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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的劳资利益关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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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非公有制领域就业人口的逐渐增多，劳资矛盾冲突问题越来越突出。 

劳资关系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的核心，通过分析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理论，马克思恩格斯构建起来科学社会主义的 

理论大厦。马克思恩格斯的劳资关系思想主要包括劳资关系形成的基础、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与劳资矛盾、资本对 

劳动的权力、资本积累收入差距、工会在劳资关系中的作用、世界市场与国际劳资关系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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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资关系是在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条件下，劳 

动力的提供方和劳动力的使用方之间，在劳动力的使 

用过程中所结成的各种经济关系。 正如列宁指出的 “凡 

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地方 
(商品交换商品)，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 

系” [1](444) 。劳资关系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随着，中 

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中国非公有制经 

济获得了飞速发展，在非公有制经济就业的从业人员 

越来越多，据国家统计局《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统计公报》2011 年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数量达到  26 
894 万，而这些农民工大多在非公有制企业就业。而 

如果从总体上来看， “到 2008年，城镇非公有制经济 

就业人员的比重已从 1978年的 0.2%增加到 2008年的 
74.8%。 ” [2] 随着在非公有制企业就业人口的增多，劳 

资双方由于利益矛盾而导致的群体性突发事件也越来 

越多。如何充分利用非公有制经济在解决就业过程中 

的优势，同时避免非公有制经济的弊端，是完善社会 

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内容。 

马克思恩格斯由于利益问题的困惑而转向经济学 

的研究，并通过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两大发现，深 

入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不 

可调和的矛盾，因此从另一个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学 

说就是劳资关系学说。马克思生活在资本家对工人疯 

狂压榨，工人极端贫困的时代，这样的时代背景使马 

克思恩格斯深入研究了劳资关系，并写作了一批富有 

真知灼见的著作。恩格斯曾高度评价马克思在这一领 

域的研究，在他为《资本论》写的书评中他写道： “资 

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 

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说明， 

而这种说明之透彻和精辟，只有一个德国人才能做到 

——这就是马克思。 ” [3](79) 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劳资关 

系思想，对于理解中国现阶段的劳资矛盾和冲突，构 

建和谐劳动关系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一、关于劳资利益关系形成的前提 

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商品经济，资本主义生产的 

目的是为了追求利润，而利润来源于工人在生产过程 

中创造的剩余价值。要创造剩余价值必须首先进行生 

产，而要进行生产则需要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和劳动 

力等条件。就需要资本家能够在劳动力市场上自由方 

便地购买到劳动力商品。 劳动力成为商品有两个条件： 

一是劳动力拥有人身自由。劳动者能够自由地支配自 

己的劳动力，资产阶级通过文艺复兴， 提倡天赋人权、 

人人生而平等， 使劳动力摆脱了人身的依附关系。 “劳 

动力所有者要把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他就必须能够 

支配它，从而必须是自己的劳动能力、自己人身自由 

的所有者。 ” [4](195) ；二是除了劳动力外，工人自由的 

一无所有， 只能靠出卖劳动力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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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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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所必需的东西。 ” [4](197) 资本家在劳动力市场上购 

买劳动力，为生产过程准备条件。在劳动力市场上二 

者是平等的契约关系， 双方按照等价的原则进行交换。 

而资方要购买生产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力，必 

须有一定的预付资本，这个资本不是来源于资本家的 

“节欲”而是来自于对内的压榨和对外的掠夺。 “资本 

来到世间，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 

的东西。 ” [4](871) 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是形成资本主义劳 

资关系的前提，在原始积累过程中：一方面，资本家 

通过对内的压榨，取得了大量的资本；另一方面，在 

海外疯狂掠夺殖民地，从而为工业生产准备了大量的 

资本。通过圈地运动等方式，劳动力被剥夺了生产资 

料，失去了生活资料的来源，为了赚取生活资料，只 

能靠出卖劳动力为生。 “所谓原始积累不过是使劳动者 

与其劳动资料间原先存在过的统一归于破坏的一连串 

历史过程。 ” [3](55) 通过原始积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 

分离，从而形成了资本和工人之间的雇佣关系，即劳 

资关系。 

二、关于剥削与劳资利益矛盾 

马克思认为商品包含使用价值和价值两重属性。 

使用价值是商品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能力，价值是凝 

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马克思进一步把劳 

动分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具体劳动形成商品的使 

用价值，而抽象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马克思认为只 

有人的活劳动是创造新价值的唯一源泉，在劳动价值 

一元论的基础上，马克思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进一 

步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的理论批判。劳动力作为一种商 

品也包含价值和使用价值，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生产再 

生产劳动力这种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来决定的。马 

克思把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不变资本在生 

产过程中只是发生了价值转移，而只有投入在劳动力 

上的资本是可变资本，即可以变化、增殖的资本。劳 

动力是可以创造出比自身价值更大的价值的资本。资 

本家一旦购买劳动力，把劳动力投入生产过程后，资 

本家通过把工人的劳动时间延长到超过其自身价值以 

上，就可以创造出剩余价值，剩余劳动时间越长，资 

本家获得的剩余价值就越多，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就 

越严重。资本家通过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 

方式来增加剩余价值量，即通过延长剩余劳动时间， 

或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的方式来相应延长剩余劳动时 

间。 “资本是死劳动，它象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 

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 

盛。 ” [4](269) 

资本家进一步把剩余价值资本化，重新投入生产 

过程，这样进一步扩大了生产，通过内涵和外延的方 

式进行扩大再生产，提高了资本的有机构成。随着生 

产扩大导致生产出来的产品越来越多，超过社会的需 

要，从而导致了经济的危机。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 

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 

关系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工人的利益和资本家的利益是对立的，工人的工 

资增加多少，资本家获得的剩余价值就减少多少。正 

如马克思 1849年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一文中所言： 

“工资和利润是互成反比的。资本的份额即利润越增 

加，则劳动的份额即日工资就越降低；反之亦然。利 

润增加多少，工资就降低多少；而利润降低多少，则 

工资就增加多少。 ” [5](732) 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是劳资 

矛盾的根源，从而引起了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对 

立。利益矛盾是一切劳资矛盾冲突的根源。 

三、关于资本对劳动的权力 

资本在劳动力市场上购买劳动力以投入生产过 

程，在劳动力市场上，劳资双方的地位表面上是平等 

的， 劳动力表面上也是以竞争的方式获得工作岗位的。 

“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 

限以内进行的， 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 

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 

沁。 ” [4](204) 但实际上，双方的地位是不对等的。马克 

思早在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指出： “资 

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资本家拥有的这种 

权力并不是由于他的个人的特性或人的特性，而只是 

由于他是资本的所有者。他的权力就是他的资本的那 

种不可抗拒的购买的权力。 ” [5](130) 

劳动力是丰裕的，劳动者不掌握生产资料，为了 

维持生活必须到工厂里面劳动，而且劳动者为了获得 

工作机会， 劳动者之间是相互竞争的。 “资本的条件是 

雇佣劳动。雇佣劳动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相竞争之 

上的。 ” [6](43) 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由于技术的改进， 

使生产过程越来越简单，妇女、童工甚至都可以参加 

劳动，这样造成了劳动力的相对过剩，出现了劳动力 

的剩余，出现了劳动力的后备军。而资本则是稀缺也 

是垄断的，只有当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后，才能开始 

生产。或者说只有达到一定的资本门槛，才能开始工 

业投资。当垄断的资本和竞争的劳动相遇时，则他们 

之间的地位是不一样的。资本处于强势地位，而劳动



经济与管理 张峰：马克思恩格斯的劳资利益关系思想  3 

力则处于弱势地位。 “工资决定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 

敌对的斗争。胜利必定属于资本家。资本家没有工人 

能比工人没有资本家活得长久。 ” [5](115) 

在劳动力市场上二者的地位是平等的，但是一旦 

进入生产过程，工人就对自己的劳动力失去了支配地 

位。资本家取得了对工人劳动力的支配权，支配工人 

为自己创造出剩余价值。 “从他进入资本家的工场时 

起，他的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即劳动力的使用，劳动， 

就属于资本家了。 ” [4](216) 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越多， 

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就越严重。劳动成果的分配不公 

是造成劳资矛盾的根源。 

资本家和劳动力之间由于利益的矛盾，会引起双 

方的斗争。斗争的结果取决于双方的力量，资本家掌 

握生产资料，拥有垄断性地位，所以当二者在一起博 

弈时，博弈的结果取决于双方的实力，资本家的力量 

大于工人的力量。 “权利同权利相对抗，而这两种权利 

都同样是商品交换规律所承认的。 在平等的权利之间， 

力量就起决定作用。所以，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上， 

工作日的正常化过程表现为规定工作日界限的斗争， 

这是全体资本家即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斗 

争。 ” [7](272) 

工人拥有自身劳动力产权的所有权，即使在生产 

过程中他让渡的也只是劳动力的使用权，所有权仍然 

归劳动力。否则劳动者失去了劳动力的所有权，则无 

法形成劳动力市场， 则无法形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然而，虽然工人拥有劳动力的所有权，但是其对劳动 

力的产权是残缺的，由于没有生产资料，劳方与资方 

的博弈是不均衡的，资方处于优势地位；劳方处于劣 

势地位。地位的不均等，导致了劳动力产权的残缺， 

导致了利益分配的不合理，导致了工人利益受损。 

四、关于资本积累与收入差距 

资本家把在生产过程中榨取的剩余价值进一步投 

入生产过程，就是资本积累的过程。资本积累就是剩 

余价值的资本化， 通过资本积累使生产规模越来越大， 

资本积累导致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导致工人收入占 

整个社会收入比重的降低。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提 

高了生产的机械化程度，导致了资本构成中可变资本 

成分的减少和不变资本成分的增加，从而导致了工人 

的过剩，进而导致工人的失业。 “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 

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 

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过剩的人口形成 

一支可供支配的产业后备军。 ”  [4](728) 而工人和资本家 

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从而导致了社会收入差距 

逐渐拉大。 “资本有机构成和资本技术形式的变化速度 

不断加快，……，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 

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 

对过剩人口的手段。 ” [4](727−729) 工人的相对过剩，加剧 

了他们之间的竞争， 使他们更没有资格同资本家谈判。 

“工人阶级中就业部分的过度劳动，扩大了它的后备 

军的队伍，而后者通过竞争加在就业工人身上的增大 

的压力，又反过来迫使就业工人不得不从事过度劳动 

和听从资本的摆布。 ” [4](733) 

由于资本的本性，决定了它要不断地榨取剩余价 

值，不断地进行资本积累。而资本积累的结果就是收 

入差距越来越大。 “因此， 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 同时， 

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 

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 

德堕落的积累。 ” [4](743−744) 

五、关于工会与劳资利益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从事理论研究，他们还亲自参 

与到工人运动中去。1847年春马克思和恩格斯参与了 

秘密宣传团体“共产主义同盟” ，并受大会委托起草了 
1848年 2 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1864 年，在伦敦 

成立了第一国际，即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恩格斯分 

析了工人在劳资博弈中的弱势地位，以及通过工会组 

织起来的必要性。 

工人是一个个分散的工人，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 

相互竞争工作岗位，在工作过程相互竞争工作业绩， 

这样就分化了工人。 “工会的产生，最初是由于工人们 

自发地企图消除或至少消弱这种竞争，以便在契约中 

有可能争取到起码高于纯粹奴隶的地位。因此，工会 

的直接任务仅限于日常的需要，设法阻止资本的不断 

侵权，一句话，即限于工资和劳动时间的问题。工会 

的这种活动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必要的。只要现在 

的生产制度还存在，就不能没有这种活动。恰恰相反 

这种活动必须通过所有各国工会的建立与联合而普遍 

地开展起来。另一方面，工会已经不知不觉地变成了 

工人阶级的组织中心，正如同中世纪的自治市和公社 

是资产阶级的组织中心一样。如果说工会对于进行劳 

资之间的游击式的斗争是必需的，那么它们作为彻底 

消灭雇佣劳动制度和资本统治的一种有组织的力量， 

就更为重要了。 ” [8](272−273) 

通过劳动力市场，形成了工人相互之间的恶性的 

竞争，这样会降低工人的工资，降低工人和资方在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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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时的地位。 “由于剩余劳动的存在， 被马克思称作 ‘劳 

动储备军’使雇佣工人在生产线上安心劳动，使他们 

无法要求更多的工资，并且按照老板的时间要求去工 

作。雇主还人为造成工作的分层以分化工人之间的关 

系，防止他们意识到他们的共同利益。 ” [9] 由于资本家 

的垄断地位，工人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增强力量，才 

可能进一步与资本家进行对抗，才能维护工人的正当 

权益。1864马克思年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 

提出： “工人一个成功的因素就是他们的人数；但是只 

有当工人通过组织而联合起来并获得知识的指导时， 

人数才能起举足轻重的作用。 ” [3](14)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由于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垄断 

所有权，导致了工人的弱势地位，导致了资本家可以 

无偿获得剩余价值，同时由于资本家之间的相互竞争 

和不同行业之间由于利润差异的相互竞争，整个社会 

各个行业之间会形成一个平均的利润，所以最终是整 

个资产阶级剥削整个无产阶级， 劳动者只有团结起来， 

才能对抗整个资产阶级的剥削。 “我们已经知道，资本 

积累的增长包含着资本积聚的增长。因此，资本的权 

力在增长，社会生产条件与实际生产者分离而在资本 

家身上人格化的独立过程也在增长。资本越来越表现 

为社会权力，所以单个工人的个别权力必须联合起来 

形成社会权力，才能与资本抗衡。 ” [8](14) 

马克思深刻认识到了工会和无产阶级政党对维护 

工人权益的重要地位，他们亲自领导了第一国际，参 

与了一些工会活动。 “工人开始成立反对资产者的同 

盟；他们联合起来保卫自己的工资。他们甚至建立了 

经常性的团体，以便为可能发生的反抗准备食品。有 

些地方，斗争爆发为起义。 ” [6](40)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工人的数量众多，分散时是 

一盘散沙，而当工人联合起来，则具备资本家不具有 

的力量， 从而可以与资本对抗， 获得合理的收益。 “工 

人们所具备的一个成功因素就是人数众多；但是只有 

当群众组织起来并为知识所指导时，人数众多才能起 

决定胜负的作用。过去的经验证明：忽视在各国工人 

间应当存在的兄弟团结，忽视那应该鼓励他们在解放 

斗争中坚定地并肩作用的兄弟团结，就会使他们受到 

惩罚，——使他们分散的努力遭到共同的失败。” [8](14) 

六、关于政府对劳资关系的干预 

马克思恩格斯还分析了政府通过对劳资利益关系 

的干预，以缓和劳资冲突的过程。在资本主义发展初 

期，由于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还不够强大，还没有取 

得对劳动的绝对权力，在这种背景下，政府强制规定 

了延长劳动时间，以积累更多的资本。 “资本在它的萌 

芽时期，由于刚刚出世，不能单纯依靠经济关系的力 

量，还要依靠国家政权的帮助才能确保自己榨取足够 

的剩余劳动的权利……14 世纪中叶至 17 世纪末，资 

本借助国家政权的力量力图迫使成年工人接受的工作 

日的延长程度， 同 19世纪下半叶国家在某些地方为了 

限制儿童血液变成资本而对劳动时间规定的界限大体 

相一致，这是很自然的了。 ” [4](312) 

当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资产阶级任意延 

长劳动时间的行为必然引起工人为缩短工作日而进行 

斗争。随着生产的发展，资产阶级也逐渐意识到如果 

无限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 会缩短工人的寿命和健康， 

最终会影响劳动力的供给，影响生产对劳动的需求， 

马克思分析指出： “这样在劳动力的再生产上就要花更 

多的费用，正像一台机器磨损得越快，每天要再生产 

的那一部分机器价值也就越大。因此，资本为了自身 

的利益，看来也需要规定一种正常的工作日。 ” [4](307) 

通过资产阶级的让步和工人的斗争，逐步缩短了工作 

日。 “经过长期的斗争，逐渐形成了正常的工作日。 

1848 年 5 月，英国 10 个小时工作日法令开始生效。 

1868年，美国国会被迫通过了 8小时工作日的法令。 ” 
[10](108) 因此这时政府通过法令缩短工人的劳动时间， 以 

保障生产过程中有足够的高质量的劳动力。 “增加剩余 

价值可以有两种基本方法：延长工作日和缩短必要劳 

动时间。马克思分析第一种方法时，描绘了工人阶级 

要求缩短工作日的斗争、 政府为延长工作日(十四至十 

七世纪)和缩短工作日(十九世纪的工厂立法)而进行干 

预的情景。 ” [11](21) 

七、关于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劳资关系 

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就是通过交换换回交换价 

值，赚取利润。生产出来的产品只有销售出去，才能 

换回货币，才能开始下一阶段的生产。销售商品需要 

有相应市场的存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积累规 

模越来越大，生产规模越来越大，生产出来的产品越 

来越多，因此，需要越来越广阔的市场。资本主义生 

产和销售逐渐超过了国与国的边界。特别是由于新航 

线的开辟和地理大发现，形成了世界市场。 “资产阶级 

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 

的生产。因为地球是圆的，所以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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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利亚的殖民地化，随着中国和日本的门户开放，这 

个过程看来已经完成了。 ” [12](166) 

随着经济全球化，各国之间的贸易和往来日益密 

切，各国形成了密切的分工。资本家不仅剥夺本国的 

工人，还利用技术优势，进行不等价交换，剥削国外 

的工业生产，从落后国家掠夺原材料，另外发达国家 

的资本家还可以通过在国外办厂，直接剥夺落后国家 

的工人，从而形成了国际劳资关系。 “资产阶级，由于 

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 

界性的了。 ” [6](35) 

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 

间的矛盾，就突破了国与国的界限，在世界范围内爆 

发了。 “资产阶级生产的一切矛盾，在普遍的世界市场 

危机中集中地暴露了出来。 ” [13](610) 随着资本主义世界 

市场的形成， “各国人民日益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 

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性质。 ” [4](874) 因此，资本家 

对劳动者的剥削也突破了国与国的界限，扩展到了世 

界范围，形成了国际劳资关系。二战后，随着跨国公 

司的兴起，各国之间形成了产品内的国际分工，不同 

的国家在一件产品的生产过程中进行分工，通过这些 

跨国公司， 发达国家的资本家剥削发展中国家的工人。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指出： “投在殖民地等处 

的资本，它们能提供较高的利润率，是因为在那里， 

由于发展程度较低，利润率较高，由于使用奴隶和苦 

力等等，劳动的剥削程度也较高。 ” [14](265) 

八、结语 

马克思恩格斯的劳资关系理论以劳动价值化为出 

发点，发现了剩余价值的源泉，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 

的秘密，找到了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力量。在此基础 

上马克思恩格斯勾画了未来社会的蓝图。马克思恩格 

斯的劳资关系理论对于当代中国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 

展，构建和谐劳资关系，也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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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nonpublic  economy,  the  conflict  of  capital  and  labor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serious. Considering  the  fact that more and more people are working in  the nonpublic economy,  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research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capital and labor. Labor relation is the core of Marx and Engels’ 
theory, through the research on the theory of the exploration between the capital and labor, Marx and Engels constructed 
the theory mansion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The thoughts of Karl Marx and Engels’ Labor Relations include the basis of 
labor relations; the exploitation of capitalism and the conflict, the power of capital on labor,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and the income gap, the rule of labor unions, the inter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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