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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分配理论是经济学中的重要理论，在不同时期对分配理论都有着不同的分析，古典分配理论是古典学派

经济学家提出来的，在古典分配理论中亚当·斯密与大卫·李嘉图是核心代表人物，他们的经济学说对

后世影响重大，在分配理论上二者有着自身的理论，各自分别从工资、利润以及地租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本文对两者的分配理论进行分析，比较两者在分配理论中的异同，以更深入的解读分配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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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stribution theory is an important theory in economics. There are different analyses on distribu-
tion theory in different periods. Classical distribution theory is proposed by classical economists. 
In classical distribution theory, Adam Smith and David Ricardo is the core representative. Their 
economic theories have a great impact on later generations. In the theory of distribution, the two 
have their own theories. Each analyzes the three aspects of wages, profits and ren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distribution theories of the two. Compare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in the distribution theory, and interpret the distribution theory more dee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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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分配理论作为经济学中的重要理论，不同的经济学家都对其进行过分析阐述，古典分配理论是最早

的一种分配理论[1]，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作为古典学派代表人物，他们对分配理论有着各自的分析

阐述，为后来分析分配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在他们的分配理论中将财富分为工资、利润和地租收

入三个部分，但由于他们所处的社会背景不同，因此对收入分配理论存在一定的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 

2. 亚当·斯密的分配理论 

亚当·斯密的社会背景是工厂手工业阶段，当时工业资产阶层都在寻求提高生产的方法，斯密则认为，

劳动分工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加快社会的财富累积。同时，他认为，商品价值由土地租赁、劳工薪资和

资本利润三个大部分组成，这三大部分是不同阶层的收入源，即地主用依靠地租来维持生计，劳动者依

靠工资来维持生计，雇主依靠利润来维持生计[2]。斯密因此将社会分为三大阶层：工人，地主和资本家，

并认为“一切其他阶层的收入，归根到底，都来自这三大阶层的收入”[2]。 

2.1. 工资理论 

在工资理论上，一方面斯密将工资看作是劳动者的收入，这份收入高低与国家经济繁荣程度有关，

当国家处于经济繁荣阶段时劳动者对工资的需求就会增加，另一方面他也认为工资是构成商品价值的一

部分。由以上的观点斯密把工资理论分为两种形式。 
第一种工资理论是根据工资为劳动者的收入的观点提出来的，这种工资理论把劳动的自然价格看作

工资，也就是说劳动者的工资是由劳动者的劳动产品构成，由劳动者在劳动产品上投入多少劳动来决定

的，由此决定的工资至少能够维持工人的日常开销以及日常家庭支出。“即使最普通的劳动人，夫妇两

个人的工资收入也必须略微超过他们维持家庭生活所需的费用，以满足他们自己生活的需要”[2]。在原

始的社会状态中，劳动者的所有劳动产品都处于不会分配的状态，因为劳动者不必把自己的劳动所得分

给地主或雇主，当原始社会状态被打破，土地私有、资本积累开始出现的时候，劳动者的劳动所得就会

被地主和雇主扣除。 
第二个工资理论是根据工作构成商品价值观点提出的，斯密认为劳动除了上述的自然价格之外也有

市场价格，第二种工资理论认为工资其实是劳动的市场价格，由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当劳动力

市场供应大于需求时，劳动者的就业机会将显得不够充足，此时劳动者将为了获得就业机会而竞争，工

资将降低。相反，当资本累积到一定程度后，劳动需求会增加，这时就会增长工资。此外，斯密还认为，

当劳动者获得的报酬足够高时，不仅能带来社会财富的增加，而且还能带动人口的增长。由于社会大多

数成员生活条件的改善对社会整体有利，劳动报酬上升时，将鼓励工人结婚生子，从而促进人口的不断

增长，以满足强烈的劳动需要。但是劳动报酬的过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会随之提高，然后带来人口增加，

但劳动力增加过多会导致劳动报酬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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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利润理论 

当社会财富变化后，资本利润和劳工收入也会相应地发生改变，斯密从收入分配的角度对利润的含

义进行解释，他认为在出现了资本累积和土地私有后，利润归根到底也属于劳动产品的一部分，利润与

劳动者的工资也是有联系的：工资增长，利润减少；工资减少，利润增加。利润是资本家的收入，也是

使用资本的目的，由于资金的流动利润率在各个部门得到平均[3]，从长期来看利润率是下降的，斯密认

识到利润是一种剩余价值，但对资本是对劳动剥削的本质没有进行分析。 

2.3. 地租理论 

土地私有产生以后，地租也应运而生，即地租是土地私有制的产物[4]。斯密将地租分为两类，一类

是把地租看作是劳动者每年生产的劳动产品的一部分，是对劳动者劳动价值的扣除，即地主把土地租赁

给劳动者的同时分走劳动者劳动所得的其中一部分，这部分被分走的就是租金。这个时候，地租实际上

是一种剩余，这个剩余就是当农产品市场价格足够补偿使用的资本和一般利润之后剩余的，说明了地租

在生产关系中的剥削性质，同时斯密指出产权的存在是地租存在的条件；二是租赁部分源于自然与役畜，

即地租为自然力产物，此时实际上就把人与牲畜，大自然的作用看成是一致的，这种观点与劳动价值论

是相对的。 

3. 大卫·李嘉图的分配理论 

与亚当·斯密不同，大卫·李嘉图生活在机器大工业时代，在当时社会形态下，工人与资本家之间

的斗争、资本家与地主阶层之间的对峙和矛盾日益加剧，李嘉图将土地产品分为利润、工资和地租三种

形式，分别由资本家、劳工和地主分配[5]。 

3.1. 工资理论 

在工资理论上李嘉图以劳动价值论为理论依据，同斯密一样李嘉图认为劳动价格也分为自然价格和

市场价格两种形式。自然价格是一个能够维持工人基本物质生活和继续繁衍孙子后代的必要物质价格，

它必须能够有效保持所有工人的基本物质生活和继续繁衍。具体来看，劳动的自然价格其实应该是由劳

动人满足每日生活需求的、满足每个家庭必要的生活费用和总价格两者共同决定的。李嘉图认为市场价

格是由劳动力供需关系决定的，具体而言就是当劳动力供给过多时，劳动力价格上涨，反之下降。 

3.2. 利润理论 

李嘉图认为利润也是劳动者创造价值的一部分，它是作为资本家的收入存在的。他把所有的资本都

看作是可以变化的，将利润与劳动的剩余价值等同起来，揭示了利润即剩余价值的本质。同时李嘉图对

利润在与工资、地租之间的关系也进行了分析，在他看来这三者存在对立的关系，当其中一种在分配中

所占的比例升高，其余两种所占的比例就会相应减少。他还提出当工人的工资增加的时候，商品的价格

不一定会增加，在他的论证中认为利润在收入分配中的相对份额是下降的，即商品的利润率一定会下降。 

3.3. 地租理论 

在李嘉图看来，地租是因为劳动者要使用土地而不得不支付出地主的一部分报酬，地租也是劳动者

劳动产品的一部分，但李嘉图同时指出劳动者向地主支付报酬并不会引起劳动产品的价格上涨，即地租

实际上不是构成劳动产品价格的一部分，农产品价格提高是因为劳动者投入了更多的劳动，与地租支付

的多少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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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嘉图的地租理论中对级差地租也进行了分析，他将级差地租分为两种形式。第一种级差地租产

生的原因是由于劳动生产率的差别造成的，此时土地的质量、位置是不同的。第二种级差地租产生的原

因是由于存在土地边际收入递减的规律，产品的产出增量随着投入的增加而减少，同时李嘉图也否认存

在绝对地租。 

4. 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分配理论比较 

4.1. 相同点 

第一，在工资理论上，斯密和李嘉图都认为劳动存在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而工资应该与劳动的自

然价格相等且能够满足劳动者的基本支出。在上文的分析中知道斯密把工资分成两个方面进行讨论，将

劳动的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与工资的形成之间的关系分别进行阐述，而李嘉图只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讨

论了劳动的自然价格与工资形成之间的关系。 
在对工资如何变化的分析中，斯密和李嘉都从劳动的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出发研究经济社会发展与

工资之间的关系。斯密把资本积累的状况、劳动力市场的供应状况加以考虑来对工资变化进行分析，斯

密认为当社会经济发展良好时，资本会得到积累，那么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会增加，雇员的工资水平就会

上升。李嘉图认为当劳动力供给过多时，市场的工资水平会下降，反之上升，但无论劳动的市场价格如

何变化都以劳动的自然价格为核心且在长期两种价格是不断趋同的。 
第二，在利润理论上，斯密、李嘉图认为利润是劳动创造出来的价值的其中一部分。斯密将利润分

为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一方面他认为利润是劳动者创造出来的新价值的一部分，是一种随着资本出现

的一种正常现象；另一方面斯密认为利润其实决定了商品价值和价格，是资本带来的收益，但没有认识

到利润的本质。李嘉图把利润看作是劳动者创造价值的一部分，同时阐述了工资与利润之间的对立关系。 
第三，在地租理论上。斯密和李嘉图认为地租是地主不劳而获的收入，因为土地是私有的，地主把

土地租给劳动者，而地租则是地主分走劳动者劳动所得的一部份，是劳动者创造价值的一部份。李嘉图

把地租划分为土地资本的报酬和使用土地价格的两个部分，李嘉图认为使用土地价格是一种租赁，实际

上是将地租与资本利息区分开来，地租就是使用土地生产力的代价。 

4.2. 不同点 

第一，有关商品价值是如何决定方面，斯密和李嘉图有着各自的看法，斯密认为工资、利润以及地

租共同构成商品价值，李嘉图则认为商品价值由投入的劳动和运到市场上需要的劳动共同构成，也就说

直接劳动和间接劳动共同构成商品价值量。 
第二，关于工资的理论方面，二者之间也存在不同的观点，斯密把工资进行两方面的阐述，李嘉图

则提出相对工资的概念，这里的相对工资是指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与自资本家获得的利润之间的关系。同

时李嘉图认为当资本不断积累，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劳动者得到的货币工资呈现上涨的趋势，但其得到

的实际工资确是下降的。 
第三，关于利润减少的原因方面，在亚当·斯密看来由于在市场上企业家的竞争不断加剧使得利润减

少，李嘉图则认为是由于人口的增加使得食品供应相对减少，从而使得利润下降，同时利润下降会阻碍

资本的积累和投资。 

5. 总结 

在古典分配理论上，斯密的分配理论对当时社会经济关系进行了深刻的分析，符合当时资本主义社

会的阶级关系，但他认的分析掩盖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层之间的经济联系。李嘉图生活的时代晚于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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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斯密，他提出相对工资的概念，认为实际工资的下降是由于人口增加引起的，对工资下降的原因并

没有进行深刻的解释。本文通过对斯密与李嘉图的分配理论分析比较，发现他们的理论对当时经济社会

的关系都能够进行和好的解释，符合当时的社会状况，但由于历史原因和阶级原因，他们的分析其实都

有一定的局限性，说明一种经济理论对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很强的依赖性，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理论

对后世经济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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