府有没有可能依靠一般人性的力量或潜能来逐步克服劳动与产业的异

化？ （2） 马克思所说的 “民主的或专制的” 社会主义有没有劳动与产业的异化， 还有没有可能产生新的

“异化”， 例如， 由人民的公仆异化为人民的老爷？ （3） 什么是马克思的人道主义， 它什么时候能在产业

中推行？ 要等到共产主义吗？ 本文只讨论第一个问题。

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 “异化” 一词是一个隐喻， 用于批判资本主义和它的产业文明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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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富不均和工人阶级的生活困境， 并不是说人真的变成机器或变成产品。 马克思对人性是有信心的， 不

然的话他就不会提出人的 “类本质”， 人的 “本质存在” （essential being）、 “本质力量” （essential power）
和人的 “类的能动性” （species-activity）。 他认为正是这种人性可以成为一种对抗 “异化” 的力量。 让

我们再返回珠江三角洲来讨论这个问题。

珠江三角洲外地劳工的劳动 “异化” 是不是被强迫劳动， 或者等于被强迫劳动？ 我们不能亲自体会

英国早期工业革命关于 “羊吃人” 的情况， 即大量农民被圈地运动从乡村赶了出来， 进入城市， 不到工

厂去劳动就得饿死。 中国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的民工潮， 并不是这样， 许多人到城市里来打工， 是因

为农村青年是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有些人甚至在农村里闲得发慌， 她 （他） 们进入城市的动机是很复杂

的。 除了想赚钱外， 他们还想实现自己的生活理想， 想提高自己的技术与经验， 想 “看看世界”。 因此，

他们有一种为更高的生活理想而拼搏的奋斗精神。 所以从这方面看， 他们是自由的。 他们是否有可能实

现自己的理想呢？ 是有可能的。 事实上他们在城里的工厂劳动， 不合意就可以跳槽。 正是这种跳槽使工

厂的血汗制度不得不改善。 也正是这种跳槽使工人的技术水平和生活工作经验有所提高、 有所丰富， 成

为对产业劳动的多样性相适应的比较全面发展的个人。 正如马克思所说， “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

的， 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因此， 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 职

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

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 ‘鞋匠， 管你自己的事吧！’ ……已成为一种可怕的

愚蠢了。” [16] 这正好说到了今天珠江三角洲耐克 （Nike） 鞋厂的 “鞋匠”。

所以， 只要工人有一种奋斗的精神， 在不断变化的工作与职业中发展自己、 完善自己是完全有可能

的。 根据 Leslie Chang 的研究， 事实上 20 世纪 90 年代到深圳和东莞打工的工人， 一直坚持下来的， 大

部分都变成白领中产阶级了， 所以就个人来说， 在产业中被异化是可以摆脱的。 人毕竟不是机器。

那么这种异化是不是必然达到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和相对贫困化的地步？ 我们首先需要界定一个绝

对贫困化和相对贫困化的标准， 应该采取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标准较为合适。 所谓一个人绝对贫困， 就

是他平均每天的收入少于 1.25 美元。 所谓一部分人相对贫困的程度， 就是参照他所在国家的基尼系数。

如果基尼系数高过 0.4， 就说明该国家或地区贫富不均或有相对一大部分人口处于相对贫困的状态。

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 2010 年中国总贫困线比 1990 年减少了一半。 如果从 1980 年算起， 1980 年

中国有 77%的绝对贫困人口， 而 2008 年这个数字降低到 14%。 1981 年以来脱贫 6.6 亿人口， 现在还有

1.3 亿未脱贫。 [17] 耶鲁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指出： “30 年前， 中国只有 16%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上， 而到

了2005 年， 却只有 16%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18] 这个数字也和世界银行的报告相一致。 可见， 中国

工人阶级， 主要指的外地劳工 （又称农民工， 其实现在的 “农民工” 基本上不会种田）， 他们并没有绝

对贫困化。 至于相对贫困化，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不发达国家都有贫富差别缩小也有贫富差别较为悬

殊的。 例如瑞典、 丹麦和日本， 基尼系数 2010 年达到 0.20， 而中国基尼系数 2008 年以来一直在 0.48
以上， 2012 年达到 0.61。 [19] 《联合国 2011 年人类发展报告》 指出， “在中国， 2008 年最高层的 1/5 人群

的收入 占总收入的 41%， 而 衡 量 收 入 不 平 等 增 长 的 基 尼 系 数 从 1981 年 的 0.31%增 长 到 了 2005 年 的

0.42%”。 [20] 所以， 也不能由这些事实推论出工人阶级必然走上相对贫困化。 如果有人依然坚持在资本世

界里工人阶级必然是绝对贫困化和相对贫困化的， 那他必定是读完 《资本论》 后就睡着了。

说产业劳动使人异化成为机器的一个部分， 异化成为机器的奴仆， 又说产业展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

本质， 是自由、 能动性和全面发展的标志。 这不是矛盾吗？ 是！ 不过这是辩证的矛盾而不是逻辑矛盾。

它说了三件事。 （1） 劳动、 产业， 有揭示人性的普遍性或一般性的一面。 （2） 劳动、 产业， 在特定条件下

有异化的一面， 即异化为机器的奴隶。 在忍受不了这种单调、 重复、 强制的时候还有人干脆了断了自

己。 就中国的工业流水线上， 有数以百计的外地劳工走上自杀的路。 报张、 杂志、 网站普遍报道， 每年

珠江三角洲的工人们有三万个手指头被切去。 这还不是异化的方面吗？ 但即使有这种异化的现象， 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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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劳动者还是没有丧失他们的劳动积极性、 进取性， 从而走出困境求生存、 求进步、 求发展这种 “人

的本质” 的一面。 这是一种潜能、 一种力量、 一种毛泽东所说的 “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 这不是一种

描述性的异化， 而是规范性的异化， 即对异化进行规范， 人有克服异化的一面。 （3） 劳动被异化了， 是

在特定的具体条件下被异化的。 这种异化又会走向对立面， 扬弃这种异化达到人性更高的发展。 这是我

们对马克思异化矛盾的解读。 也只能和必须做出这样的解读。 因为马克思的手稿是用黑格尔正、 反、 合

的语言写的， 这种语言是需要解读的， 并且不同的立场、 观点有不同的解读。 这是诠解学， 在诠释中发

展社会科学。 我们对马克思哲学的解读是： 它是异化的辩证法、 实践的唯物论和人道主义的伦理学。

四、 产业结构发展的根据

马克思在 《资本论》 第 2 卷中， 从社会的再生产的条件出发， 将产业划分为两大部类 （Two Depart-
ments of Social Production）： 生活资料的生产部类 （生产个人消费品） 和生产资料的生产部类 （生产劳动

手段）。 这种划分是从劳动过程结构的一般性质出发的。 因为社会必须消费生活资料， 以满足社会成员

的物质、 文化的需要， 因此就有生活资料生产的各个产业部门。 但生活资料的各个产业部门要进行生

产， 关键问题是要有必要的生产资料。 要生产小麦， 需要有可种植小麦的经过劳动加工的土地和拖拉

机、 收割机等生产资料， 这些机器由制造业生产出来， 并且在使用过程中需要不断地修理、 更新和改

进。 所以任何社会， 特别是工业社会要生存， 就必须要有生产资料生产的产业部门。 马克思称生活资料

生产的产业部类为第二部类， 而生产资料生产的产业部类为第一部类， 以显示生产资料生产的重要性。

在整个产业发展过程中， 基本倾向是人的体力劳动日益为机器所代替， 这反映在资本的投资上就是资本

的有机构成 C/V 的提高， 就是投入购买生产资料的资本 （C） 与投入购买劳动力支付工人工资的资本

（V） 的比例不断增大。 如果用劳动的语言来表达， 就是物化劳动与活劳动比例的数值不断增大， 或者叫

做劳动的技术装备系数的提高。 例如， 用一把锄头比起用一部自动控制的采掘机械在矿山上挖煤矿， 后

者的劳动技术装置大大提高了， 即劳动过程中物化劳动与活劳动比例不断提高， 这个产业技术发展的规

律是很明显的。 不过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说， 物化劳动与活劳动比例应该记为 C/V+M （M 是剩余价

值）。 我们可以称这个规律为在产业生产过程中， 资本的有机构成、 劳动技术装备系数或物、 活劳动比

例不断提高。 马克思在 《资本论》 第 2 卷中十分强调这个规律。 只要确定了这个事实， 我们就会得出产

业结构及其发展的比例关系： 第一部类的产业发展速度必然要比第二部类的产业发展速度快， 虽然马克

思没有直接提出这个比例关系。 下面我们以资本投入的比例来证明这个部类比例关系的结论。

设计算期开始， 社会第一部类的国民生产总值为 P1， 显然 P1 的价值组成由 C1 （投入生产资料的资

本价值量）、 V1 （发放工人工资的资本价值量） 和 M1 （资本的剩余价值量） 三部分组成； 又因社会本身

需要扩大再生产， 所以 M1 又分为 m1 （消费基金）、 △C1 （用于购买生产资料的积累基金）、 △V1 （用于

增加发入工人工资的积累资金， 主要是招募新的工人）。 这样第一部的总产品的价值组成便是：

P1= C1+V1+M1= C1+V1+△C1+△V1+m1= C1+△C1+V1+△V1+m1

同样， 这时第二部类产品产量 P2 也是由 C2、 V2、 M2 （即 m2+△C2+△V2） 组成。

这样， 计算期开始时的公式为：

P1= C1+V1+M1= C1+△C1+V1+△V1+m1

P2= C2+V2+M2= C2+△C2+V2+△V2+m2
△ …………………… （1）

而交换条件为 V1+△V1+m1 = C2+△C2 和 V2+△V2+m2 = C1+△C1……………… （2）
即第一部类有价值为 【V1+△V1+m1】 的产品必须要与第二部类价值为 【C2+△C2】 进行交换， 不然的话第

一部类产业的工人和资本家吃什么？ 同样， 第二部类的生产需要买入生产资料， 不然这些产业怎能开

工？ 在数学上， 这个交换条件的好处就在于可由第一部类的价值组成项目 （下标为 1） 变换为第二部类

的价值组成项目 （下标为 2）， 反之亦然。 由 （2） 式代入下式， 可推出两个部类是等速平行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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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结论之所以能够得出， 已暗含有机构成不变的条件， 读者如果有兴趣可参考笔者的论文。 ①

现在我们来看看当资本有机构成或劳动技术装备系数提高的条件下为什么第一部类产业的发展速度

大于第二部类的发展速度。 当资本有机构成 （或物活劳动比例） 提高之时， 就有：

d
dt

（C1+△C1） ＞ d
dt

（V1+△V1+m1）

d
dt

（C2+△C2） ＞ d
dt

（V2+△V2+m2） ．．．．．．．．．．．．．．．．．．．．．．．．．．． （4）

由交换条件 V1+△V1+m1 = C2+△C2 得到

d
dt

（V1+△V1+m1） = d
dt

（C2+△C2） ．．．．．．．．．．．．．．．．．．．．．．．．．． （5）

（4 上式） ＋ （5） 得：

d
dt

（C1+△C1+V1+△V1+m1） ＞ d
dt

（C2+△C2） + d
dt

（V1+△V1+m1）

由 （2） 与 （4） 得： d
dt

（V1+△V1+m1） = d
dt

（C2+△C2） ＞ d
dt

（V2+△V2+m2）

故 d
dt

（C2+△C2） + d
dt

（V1+△V1+m1） ＞ d
dt

（C2+△C2） + d
dt

（V2+△V2+m2）

即 dP1

dt = d
dt

（C1+△C1+V1+△V1+m1） ＞ d
dt

（C2+△C2+V2+△V2+m2） = dP2

dt
一个社会的第一部类产业的发展速度大于第二部类产业的发展速度， 必然导致第一部类产业的比重

大于第二部类产业的比重。 因此， 大致地说， 如果农业是第二部类的主要产业， 工业化的结果会导致城

市工业人口比农业人口多。 如美国农业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 6%。 产业结构和它的发展来源于劳动结构

及其发展，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问题的另一方面是， 我们从劳动过程的分析中看到， 随着生产过程竞

争的发展， 随着劳动过程创新的不断出现， 随着科学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含量越来越高， 投入研究与开

发的资金越来越多， 工程师和管理人员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所有这一切将改变劳动过程中的

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比重结构： 脑力劳动对体力劳动的比例或权重不断提高。 如果将这个比例称为劳

动有机构成， 按照以上类似的数学推算， 社会上将出现一个 “第三部类”， 包括文化产业、 教育产业和

信息产业。 第三部类的发展速度要比第一和第二部类的发展速度又要快得多， 这是产业发展的一个规律

性。 与一般所说服务行业产业即 “第三产业” 有所不同， 在第三产业中， 事实上是包括了许多第二部类

的生产， 即消费资料的生产， 如饮食业、 旅游业、 娱乐业等等， 它们应该排除在第三部类产业之外。 经

过这样一个划分， 我们可以看到， 第三部类主要是专业脑力劳动者活动的场所。 社会上的中产阶级较高

地集中在这些行业， 在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中， 典型的工人阶级即产业工人只占劳动者的 10%左右。
[21] 这和马克思著作中讲到的竞争导致阶级的两极分化， 整个社会日益成为人数愈来愈小的寡头资产阶级

和越来越庞大的赤贫的无产阶级的两极社会这种情况相反； 产业的发展导致社会中间阶级数量的不断增

加才是客观事实。 如果不顾这个事实， 那他一定是在读完马克思的 《资本论》 后又睡着了。 如果顾及这

个事实， 我们就可以解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高科技和技术创新的重要性、 核心技术和核心产业的

重要性、 教育改革和人才培养以及当代共产主义运动的转型等一系列问题了。

①张华夏： 《生产资料优先增长原理的哲学分析和数学证明———对丁肖逵 （于光远） 一文的意见》， 《经济研究》
1957 年第 1 期。

dP1

dt = d
dt

（C1+△C1 +V1+△V1+m1 ） = d
dt

（V2+△V2+m2 +C2+△C2 ） = dP2

dt
…… （3）

交换条件
↑

↓

（下转第 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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