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节 经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工资生成理
论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资 

 

 初期社会主义的工资生成理论 

 

 社会主义工资理论的发展 



一、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资 

 资本主义工资的实质: 劳动力价值或价格

的转化形式 

 

 资本主义工资以劳动力价值或价格为尺

度，受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的调节 

 



二、初期社会主义的工资生成理论 

 按劳分配的理论: 多劳多得，少劳少得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长期保留商品货币关
系和工资范畴 

 与高度集中、统一管理的计划体制相适应，
国家是分配的主体，企业基本无工资分配
权 

 强调实行按劳动质量和数量支付工资的原
则 



三、社会主义工资理论的发展 

 实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企业是独立的市场经济主体，而非国家的附属物 

 坚持以按劳分配为工资分配的基本原则 
 工资分配的依据不是直接的个别劳动量而是转化为

社会劳动量 

 工资分配也不是按实际提供的劳动量而是有效的劳
动量 

 在实践中引入了按要素分配的原则 

 国家不再是分配的主体，它只是以一定的经济
手段和法律手段对工资的微观领域进行宏观调
控 

 建立工资谈判机制 



第三节 西方经济学中的工资生成理论 

 古典经济派的工资生
成理论 

 

 现代西方经济学工资
生成理论 

 



一、古典经济学派的工资生成理论 

（一）威廉﹒配第的最低生活维持费用工资理
论 

      他认为工资和商品一样，有一个自然
水平，这个水平就是最低生活资料的价
值，工资就是维持工人生活所必需的生活
资料的价值。如果低于这个水平就会使工
人不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就不能
为资本家继续生产财富；如果高于这个水
平，就会使资本家受损。 



（二）重农学派的最低限度工资理论 

主要观点是：“纯产品”理论 

 

该理论将“纯产品”看作农业产品价值
超过这些农产品而必须耗费的生产费用
的余额，将劳动者的工资只限于维持他
们最低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 



（三）亚当·斯密的工资理论 

 他认为，工人、资本所有者和土地所有者
是文明社会的三大阶级，与其相适应的有三
大收入，劳动收入——工资；资本收入——
利润；土地收入——地租，在资本主义社会
工人劳动创造的价值在扣除劳动者的工资后
才提供利润和地租。 



亚当·斯密对工资的两种解释 

 在没有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制的原始状态下，全部劳
动产品归劳动者所有，也即它的自然工资 

 在出现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之后，工资是劳动的价格。
他认为劳动也是一种商品，同其他商品一样也有价格，

即劳动价格。他还认为劳动价格有自然价格和市场
价格之分 

 自然价格：劳动者为维持自身及家庭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
价值 

 市场价格：他是由劳动者和资本家双方竞争而订立的契约
来规定的，围绕劳动自然价格而变动 



亚当﹒斯密对工资增长决定因素和工资差
别的认识   

 关于工资增长的决定因素，他认为取决于对

劳动的需求，而劳动的需求又取决于财富
的生产状况。 

 对于工资的差别，他认为有两个因素。 

 第一，职业本身的性质不同。如职业的难易，
职业本身的安全与不安全等。 

 第二，政策不让事物完全自由发展。如不让资
本和劳动力自由流动，不能有一个职业转到另
一个职业等。 



（四）大卫﹒李嘉图的工资理论 

 工资的决定 

      和亚当﹒斯密一样认为工资是劳动的价格，
以及把它分为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 

 

 工资变动的规律 

       李嘉图认为工资的高低同人口的自然增长
率呈反比。当工资比较高时，劳动者的境况繁荣，
能够供养的人口数量增多，劳动的供给就会增多，
然而当劳动者的供给超过需求时，工资便会下降。
反之亦然。     



大卫﹒李嘉图的工资生成理论 

相对工资 

     他认为劳动创造的价值在工人和资本家之

间进行分配，前者得到工资，后者得到利润。
工资的升高或降低只会引起利润的减少或增

加，而不影响商品的价值。 



（五）约翰﹒穆勒的工资基金理论 

      他认为工资决定于劳动力人数和用于

购买劳动力的资本或其他资金之间的比例。

简言之，工资决定于资本。这一理论说明
了两个观点： 

      第一，工资不是有生存资料决定，而是
有资本决定。 

      第二，在工资基金确定后，工人的工资
水平就取决于工人人数的多少。 



二、现代西方经济学工资理论 

（一）边际生产力工资理论 

 提出人：约翰.贝茨.克拉克 

 理论基本原理： 

1. 边际生产力理论包括劳动生产力递减和资
本生产力递减两个方面； 

2. 劳动生产力递减——解释工资的决定； 

3. 资本生产力递减——解释利息的决定； 

4. 因此，工资取决于劳动边际生产力。 



前提假设——“静态社会” 

 四个假设： 

1. 自由竞争市场——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 

2. 每种生产资源的数量已知，顾客的爱好或
工艺状况没有发生变化； 

3. ？？？； 

4. 无专业分工——不同行业只有单一的工资
率。 



关于假设之一的疑问 

 资本设备的数量被看作是固定的，但这些
设备的形式假定可以改变，并与可能得到
的任何劳动力数量做最有效的配合。 

1. 什么是最有效的配合？效率相同么？ 

2. 增加劳动力数量对整体效率有没有影响？
有什么影响？ 

3. 正确的理解应该是什么？ 

4. 我们讨论的结果。 



边际生产力递减原理 

 边际生产力：最后增加的一个单位工人的劳
动生产力叫做边际生产力。 

 边际生产力递减原理： 

        在上述“静态社会”假设的前提下，
如果工人的数量增加而生产设备无法增加时，
产量（边际生产力？）起先会递增，但增加
到一定数量即所有设备恰好被充分使用后，
个人所分担到的工具设备减少，劳动效率下
降，从而边际生产力递减。 



边际生产力决定工资的理论 

 工资是由投入的最后一个劳动单位所产生的
边际产量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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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均衡价格工资理论 

 提出人：马歇尔 

 理论内容：工资水平的决定是由生产要素需
求和供给两种力量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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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看工资的决定 

 从劳动力的供给看 

——劳动力的生产成本，即工人及家属养活
自己与全家的生活费用以及工人所需的培
训和教育费用； 

——劳动的负效用，或闲暇效用。 

 

 从劳动力的需求看 

——劳动的边际生产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