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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利益與工人幸福唇齒相依 

楊偉文 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上期文章可能給讀者一個錯覺，認為工人的幸福與商人的利益此

消彼長，互相競爭，水火不容；這不是筆者的看法。這種觀感可能是過

去歷史的體驗和觀察使然，從工業革命後工人的苦況，由此孕育的共產

主義思潮，到削弱工會力量和反對勞工福利政策的新自由主義興起，都

見證著工人與商人的戰爭。   

 戰爭總有結束的一日，這可能是馬克思寫《資本論》時候的心情，

繼承古典經濟學派的「勞動價值理論」，從而發展了「勞動剩餘價值學

說」，正要說明資本家如何剝削工人。馬克思的作法跟奧地利學派恰恰

相反，摒棄了「看不見的手」的觀點，把「勞動價值理論」跟「剝削概

念」聯繫起來。   

工人創造消費需求   

 不過，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問題的分析和預測是準確的。在《資本

論》第二卷關於資本流通的分析，已經說明了收入分配對生產結構的影

響；最近，美國有 18 名著名經濟學者共同指出貧富懸殊是導致羅馬帝國

崩潰、1929 年大蕭條和 2008 年金融海嘯的主要原因，跟馬克思的分析接

近。貧富懸殊嚴重損害百姓的購買力，導致內需不振，存貨積壓，資本

流動緩慢，令生產意慾下降，失業率上升，經濟危機頻生，最終革命出

現。反全球化運動和十多個城市的「佔領運動」，正對資本主義發出警

號，隨著運動「量變」增加產生「質變」，大型革命就可能暴發。   

 筆者的老師、西漢經濟史學專家宋敘五博士指出，西漢是中國在

文化、學術、科技和經濟的黃金時期，社會高度市場化，人民生活富裕，



市面一片奢侈浮華景象，但這反是刺激了生產，誘發技術提升，產品推

陳出新，人民生活質素提高和社會財富增加，形成了司馬遷的自由經濟

思想，跟十八、十九世紀英國極為相似，司馬遷的《史記》比亞當．斯

密的《國富論》更早了二千年。   

 可惜，漢武帝用兵四夷，年年征戰，討伐匈奴，遇上山東水災，

七十萬災民流散，導致國庫空虛，曾號召商人捐錢救國不果，最後爆發

財政危機，漢武帝終推行「告緡政策」，殺雞取卵，沒收了大部分商人

財產，直接破壞了社會的生產基礎和創業意慾，摧毀了西漢商業環境，

中國自由經濟發展自此告終。   

商人帶來自由風氣   

 西方資本主義到今天還未滅亡，全賴她們的民主政制發展、法治

制度建立和勞工保障措施改善，穩定了社會各階層利益，促進了消費和

生產，造就中產階層出現，才救了資本主義一命。因此，商人應該明白

改善工人待遇，縮窄貧富差距對營商環境和維持自由市場運作有關鍵性

的正面作用。   

 很多人可能沒有注意的是斯密的經濟思想和西漢的經濟史實都說

明了帶來人民生活改善，不是政府或人民自身，而是商人的商業運作改

善了人民的生活質素。希臘經濟學家瓦魯法克斯在澳洲悉尼大學教授「大

一經濟學」課時，自行編寫教材，深入研究經濟學出現原因，發現人的

慾望以至資源匱乏不是關鍵所在；重點是商人階級冒起威脅到英國地主

階級的社會地位和政治影響力，迫使地主轉變生產方法，導致封建莊園

制度結束和奴隸制度逐步瓦解，由「權力分配資源」模式演變成以「貿

易分配資源」模式，並在這基礎上建立起民主和法治制度，「商品化」

發展最終瓦解了封建社會制度。   



 因此，工人應該明白未能好好維護商人合理權益，最終破壞貿易

制度和市場機制，只會讓人類社會走回「權力分配資源」制度，這是無

產階級專政的致命傷和西漢「告緡政策」的歷史教訓。在商人和勞工的

利益互補的基礎上，思考勞工政策不再是廢存問題，是選項和方法問題。

下期再談。 (標準工時政策的考量三之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