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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拜物教是伴随数字的资本主义应用而产生的新形式拜物教。在资本主义中，数字拜物教主要表现在

数据商品化过程、数据生产要素化过程以及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过程。根据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数字

拜物教表面上崇拜的是“数字”，实际上是数字背后的资本权力。当前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呈上升态势，

为规避数字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既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还要做到监督市场发展并制定相关法律

法规，重视数字经济并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减少“数字鸿沟”以实现“数字”惠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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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gital fetishism is a new form of fetishism that comes into being with the capitalist application of 
numbers. In capitalism, digital fetishism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process of data commerciali-
zation, data production factors and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According to 
Marx’s criticism of capital, digital fetishism worships “numbers” on the surface, but it is actually 
the capital power behind numbers. At present, China’s digital economy is on the rise. In order to 
avoid the negative impac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we should not only adhere to the advantages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but also monitor market development and formulate relevant laws and regu-
lations,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provide a good growth environmen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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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uce the “digital divide” to achieve “digital” benef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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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数字技术的应用和发展，新的拜物教形式——数字拜物教诞生了。数据替代了商品、货币和资

本，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中新的“神明”。然而根据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数字”本身并没有什么魔力，

人们也并不是崇拜“数字”，而是背后的资本权力。 

2. 数字拜物教的基本内涵 

关于拜物教的内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是这样解释的：“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

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

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做拜物教”[1]，换句话说，马克思认为此时的“物”

和水、石头等自然物不一样，它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而产生的社会“物”，具有历史性。当把特

殊的含义投射到某件物品上，物品会展现出比它自身更强大的神秘力量，变得像“神”一样令人敬畏，

变得“可感觉又超感觉”，这就是拜物教。因此，“物”不再具有人的劳动属性，而成为脱离人的独立

存在物，从而将人的劳动的社会性质反应为“物”的天然社会属性，“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反映成

物与物的关系”[2]。以商品拜物教为例，球鞋文化和盲盒文化成为最近几年年轻人追捧的新潮，联名款、

限量版更是炙手可热，商家利用营销手段，使球鞋和盲盒变得有“态度”甚至有“灵魂”。马克思借用

拜物教的性质，描述了商品的神秘属性：人生产的商品似乎决定了人的命运。以“桌子”为例，马克思

揭示了商品拜物教的神秘之处：桌子作为商品出现时，我们能看见的是这件物品，看不见的是背后的社

会性，一旦桌子作为商品、用于交换，那么桌子内部蕴涵的经济价值就会带来神秘的色彩，使它成为决

定人命运的力量；如果这张桌子只具有使用价值，那它就无神秘可言。因此，马克思清晰地指出，资本

运行导致“生产的目的在于让渡它的使用价值而获得它的交换价值”[2]，人们不是正真的崇拜商品，崇

拜的是隐藏在商品背后的经济价值，从而人与人的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 
由此，我们可以总结拜物教的基本内涵。一是，拜物教侧重于说明人通过劳动生产的“物”，变成

了一种异己的力量支配人的行为和思想；二是，人不是简单的对物的崇拜，而是对“物”的经济价值背

后社会权力——资本的崇拜。 
至此，我们就可以很好的理解数字拜物教的内涵。继美国等发达国家完成工业化革命后，信息化变

革以更快地速度来到我们身边，信息化变革的最大特点就是数字化，体现在云计算、大数据、AI 算法、

人工智能技术等方面，并且这些数字化技术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不断影响生活质量

和工作效率。受数字化转型影响，资本主义内部诞生了一种新的拜物教形式——数字拜物教。数字拜物

教指的是在资本主义数字化变革的时代背景下，“数字”成了资本主义的新的统治力量，“数字”力量

的强大，使人们越来越臣服于“数字”，成为它的教徒。同样，人们对“数字”的狂热崇拜也分为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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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人对数字背后带来的社会权利的崇拜，因为这些社会权利带来的经济力量会创造

巨大的财富和资源；另一方面，在人对数字的崇拜下，是社会权利颠倒为支配人命运的神秘力量。 

3. 数字拜物教的具体表现 

在数字资本主义中，“数字”有三重含义：一是作为类似自然资源的生产要素，“数字”就像是煤

炭、铁矿等天然资源，成为生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成分；二是成为新的消费品，通过音频、影像、图片

等抽象形式表现出来；三是作为数字技术，突出表现在大数据、云计算和 AI 算法等方面。 

3.1. 劳动数字化过程中的表现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已经指出，资本运行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渡使用价值而获得交换价值，因此，

数据的商品化过程势必会把劳动向数字化方面推进。“数字化是指把文字、图像、动画以及声音的传播

转变为一种共同的语言”[3]。数字劳动指的是区别于物质劳动的文化、知识、信息生产和消费的“非物

质劳动”。区别于其他劳动形式之处在于，数字劳动者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也就是说，作为消费者

时，用户可以通过即时网络获得服务和商品；同时，平台会及时收集用户产生的消费数据，进一步分析

用户的消费偏好、消费能力等，并将其精细化为的有价值的数据出售给广告商牟利。所以，消费者在使

用网络时就不知不觉的成为了平台数据的生产者。在数据分析过程中，数据的多少并不是最重要的，重

要的是对数据分析的程度。由于原始数据杂乱无章、参差不齐，即便数据量丰富，也没有利用价值。只

有精细分析数据，通过提高平台数据处理能力，使数据变得完整、规则，才能正真探索到数据的实际价

值，从而获得市场竞争力，抢先占领市场。显而易见的是，在劳动在数字化过程中，平台，也就是资本，

表面上对用户的数据表现出求“数”若渴，实际上，是对“数”背后的带来的经济价值的渴求。由于资

本的趋利特性，它必然会使得人和“数”之间产生倒置，使“数”成为支配人的力量，成为数字时代的

“神明”。 

3.2. 数据商品化过程中的表现 

与桌子、椅子之类的实物商品相比，当数字作为商品出售时，它没有具体的实物形态，通常是以图

片、音频、影像等抽象形式表现出来。数字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数据商品大量充斥着资本主义社会，

消费数据商品早已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随着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壮大，人们已经被数字化生

活方式包围，并且多数人都陷入到数字化生活中。移动通讯系统和实时网络的完善和丰富，使得消费者

可以不受时间、地点的约束，遵从内心想法在网络上选择自己想要的商品和服务。以旅游为例，我们可

以根据想要去的景点，在手机上购买景点门票，选择心仪的酒店入住，结束时我们还可以在手机上对景

点和酒店的服务、设施进行评价，表达自己的感受，为其他消费者提供参考。然而，一旦我们出门没有

带手机，好多事情都无法顺利完成，如核酸检测、扫码乘车等。数据原本就是人设计出来方便生活的，

现在却成为了阻碍生活的桎梏，人与数据间产生了颠倒关系。生活中，就这样，我们的生活和消费被刻

上了数据的烙印，离开了数据，我们甚至无法正常出行。在消费过程中，我们经常能看到“该软件要求

跟踪用户行为”、“个性化推荐”、有些软件甚至要求用户开启“听写模式”，目的在于监听、跟踪用

户的消费记录，以便后台进行数据分析，从而为消费者提供更加具有吸引力的商品和服务，增加用户的

依赖性，进而资本获利。 

3.3. 数据作为数字技术时的表现 

除了商品和生产资料，数据还可以表现为数字技术。早在 2013 年中国 IT 领袖峰会上，中国国际金

融有限公司总裁朱云来就表示，在大数据时代，每天都会产生很多新的数据，重要的是如何处理这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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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2021 年 4 月，腾讯发布了自主研发的第四代数智融合计算平台“腾讯大数据–天工”，实现了

百万亿级数据自动分析的目标；2022 年 9 月，阿里巴巴有限公司公开了一项“数据处理方法、装置和电

子设备”的专利，该专利通过对用户数据分析处理，方便商家为用户提供精准的服务，提高用户粘着度。

此外，其他各大平台也在不断更新自家的数字技术，追求技术革新。由此可见，在大数据时代，数据的

处理能力通过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方式表现出来，同时人们也陷入了对数字技术的崇拜之中。 
人对数字技术的崇拜使得机器被设计的越来越像人，而人越来越像机器。在投资理财中，各家金融

机构为投资者提供了智能顾问，这种智能顾问是基于大数据和计算机算法，根据投资者的投资目标和风

险承受程度，制定个性化的投资计划，从而提升服务效率。从这一角度看，智能顾问就像人一样，“会

思考”、“会选择”；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投资者只能从智能顾问提供的投资计划中选择一项进行投

资，完全回避了自我思考的过程。而且开发人员为了使智能顾问更加“人性化”、“个性化”，就需要

在背后提供更多的数据，研发更精准的算法，俨然也成为了机器的“仆人”。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的发展

与运用使得人失去了自我思考的能力，越来越容易被数字技术控制，容易相信数字技术可以完成一切。 

4. 数字拜物教背后的资本权利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数字拜物教不是表面上对数字的简单崇拜，而是对数字背后的资本权力的崇

拜，这种崇拜导致了人与数关系的倒置，因此，要想厘清数字拜物教，就必须透过拜物教的现象，深入

资本主义的权力运作机制中去。 
对于资本，马克思是这样说的，“劳动的产品，对象化劳动，由于活劳动本身的赋予而具有自己的

灵魂，并且使自己成为与活劳动相对立的他人的权力”[4]。由此可见，马克思认为资本实际上就是权力，

更准确的说是支配活劳动的权力，正是因为有活劳动的存在，资本才具备了“自己的灵魂”。同样，在

数字时代，数字资本主义的实质也是权利，具体的表现为数字对活劳动的支配，并通过这种支配实现价

值增值，获得利润。 
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对于劳动剥削实质任然没有变，只是换了一种不同的形式。在生产领域，

一方面，劳动和生产资料相分离并基于雇佣劳动关系的再结合是形成劳动的形成必要条件。在数字资本

主义社会中，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仍然是这样运作的。研发设施、网络平台、重要开发设备、发明专利等

生产资料依旧被资本掌握在手中，而劳动者只有使用权，且使用时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马克思预测了

资本主义的旧形式迟早因新的资本样态的出现而改头换面，而且他还预测在新形式下的资本会呈现大量

集中的特点；另一方面，在生产过程中，资本为追逐更多收益，会想方设法的延长价值增值的时间。在

数字时代，资本不仅仅通过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以延长价值增值的时间，而且还通过将劳动时间转换

为娱乐休闲时间的方式获得额外的价值增值时间。在工作时，劳动者用剩余劳动时间为资本带来增值。

在休闲娱乐时，劳动者变作消费者，在浏览网络、购买商品时等留下痕迹，这些痕迹被打包成数据资源，

被平台售卖给广告商，进一步为资本带来更多的利润，消费者最终还是成为了资本的劳动者。从这我们

可以看出无论资本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它剥削劳动者的实质仍然没有变，反而变本加厉。 
在流通领域，马克思认为资本的增值不是依靠一次的生产获得大量的价值增值，而是由单位时间内

生产的次数决定，也就是说单位时间内生产的次数越多，资本就越有可能获得价值增值。那么资本为了

追逐更多利润，必然要缩短资本的循环周期，强调时间的重要性，弱化空间对时间的限制。“资本越发

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流通空间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

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4]。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空间不再阻碍资本循环，因

为数据商品的非物质特征大大的减少了空间存储，也就方便商品的流通和交易。平台集生产、出售、购

买于一体，还将收集到的用户的喜好、购买等信息转化为数据标签传递给商户，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商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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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用户间沟通交流成本和时间，实现更准确的服务。总之，资本利用数字技术打破了空间与时间的限制，

减少了资本循环的周期，为资本增值提供了便捷。 

5. 数字拜物教对中国的启示 

如前所述，数字拜物教不是指单纯的对数字的崇拜，而是对数字背后的资本权力的崇拜，那么要想

破解数字拜物教，规避数字经济对中国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就要先实现对资本权力的扬弃。 

5.1. 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发挥先天优势 

从制度上来说，中国就有先天的优势抵御资本权力带来的负面影响，因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目

前的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这样的经济制度下，生产资料归人民所

有，社会资源能被充分调动，集中精力办大事；坚持勤劳致富、多劳多得，能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

性和创造性，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力求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社会财富分配相对合理；政府与市场

关系和谐，在不影响经济繁荣发展的前提下，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可以将资本的权利限制在合理的

范围内，保证既调动了市场的活力与生机，也发挥了政府的监管、调节作用，保留了数字经济发展的底

线和原则。因此，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信社会主义制度、弘扬社会主义制度对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显得

尤为重要。 

5.2. 监督市场发展，制定相关法律法规 

政府要监管数字经济领域的垄断行为和霸权行为，保证市场公正公平。数字经济的激烈竞争使得早

已进入该领域的资本会利用技术优势打造“进入壁垒”，形成垄断，不利于其他新兴平台的成长和发展。

同时平台资本家利用平台权限，过度索取用户信息、出售用户信息、“大数据杀熟”等乱像也层出不穷。

对此，相关部门要联合利用区块链等新兴技术监管这类现象，并制定出保护创新、规范平台行为的法律

法规，也可以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人大代表、社会公众等多方力量参与法律法规的制定和监督实

行，进而完善数字经济领域的法律体系。 

5.3. 重视数字经济，厚植优良发展环境 

我国应当重视数字经济对社会发展带来的全方位激活、多角度带动作用，加快推进数字网络基础设

施建设，尤其是 5G 通信基站的的建设，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基础支持。多要鼓励企业向“互联网+制造

业”方向转型发展，发挥融合型数字经济的优势，实现数字经济内部的不断翻新。在税收制度上，政府

应当多提供优惠政策，厚植企业营商环境，对中小型企业实行税收优惠，对相关研发费用实行抵扣，减

轻中小企业的创新压力。支持企业在大数据与物联网、信息技术制造业等应用领域的建设和项目，并予

以专项基金的支持。 

5.4. 减少“数字鸿沟”，实现“数字”惠众 

由于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所以平台资本家会格外重视对自有资源的保护，以

确保领域内的技术优势，这就不可避免的造成了不同国家、地区、行业、企业的“数字鸿沟”，这不利

国内外于数字经济的长期增长和发展。这需要政府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同时，坚持共商共建共享

的原则，推进全人类“网络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城乡间的“数字鸿沟”也不容小觑，比如共享单车、

网约车的数量和成熟度存在区域性差别，因而需要加大这些区域的宽带建设，做到用“数字”连接中国

的每一片土地，重视这一部分人的“数字”培训，力求让数字经济的“红利”惠及大众，减少因“数字

鸿沟”带来的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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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要想避免数字经济带来的消极影响，就要将资本权力放置到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内，坚持社

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减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出现弊端的可能性。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是数字经济发展

的保卫者，在它的作用下，不仅能促进数字经济的长久发展，而且还能监督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强

化数字治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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