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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38位著名学者纵论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专家学者以一种社会责任的担当，以研读《马克思恩格斯文
集》和《列宁专题文集》为中心，结合其他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的文献，并放眼世界，以我国改革开
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而不仅仅是就理论谈理论，着眼于
对实际问题的思考而不仅仅是关心理论问题，从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与不同领域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
新的解读与阐发，并评析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这对于更好地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大众
化，进一步研究和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升中华民族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无疑具有重要
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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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劳动力是人的劳动能力。马克思说：“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一个人的身体即
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他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①从有人类那一天起
，人就具有劳动能力。但是劳动力成为商品却需要有一定的条件。第一，劳动力的所有者人身是自由
的，即是法律上的自然人，他能够“自由地”支配自己，把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来出卖。如果像奴
隶、农奴那样没有人身自由，他是不能把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的。同时，这种出卖还必须是按
照一定的时间一次一次地出卖，如果是一次性卖尽，那就是出卖自己的身体而不是出卖劳动力（即劳
动能力）了，换句话说，那就是卖身为奴了。第二，劳动力的所有者必须没有任何生产资料，他除了
把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之外，再没有别的谋生之道。假如他还占有生产资料，还能出卖自己的
劳动产品，那他就不会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也就是说他还不会成为雇佣劳动者。 可见，要把货币转化
为资本，要能够生产出剩余价值，资本家必须在市场上找到自由的劳动者，这个“自由”有两重含义
：一方面，他在人身上是自由的，能够把自身的劳动力当做自己的商品来出卖；另一方面，他没有别
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能力所必需的东西。 应该指出，劳动力
成为商品是需要有历史条件的，并不是任何时代劳动力都可以成为商品。只有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
劳动力才能够成为商品。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里，奴隶、农奴也丧失了生产资料，但他们人身并不
自由，因而他们不能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劳动力不可能成为商品。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条件下，由于
生产资料属于全体劳动人民所有或部分劳动人民集体所有，劳动者是生产资料的主人，所以劳动力也
不可能成为商品。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社会的发展形成了上述两个条件，劳动力才成为商品
，成了买卖的对象。 顺便说一下，劳动力是不是商品，是有关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以及整个社会制度
性质的原则问题，绝不能用劳动力这种生产资源的配置方式（通过计划还是通过市场来配置）来论证
劳动力是不是商品。 还要提醒一下，必须把劳动力同劳动严格区分开来。劳动是一种活动，它是劳动
力在生产过程中的实现，也就是说，劳动是劳动力的使用。劳动力是人身体里蕴藏着的能力，它在一
定历史条件下可以成为商品，但作为一种活动的劳动却不能成为商品。劳动能够创造价值，但它本身
并没有价值，因为价值是活劳动的凝结，而不是活的劳动过程本身。把劳动力与劳动混淆在一起，就
不能正确理解剩余价值理论。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陷入了困境，他们把劳动当成
商品，认为劳动具有价值，那就怎么也解释不了剩余价值是怎么产生的。恩格斯在为马克思的《雇佣
劳动与资本》撰写的“导言”中专门谈了这个问题。 那么，资本家购买到了劳动力，怎么就能生产出
剩余价值呢？这就要分析劳动力这种商品的特殊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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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38位著名学者纵论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编，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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