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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磊 
 

环球视野 
 
    在市场经济社会中，人类的智慧虽然可以缓解失业的压力，却没法从根本上解决
失业问题，这己经并还在为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包括中国的现实所证明。其所以如
此，倒并不是当代人类的智商不够，而是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使然。个中原因，其
实马克思早在100多年前就看到了：雇佣劳动是失业的根源所在。雇佣劳动与市场经
济是孪生兄弟，消灭了产业后备军（失业），也就消灭了市场经济。在这个问题
上，知趣的主流经济学家要么三缄其口，要么闪烁其词。但也有不少自以为是的主
流经济学家却并不知趣，极力炮制着“失业与市场经济无关”的鸿篇巨制。比如在
寻找当下中国失业问题的根源时，我国某些主流经济学家一定忘不了重复这样的陈
词滥调：“今日失业是昔日计划经济种下的恶果，是隐性失业显形化之结果”。这
些主流经济学家在失业问题上的全部智慧，就是终于发现了失业的“深层次”原因
在于“都是计划经济惹的祸”。这简直是在给主流经济学的“科学性”丢人现眼：
市场经济生的病，却要计划经济吃药（计划经济当然有自身的问题，但不能因此把
市场经济的问题也强加在计划经济头上）。 
    为了证明其论点的“科学性”，主流经济学在失业前面加上了“隐性”二字，以
增强其“技术含量”。经过如此包装，“隐性失业”的说法居然成了经济学的“常
识”。尽管如此，也并不能改变这个“常识”的荒谬：失业就是有人失去了工作，
难道非要“过劳死”才是就业？难道两个人干了一个人的工作就不行，就非得让一
个人“失业”不可？把“一个人于的活两个人干”等同于“失业”（隐性失业），
这不是强词夺理又是什么？按此逻辑，则人类休闲时间的增加就只能是一种奢侈，
缩短劳动时间就永远是“效率低下“的代名词。 
    其实，劳动时间的缩短和休闲时间的增加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过劳死”与
失业大军并存的就业制度只是市场经济发展阶段的产物。正如恩格斯说：“一部分
人的过度劳动造成了另一部分人的失业”，但它决不可能是人类社会永恒的制度安
排。市场经济当然有不少值得赞美的地方，但它在失业问题上的表现却实在是乏善
可陈。 
    有趣的是，在现代经济学的经典教义中，失业的根源却并不在于计划经济。现代
经济学把失业的原因归结为三个：（1）摩擦性失业；（2）结构性失业；（3）周期
性失业。前两种失业“因其不可避免的性质”，又合称为“自然失业”。由此看
来，那种把失业的原因归结为“都是计划经济惹的祸” 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显然
连初级现代经济学的水平都不及格。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不论西方主流经济学怎样
对失业进行分类，其理论前提都认定市场经济是配置资源（包括人力资源）的惟一
正确的方式。由这个前提引申出来的逻辑结论是：在不存在其他能替代市场经济的
资源配置方式的条件下，失业的原因就只能在市场经济之外去寻找。于是我们不难
发现：虽然以上三种失业在本质上仍是市场作用的结果，但通过将这三种失业“现
象化”的转换，隐藏在这三种失业现象背后的本质——雇佣劳动关系，就被遮蔽和
隔离了。人们看到的只是失业的三种表层原因——这种表层对失业的真实原因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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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保护带，使得市场经济这个内核不会因为对失业原因的追问而受到威胁。就
如同把价值归结为价格一样，西方主流经济学如此解释失业的原因，再次证明它的
确是一种现象经济学罢了。正如马克思当年所言：“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
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记现象背后的本质。 
    不过，在既定的市场经济制度中，如此“现象经济学”也并非没有意义。虽然不
能根本解决问题，但现代经济学对于缓解失业问题却也有某些“具体”和“可操
作”的功能。比如针对周期性失业可采用宏观经济政策（逆调节），针对自然失业
可采用降低经济活动成本的措施，等等。 
    马克思把失业的根源归结为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雇佣劳动制度：生产
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垄断，以利润为指向的生产目的决定了就业人数的上下限——
由此提供了产业后备军的必要性。这种分析不再把市场经济看作人类社会配置资源
的惟一合理方式，而是把它看作是一种历史的产物，从而颠覆了市场经济的神圣
性。换言之，市场经济并未穷尽人类配置资源的方式，一旦生产目的不再指向利
润，一旦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被消除，一旦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不再
被资本家阶级控制，一旦雇佣劳动制度被消灭，产业后备军就会成为历史（对于将
市场经济看作是永恒不变的现代经济学来说，这四个“一旦”显然是无法理解
的）。 
    当然，把握了失业的真实原因并不等于就能立刻彻底解决现实中的失业问题。在
市场经济存在的背景下，马克思的失业理论并没有为解决当下的失业问题提供立竿
见影的“可操作”对策。但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却是真正揭示了失业本质原因的
科学理论。它的意义在于，使人们能用历史的、本质的眼光来看待失业问题，于是
才能够明白：只有当市场经济退出历史舞台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失业问题；否则，对
任何自称能够根治失业的万灵药方，我们都应当表示怀疑。 
    （《环球视野》摘自2006年第10期《马克思主义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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