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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 13 章中科学地预言：“最后，大工业领域内生产力的极度提高，以及随之
而来的所有其他生产部门对劳动力的剥削在内涵和外延两方面的加强，使工人阶级中越来越大的部分有可能被
用于非生产劳动，特别是使旧式家庭奴隶在“仆役阶级”（如仆人、使女、侍从等等）的名称下越来越大规模地
被再生产出来。
现代社会中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并不直接从事生产性劳动，而是从事非生产性劳动的工作，如企业管理人员、警
察、律师、医生、会计、保姆、销售、店员、中介、公务员等第三产业的职业。那么这些职业的劳动并不直接形
成价值，因此也就也不创造剩余价值，那么他们属于剥削阶级吗？
因此，有些人指责知识分子从事的不是生产劳动，属于剥削者，从而提出想要修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主张
知识也创造价值（真实目的在于，这样修改之后，资本也就创造价值了）
提示：《资本论》第三卷第 17 章：“这些办事员的无酬劳动，虽然不会创造剩余价值，但会为他创造占有剩余价
值的条件；这对这个资本来说，结果是完全一样的”。

回答 这样的劳动者，并不属于剥削阶级。
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考虑这些非生产劳动者，如企业管理人员，在剩余价值的生产中扮演的角色，马克思有
过论述1：“商人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关系不同于产业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关系。产业资本通过直接占有别人的无酬
劳动来生产剩余价值。而商人资本使这个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从产业资本手里转移到自己手里，从而占有这部分
剩余价值⋯⋯商业工人不直接生产剩余价值。但是，他的劳动的价格是由他的劳动力的价值决定的，也就是由
他的劳动力的生产费用决定的，而这个劳动力的应用，作为力的一种发挥，一种表现，一种消耗，却和任何别的
雇佣工人的情况一样，是不受他的劳动力的价值的限制的。因此，他的工资和他帮助资本家实现的利润量之间，
不保持任何必要的比例。资本家为他支出的费用，和他带给资本家的利益，是不同的量。他给资本家带来利益，
不是因为他直接创造了剩余价值，而是因为他在完成一部分无酬劳动的时候，帮助资本家减少了实现剩余价值
的费用。”
因此，现代社会中第三产业的劳动者所扮演的角色，和马克思提到的商业工人的角色是一致的。他们并非同产
业工人一样直接生产商品（创造价值），但是他们的劳动力被用于帮助资本家减少实现剩余价值的费用（即被用
于实现价值）：教师的劳动力被用于培养无产阶级；医生的劳动力被用于维修无产阶级；警察的劳动力被用于保
护、看管无产阶级；销售人员的劳动力被用于推销商品⋯⋯
从而，可以看到，从事非生产性劳动的劳动者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一样是被剥削的一方，会计等办事员经
手可达上千万金额的账目，没有他们，资本的流转无从谈起，但这些人每月的工资数千而已，甚至由于这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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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电算化，对于熟练白领的需求也越来越少，马克思如此描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是使教学方法等等面向
实践，随着科学和国民教育的进步，预备教育、商业知识和语言知识等等，就会越来越迅速地、容易地获得，越
来越普及，越来越便宜地再生产出来。由于国民教育的普及，就可以从那些以前没有可能干这一行并且习惯于
较差的生活方式的阶级中招收这种工人。这种普及增加了这种工人的供给，因而加强了竞争。”这不就是当今工
商管理等一众文科专业的学生的现状吗？

题目 现在有的人声称“股份制改革就是马克思的重建劳动者个人所有制”。那么，让工人持有一部分股票，能
不能起到重建劳动者个人所有制的作用？从而既保留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又消除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的弊端？
提示：《反杜林论》和《资本论》第三卷：“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虽
然它在自己的实际组织中，当然到处都再生产出并且必然会再生产出现存制度的一切缺点。但是，资本和劳动
之间的对立在这种工厂内已经被扬弃，虽然起初只是在下述形式上被扬弃，即工人作为联合体是他们自己的资
本家，也就是说，他们利用生产资料来使他们自己的劳动增殖。这种工厂表明，在物质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
社会生产形式的一定的发展阶段上，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怎样会自然而然地从一种生产方式中发展并形成起来。
没有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的工厂制度，合作工厂就不可能发展起来；同样，没有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
产生的信用制度，合作工厂也不可能发展起来。信用制度是资本主义的私人企业逐渐转化为资本主义的股份公
司的主要基础，同样，它又是按或大或小的国家规模逐渐扩大合作企业的手段。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
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
是消极地扬弃的，而在后者那里，对立是积极地扬弃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7 卷第 498 页。

回答 让工人持有一部分股票的股份制改革，就是让工人成为自己的资本家，重建劳动者对生产资料（为股票
所代表）的占有权，将剩余价值收回到工人手中。然而，这并不能重建“劳动者个人所有制”。
首先，股份制改革的结果是工人联合起来作为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或许可以称为“实验性劳动者联合所有制”。
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不可能再存在小农时代的劳动者个人便占有生产资料的情况了，依托股票信用制度，
虽然将生产资料所有权分割到个人，但这是虚幻的个人所有制，当有人根据股票声索对应的生产资料时，只会
发现强行分割生产资料意味着破坏生产资料，从而股份制改革也只带来了一种联合所有制。
此外，将股份制改革推向终点，就是所有股份均归工人所有、废除了雇主存在的合作社制度，工人们在合作社
内齐心协力，自行生产。那么合作社制度怎么样呢？马克思曾对合作社大加称赞2：“但是，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对
财产的政治经济学还取得了一个更大的胜利，我们说的是合作运动，特别是由少数勇敢的“手”独力创办起来
的合作工厂。对这些伟大的社会试验的意义不论给予多么高的估价都是不算过分的。工人们不是在口头上，而
是用事实证明：大规模的生产，并且是按照现代科学要求进行的生产，在没有利用雇佣工人阶级劳动的雇主阶
级参加的条件下是能够进行的；他们证明：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劳动工具不应当被垄断起来作为统治和掠夺
工人的工具；雇佣劳动，也像奴隶劳动和农奴劳动一样，只是一种暂时的和低级的形式，它注定要让位于带着
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但是也应该看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发展合作社制度，将会遇到行业托拉
斯，垄断资本的阻挠，“不管合作劳动在原则上多么优越，在实际上多么有利，只要它仍然限于个别工人的偶然
努力的狭隘范围，就始终既不能阻止垄断势力按照几何级数增长，也不能解放群众，甚至不能显著地减轻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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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贫困的重担⋯⋯要解放劳动群众，合作劳动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因而也必须依靠全国的财力。但是土地
巨头和资本巨头总是要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维护和永久保持他们的经济垄断的。”
那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合作社，便必须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了。让工人持有股票的想
法并不新鲜，已经证明这种改良的做法既不能实现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私人占用，也不能消除资本主义所有制
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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