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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从字面上讲是抵消损失或消耗袁以及补足

差额或缺欠的意思袁 补偿对于社会利益关系协调袁
对于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袁然
而这一问题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遥 近年来袁
国内虽然就失地农民利益补偿尧 生态利益补偿尧征
地拆迁补偿等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袁但是这些研究

多是具体问题的研究袁缺乏补偿经济学的系统理论

分析袁特别是就补偿经济理论进行的系统分析遥 在

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造成某些社会群

体的利益受损袁对利益受损群体进行适时尧适量尧适
度的补偿袁是维护社会稳定尧促进社会协调发展的

保障遥 与此同时袁由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时间

不长袁市场信号机制不健全袁生产与社会需求相脱

节袁生产出来的产品过剩袁产品供大于求袁导致产品

浪费的现象非常突出袁促进再生产补偿是促进经济

良性循环的保障遥 另外袁由于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

式而导致的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突出袁人与自然之

间的关系日益紧张袁对自然界进行补偿袁发展循环

经济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遥
马克思为了分析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撰写了

叶资本论曳袁他在叶资本论曳中对补偿问题进行了深入

的阐述遥 据不完全统计袁在叶资本论曳中共 640 余次

使用了野补偿冶一词遥 马克思不仅论述了资本主义生

产过程中工人利益的受损袁还论述了再生产过程中

的价值补偿和物质补偿袁以及由于人类的活动而导

致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补偿遥 本文试图挖掘马克

思的补偿经济思想袁把马克思有关补偿的论述分为

人与人之间的利益补偿尧人与社会之间的物质和价

值补偿尧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补偿三大类袁在此基

础上分析马克思的补偿经济思想对于维护社会稳

定尧促进经济可持续协调发展的启示遥
一尧人与人之间的利益补偿院劳资利益补偿

马克思认为利益是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的目的袁
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利益有关遥 马克思在

叶资本论曳 中深刻揭示了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而导

致的工人利益受损袁即揭露了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

的剩余价值的根源袁并且进一步揭示了由于这种利

益关系导致了社会两极分化袁导致了周期性的经济

危机与巨大浪费袁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成

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袁在此基础上论证了社会主义

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遥 马克思有关劳资利益

受损与补偿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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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补偿是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袁叶资本论曳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袁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论

述了工人利益的受损与补偿尧社会再生产过程的补偿尧生态断裂与补偿等问题遥 叶资本论曳中的补偿思想对于中国协

调劳资利益关系袁正确处理社会生产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袁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袁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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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劳动力流通过程的平等交易遥 马克思在区

分了劳动和劳动力的概念的基础上袁批判了把劳动

力等同于劳动的错误认识袁提出了工人向资本家出

卖的是劳动力而不是劳动遥 野看起来好像是资本家用

货币购买工人的劳动遥工人是为了货币而向资本家出

卖自己的劳动遥但这只是假象遥实际上袁他们为了货

币而向资本家出卖的东西袁是他们的劳动力遥 冶[1]渊P713冤

马克思认为在流通领域袁即劳动力市场上袁买卖双

方是平等的市场交易主体袁二者按照商品价值进行

等价值交换遥 随着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袁劳动者和生

产资料相分离遥 劳动者为了获得生活资料袁必须出

卖自己的劳动力袁劳动力成为了一种商品遥 由于摆

脱了人身依附关系袁在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的买卖

双方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地位袁双方根据劳动力的价

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进行交换遥 劳动力的价值是

由生产尧再生产劳动力这种特殊的商品所需要的生

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遥 野劳动力所有者和货币所有

者在市场上相遇袁彼此作为身分平等的商品所有者

发生关系袁所不同的只是一个是买者袁一个是卖者袁
因此双方是法律上平等的人遥 冶[2](P195)

二是生产过程中资本对劳动的支配权遥 劳动力

是依附于人体内的一种特殊商品袁劳动力的使用价

值只有在生产过程中才能得到体现遥 因此袁劳动力

的购买与使用存在着场所的分离遥 一个发生在流通

市场袁一个发生于生产过程遥 当劳动力进入生产过

程后袁劳动者与资方便不再是平等的关系袁资本家

获得了对劳动力的强制支配权遥 劳动者在资本家的

安排下进行劳动袁当资本家把工人劳动时间延长到

超过工人自身价值时袁 工人开始为资本家创造价

值遥 野资本发展成为对劳动的指挥权袁监督工人守规

矩地紧张工作遥 噎噎生产资料成了吮吸他人劳动的

手段遥 不再是工人使用生产资料袁而是生产资料使

用工人了遥 冶[3]资本家对工人拥有强制的权力袁权力

的根源在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袁劳动者与生产资

料相分离袁没有了生活资料的来源袁为了生活不得

出卖自己的劳动力遥 野工资决定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

的敌对的斗争袁胜利必定属于资本家袁资本家没有

工人能比工人没有资本家活得长久遥 冶[1]渊P115冤

三是剩余价值与工人利益受损遥 在生产过程

中袁 资本家获得对劳动者劳动过程的剩余索取权袁
把工人劳动时间延长到超过工人自身价值以上遥 工

人劳动时间超过必要劳动时间的时间越长袁则为资

本家创造的剩余价值越多遥 榨取剩余价值的方式包

括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两种遥 工人劳动创

造的新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袁 工人的利益受损遥
野资本家想尽量延长工作日遥 工作日越长袁生产的剩

余价值也就越多遥 而工人则正确地感觉到袁超过偿

还工资的每一小时的劳动袁都是不合理地从他身人

榨取的曰 他亲自体验到工作时间过长意味着什么遥
资本家为自己的利润而斗争袁 工人为自己的健康袁
为每天几小时的休息而斗争袁以便在工作睡眠和饮

食之外袁还能作为人从事其他活动遥 冶[4]渊P84冤

四是工人利益受损的补偿遥 在资本主义条件

下袁劳资之间的利益是完全对立的袁资本家所得到

的袁 正是工人所失去的遥 野工资和利润是互成反比

的遥 资本的份额即利润越增加袁则劳动的份额即工

资就越降低曰反之亦然遥 利润增加多少袁工资就降低

多少曰而利润降低多少袁则工资就增加多少遥 冶[1]渊P732冤

劳资之间的利益矛盾是不可协调的遥 工人的利益被

资本家无偿占有是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决定的袁在
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袁工人为了生存袁不得不出

卖自身的劳动力袁不得不在一定时间内让渡自身劳

动的支配权遥 从另一个角度看袁由于工人在数量上

远远多于资本家的数量袁 工人是分散的社会力量袁
而资本家是垄断的社会力量袁当相互竞争的力量与

垄断的力量相互博弈时袁必然垄断的力量处于优势

地位遥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

下袁不存在着劳资利益矛盾解决的途径袁劳动者应

该从争取经济权利的斗争转向政治权利的斗争袁只
有建立起公有制才能解决劳资之间的利益斗争袁
野他们应当摒弃野做一天公平的工作袁得一天公平的

工资浴 冶这种保守的格言袁要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革

命的口号院野消灭雇佣劳动制度浴 冶[4]渊P78冤

总之袁由于生产资料的产权关系袁劳动者失去

了生产过程的剩余索取权袁 劳动者的利益受损袁进
而导致了资本主义的一系列矛盾遥 但是袁由于生产

资料私有制袁由于资本逻辑袁工人的利益受损在资

本主义体系内无法得到有效的补偿遥
二尧人与社会之间的补偿院再生产过程的价值

补偿与物质补偿

再生产是不断反复进行的生产过程袁人类社会

是不断再生产的过程遥 野任何一个民族袁如果停止劳

动袁不用说一年袁就是几个星期袁也要灭亡袁这是每

一个小孩都知道的遥 冶[5]完成再生产袁必须要求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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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产品卖得出去袁否则无法换回货币袁就无法开

始下一阶段的生产遥 再生产要求实现生产的价值补

偿和物质补偿遥 野产品价值的一部分再转化为资本袁
另一部分进入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袁
这在表现为总资本的结果的产品价值本身内形成

一个运动遥 这个运动不仅是价值补偿袁而且是物质

补偿冶遥 [6]渊P437-438冤

一是再生产过程的价值补偿遥 社会再生产是由

生产尧交换尧分配尧消费等一系列过程构成的遥 生产

出来的产品只有销售出去袁才能换回货币袁用于购

买生产资料和原材料及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袁才能把

这些生产要素投入到生产过程袁以开始下一阶段的

生产遥 如果生产出来的产品卖不出去袁则生产过程

中断遥 野商品价值从商品体跳到金体上袁像我在别处

说过的袁是商品的惊险的跳跃遥 这个跳跃如果不成

功袁摔坏的不是商品袁但一定是商品占有者冶遥 [2]渊P127冤

商品如果销售不出去袁无法实现再生产过程的价值

补偿袁则下一阶段的生产就无法继续进行遥
二是再生产过程的物质补偿遥 由于生产过程中

消耗了物质资料和劳动力袁这些生产要素的价值部

分或全部转移到新的商品中去袁要进行再生产则必

须能够买回这些生产要素袁 这样才能继续进行生产遥
在销售出产品后袁原来生产过程中的这些生产要素

转移到新产品中去了袁为了继续再生产袁则必须能

够重新买回这些生产要素袁实现再生产过程的物质

补偿袁这样才能开始下一阶段的生产遥 野劳动资料大

部分都因为产业进步而不断革新遥 因此袁它们不是

以原来的形式袁而是以革新的形式进行补偿遥 冶[6]渊P190冤

三是物质补偿与价值补偿相分离的固定资本遥
对于固定资本来说袁则由于它的价值是逐渐转移到

商品中去的袁因而当商品售出时袁固定资本得到了

价值补偿袁 但是由于固定资本有一定的使用年限袁
只有当固定资本报废时袁 才需要补偿其实物形式遥
资本家野必须设置折旧基金袁以用于经过若干年才

一朝到达其再生产期限袁从而要全部补偿的那部分

固定资本冶遥 [6]渊P202冤

四是再生产补偿的比例协调遥 再生产要求生产

资料与消费资两大部门之间能够相互进行交换袁在
使用价值上满足相互的需求遥 这样便要求院一方面

两大部门内部比例要协调曰另一方面两大部门之间

的比例也要相互协调遥 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野不仅

是价值补偿袁而且是物质补偿袁因而既要受社会产

品的价值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比例的制约袁又要受

它们的使用价值袁它们的物质形式的制约遥 冶[6]渊P438冤

五是再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力补偿遥 劳动力是生

产过程中的重要的生产要素遥 在劳动过程中劳动力

的价值转移到商品中去袁要维持生产过程袁同样要

求实现劳动力的补偿遥 野劳动力只有表现出来才能

实现袁只有在劳动中才能发挥出来遥 而劳动力的发

挥即劳动袁耗费人的一定量的肌肉尧神经尧脑等等袁
这些消耗必须重新得到补偿遥 支出增多袁收入也得

增多遥 冶[2]渊P199冤此外袁由于劳动力存在于活的人体中袁
劳动力有着生老病死的过程袁除了劳动力自身的补

偿外袁还需要劳动力的延续遥野劳动力所有者是会死的遥
因此袁要使他不断出现在市场上渊这是货币不断转

化为资本的前提冤袁劳动力的卖者就必须耶像任何活

的个体一样袁依靠繁殖使自己永远延续下去爷冶遥[2](P199)

六是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补偿比例遥 社

会再生产分为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遥 简单再生

产要求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平衡袁 包括院 一是野I
渊v+m冤=IIc冶,即第二部类生产出足够的消费品袁以满

足第一部类的工人和资本家的生活需求曰同时根据

该公式袁还可以派生出以下公式袁即二是 I渊c+v+m冤=
IIc+Ic曰三是 II渊c+v+m冤=I渊v+m冤+II渊v+m冤遥 扩大再生

产则要求生产出多余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以满

足扩大的规模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需要遥
总之袁 再生产过程包括物质补偿和价值补偿遥

在生产过程中如何平衡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关系

对于商品价值的实现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遥
三尧人与自然之间的补偿经济院生态断裂补偿

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袁工业革命迅速推进的同

时城市化迅速发展遥 城市化的发展导致人口大量在

城市聚集袁这些都导致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被打

破袁从而出现了生态补偿的问题遥 野人类要维持生存

与发展袁 必须持续不断地与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换遥
一旦物质变换受阻袁再生产就难以为继袁经济社会

的可持续发展就难以实现遥 冶[7]马克思有关生态断裂

补偿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院
其一袁 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遥

马克思在定义了劳动的概念的基础上袁提出了劳动

过程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遥 野劳动首先

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袁 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

介尧 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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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冶遥 [2](P207-208)在劳动过程中袁人运用自然界的物质生

产加工出满足人们需要的商品遥 在农业社会中袁人
类种植各种农作物袁这些农作物吸收土壤中的各种

化学元素袁经过光合作用袁变成碳水化合物遥 这些碳

水化合物可以被人们直接食用袁满足人们的营养需

求袁或者被家畜家禽食用转化成动物蛋白满足人们

的生活需要遥 这些碳水化合物经人畜消化后变成有

机肥袁 有机肥中的化学元素重新返回到土壤中袁人
与自然之间是一种闭合的物质循环过程遥

其二袁工业化与新陈代谢断裂遥 随着工业化尧城
市化的发展袁人口移到城市袁人在城市里进行工业

等活动袁同时也要消费农产品袁这些农产品经市民

消费消化后以排泄物的形式留在了城市袁形成了对

城市环境的污染遥 野在伟大的德国化学家尤斯蒂斯窑
冯窑李比希的理论基础上袁马克思认为院通过把食物

和纤维运输到千百公里以外人口不断聚集的新城

市工业中心袁 资本最后掠夺了土地的营养袁 如氮尧
磷尧钾等袁它们不是返回土壤袁而是在城市造成了污

染遥 冶[8]因此袁人与自然之间不再是闭合的物质循环袁
作物从土壤中吸收的化学元素无法再返回到土壤

之中遥 人与自然之间的闭合的新陈代谢受到了中

断袁对农村来说土地中的有机成分尧化学成分减少曰
对城市来说消费后产生的排泄物在城市造成了污

染遥 野在伦敦袁450 万人的袁 就没有什么好的处理方

法袁只好花很多钱来污染泰晤士河遥 冶[9]渊P115冤马克思分

析了城市化的发展对农村的影响袁城市化的发展导

致了农村土地肥力无法得到补偿袁 土壤肥力下降遥
野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

来越占优势袁这样一来袁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

史动力袁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

换袁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

分不能回到土地袁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

自然条件遥 冶[2]渊P579冤这样由于新陈代谢循环的打破袁形
成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的断裂遥 野大土地所

有者使农业人口减少到一个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袁
而同他们相对立袁又造成一个不断增长的拥挤在大

城市的工业人口遥 由此产生了各种条件袁这些条件

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物质变

换的联系中造成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袁于是就造

成了地力的浪费袁而且这种浪费通过商业而远及国

外遥 冶[9]渊P918-919冤

其三袁资本逻辑与生态危机遥 马克思认为在资

本主义条件下袁由于资本以追逐利润为目标袁必然

不断扩大生产袁不断利用自然界的物质袁从而导致

生产规模越来越大袁生产的产品越来越多袁人类对

自然的利用越来越多袁 而生态断裂问题越来越突

出遥 野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袁都不仅是掠夺劳动

者技巧的进步袁 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袁在
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袁同时也是破

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遥 冶[2]渊P579-580冤从而导致了

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遥
其四袁产权制度与生态补偿遥 资本主义是导致

生态危机的根源袁只有实行公有制袁才能打破资本

逻辑袁才能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断裂遥 野在这个

领域内的自由渊自然必然性的自由冤只能是院社会化

的人袁联合起来的生产者袁将合理地调节他们与自

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袁 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

下袁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曰靠消耗

最小的力量袁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

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遥 冶[9]渊P928-929冤

总之袁马克思认为私有制是导致生态断裂和生

态危机的根源袁 只有公有制才能解决生态断裂问

题袁补偿由于生产劳动而导致的物质消耗遥 野从一个

较高级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角度来看袁个别人对土

地的私有权袁 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袁
是十分荒谬的遥 甚至整个社会袁一个民族袁以至一切

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袁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遥 他

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袁土地的受益者袁并且他们应

当作为好家长袁把经过改良的土地传给后代遥 冶[2]渊P878冤

四尧现实启示

马克思在叶资本论曳中的补偿经济思想对于中

国现阶段具有重要的启示遥 近年来袁由于劳资关系

矛盾和环境污染造成的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影响

经济发展的隐患遥 据中国社科院叶2013 年中国社会

形势分析与预测曳袁群体性事件有三大根源院一是征

地拆迁袁占到群体性事件总量的 50%曰二是劳资关

系曰三是环境保护遥 后两者加在一起占到群体性事

件总量的 30%遥 [10]另外袁由于生产的盲目性导致了产

品供大于求的现象也非常突出遥 因此袁正确处理经

济发展过程中的补偿问题对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

展具有重要的意义遥
一是正确处理劳资利益矛盾袁 促进社会公平遥

随着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袁在非公有制经济中

就业的群体越来越大袁而由于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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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时间不长袁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等导致的资方盲

目追求利益而任意损害工人权益的事件时有发生遥
据全国总工会的统计袁2012 年 1~8 月袁 全国共发生

120 余起因劳资矛盾引发的百人以上的罢工事件袁
规模 30 人以上的更是多达 270 起遥 这既侵害了工

人的利益袁加大了社会收入差距袁又损害了社会公

平正义袁导致社会不稳定遥 因此袁要正确处理劳资关

系袁维护工人权益袁通过健全法律法规袁公平界定劳

资双方利益边界袁努力实现劳资双方的互利共赢遥
二是正确处理社会再生产的补偿袁促进经济可

持续发展遥 再生产过程的补偿是生产过程循环进行

不断发展的前提遥 无论是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

产都要实现物质和价值补偿遥 这便要求健全市场体

系袁特别是市场信号体系袁促进商品流通遥 要协调物

质生产各部门之间的关系袁促进社会生产各部门之

间的比例协调遥 近年来袁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袁
农产品价格逐渐放开袁然而由于农村多是一家一户

的小规模生产袁农民种植什么作物是根据上年的市

场行情进行判断的袁 这样导致了市场信号的滞后袁
往往是野农民种什么袁什么东西卖不出去冶袁菜贱伤

农尧粮贱伤农的问题特别突出遥 农产品供求市场的

不可预测性影响了农业生产的积极性袁也导致了社

会产品的巨大浪费遥 只有健全市场信号袁平衡交易

需求袁才能更好地促进市场的平衡袁促进再生产过

程的物质补偿和价值补偿遥
三是发展循环经济袁促进人与自然之间的闭合

循环遥 工业化尧城市化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袁也是人

类文明进步的标志和必然趋势遥 但是袁在城市化发

展过程中袁如果不正确处理化学元素的补偿袁把从

土壤中吸收的养分及时返回到大自然中袁也会造成

人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断裂袁从而导致人类大量

使用化肥尧农药来满足作物生长的需要袁这些化肥尧
农药会杀死土壤中的微生物和农田中的有益生物袁
从而影响生态系统的循环袁甚至这些化肥尧农药会

渗透地下袁影响地下水的安全遥 近年来袁一些地方的

地下水被严重污染袁甚至出现了野癌症村冶等现象袁
给人们的健康带来严重威胁遥 因此袁要促进人与自

然之间的生态补偿袁发展有机农业袁促进化学元素

回归土壤袁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遥 另外袁在市场经济

条件下袁一些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袁不断扩大

生产规模袁千方百计地拓展产品销路袁这样一方面

造成对自然的过度利用袁另一方面造成巨大的营销

浪费袁如对产品过度包装等袁这些都不利于自然的

补偿遥 因此袁要对企业进行一定的规制袁更加重视商

品的使用价值袁防止过度包装袁防止对自然的过度

利用袁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遥
总之袁叶资本论曳论述了社会再生产过程袁社会

再生产的正常运转本质上就是生产不断的简单再

生产和扩大再生产袁也就是生产的可持续发展遥 马

克思讲述了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三类补偿袁即劳资

之间的利益补偿尧 人与社会之间的物质和价值补

偿尧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补偿袁从本质上讲这种生

产的补偿就是生产可持续遥 马克思的补偿思想对于

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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