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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创造财富是一个公理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李义平 
 

 
    劳动创造财富是古往今来的基本常识，是不用证明的公理，然而当我们面对现实的时候，却
不能不重申这些常识。 
    经济学对于劳动、对于劳动创造财富始终给予高度的讴歌。马克思发展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
价值论，认为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统一体。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二重性，即具体劳动和

抽象劳动。抽象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马克思推崇产业资本，推

崇实体经济，认为产业资本、实体经济是创造社会财富的，其他资本形式都是参与剩余价值的分

割的。生产物质财富的劳动是生产性劳动，其他劳动是非生产性劳动。 
    马克思对虚拟资本、过度金融化的资本评价并不高，他说：“由这种所有权证书的变动而造
成的盈亏，以及这种证书在铁路大王手里的集中，就其本质来说越来越成为赌博的结果。赌博已

经代替劳动，并且也代替了直接的暴力，而表现为夺取资本价值的原始的方法。”马克思还把劳

动区分为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认为复杂劳动创造的价值是倍加的简单劳动的价值。 
    古典经济学的先驱亚当·斯密同样坚持劳动创造财富的观点，他认为创造财富的是劳动，分
工则有利于提升劳动技能，增进劳动生产力。古典经济学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威廉·配第更是高度

概括地指出“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 
    当历史前进到 21 世纪的时候，对于劳动创造财富的观点，人们进一步认识到，由于人力资
本的出现，创新性的劳动创造的社会财富更加丰富。 
    以上关于劳动创造财富的观点是一种重申，并且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具有现实意义的重申。在
今天，人们似乎对劳动创造财富有所怀疑。这一怀疑不是空穴来风，因为存在着分配不公以及不

是通过劳动却能快速致富的现象。例如：在初次分配中，劳动特别是一般劳动的收入占比跟不上

资本的回报，普通劳动者的劳动收入与高级管理人员的收入落差太大。还例如，在一些行业能够

获得高额的回报，比如金融行业，货币本来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一旦发展成一个独立的金融产

业，就容易远离实体经济，天马行空地赚钱，股市上的暴发户便是如此。再例如，在一些国有企

业的改革中，国有资产流失，一些人空手套白狼，一夜暴富。这些现象的存在，都严重地冲击了

人们对劳动创造财富、勤劳致富这一公理的认识。 
    上述现象的形成，原因在于：一是人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不到位，没有认识到市场经济的核
心在于专业化的分工，专业化的劳动创造了更多财富。没有认识到市场经济必须诚信，并非金钱

至上，金钱万能。没有认识到市场经济不是不要劳动，而是需要更高级、更专业的劳动。二是在

市场经济向前推进的过程中，迅速地把一切的一切都商品化，甚至把一些本该由政府提供的公共

品也商品化了，例如把医疗、教育、低收入人群的住房等问题都推向了市场，导致了商品化的泛

滥，使人们认为只要有钱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三是一些非劳动致富人群的炫耀及其示范效应，

助长了投机心理和投机行为的扩大化。四是政府管了一些不该管的事，产生了寻租空间。五是在

一些领域违背经济发展的自然顺序，拔苗助长地向虚拟化的方向发展。 
    一个错误地对待劳动的经济体是没有前途的。连劳动都不能善待，还怎么善待需要经久不息
的创造性劳动才能成功的创新呢。对此，相关的政策和制度设计必须侧重于激励人们通过劳动来

创造美好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