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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资本论》的核心内容，同时也是其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石。尽管马克思所处

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他的劳动价值论思想却随着科技进步和时代更迭获得了新的发展。因此，在当今

全球数字经济化时代背景下，通过系统分析和总结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对其面

临的挑战及创新性发展进行研究，从而实现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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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heory of labor value is the core content of Marxism’s capital, and it is also the cornerstone of 
his political economy theory system. Although Marxism’s era has passed, his labor theory of value 
has gained new development with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change of times, 
therefore, in the context of the current global digital economy era, by systematically analyzing and 
summarizing the basic content of Marxism’s labor theory of value, and on this basis to study the 
challenges it faces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to realize the re-understanding of Marxism's la-
bor theory of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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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资本论》是一部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光辉巨著，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全部理

论中，发挥着基石的作用。在《资本论》一书中，马克思通过对劳动、商品、货币、资本和剩余价值等

经济范畴和资本运动逻辑的考察与分析[1]，系统阐述了劳动价值论思想并深刻揭露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的运动规律及其内在矛盾，进一步明确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向社会主义公有制过渡的客观历史必然性。 
目前学术界关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再认识的相关研究不在少数，但是多为针对某一具体方面的研究，

或者是将劳动价值论作为背景进行研究，而以全局的角度进行系统和全面分析的相关研究却并不多见。

因此，本文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整体观，在归纳分析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关键内容的基础上，揭示出当前马

克思劳动价值论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以及新的时代背景下的创新性发展。这对我们进一步阐明马

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在当今现代化发展下的生命力和活力，以及全球要素资源的重组和全球经济结构的

重构起到了积极作用[2]。 

2. 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内容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在世界形势发生剧烈变动以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不断尖锐化的

条件下产生的，它在部分继承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思想的基础上，又透过唯物史观对资本

主义社会做了系统的分析和深刻的批判，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可以说，马

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创立符合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并适应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需要。它不仅成为马

克思深刻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批判的武器”，也成为了其科学揭示无产阶级历史使命和斗争策略

的“武器的批判”[3]，为人类解放和社会历史更迭提供了依据。关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其内容体系十

分丰富，本文则着重对劳动二重性和商品二因素两大部分进行简要分析和阐述。 

2.1. 劳动二重性 

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理论集中体现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两本著作

中[4]。马克思认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是构成生产劳动的两个方面。其中，具体劳动是自然属性，反映

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创造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并转移了所消耗的生产资料的旧价值；而抽象劳动则社

会属性，是各种生产关系的集中反映，它创造了商品价值[5]，由此构成了劳动的二重性。值得考虑的是，

马克思认为抽象劳动是价值创造的唯一源泉。因此，关于“劳动创造价值”这一命题也已被精确为抽象

劳动创造价值[4]。劳动二重性明确了价值创造的意义，揭示了剩余价值的来源，同时也更深层次地揭露

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剥削的实质[5]，为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提供了有力武器。 

2.2. 商品二因素 

有关商品问题的研究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起点。商品二因素主要包含着价值和使用价值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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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价值指的是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属于社会范畴，反映的也是一种社会关系；而

使用价值则是商品的自然属性，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是说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而

抽象劳动形成价值。首先，就价值问题来说，尽管价值没有实体，但它也是客观存在着的事物，是围绕

着商品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平等的交换关系，始终决定着价格的高低[6]。其次，使用价值是从商品本

身来理解的，代表着商品的有用性，这种有用性不是针对商品生产者而言，而是对于其他人、对于社会

而言是有用的。使用价值本质上来源于商品自身，与价值的关系则称之为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因此，若

某物想成为商品，必须同时具备价值和使用价值。最后，就交换价值问题来说。交换价值是价值必然的

表现形式，也是商品的特殊属性，体现的是商品的功能[7]。因此，尽管某物具有使用价值，但是只要它

未进入市场流通领域，也就是说没有用于交换，也就不能称之为商品。 

3. 劳动价值论在发展中遇到的挑战 

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揭示了事物存在和发展的过程都充满着矛盾。因此，劳动价值论的发展过程也

不例外。一方面，当前人类社会步入新的发展阶段，社会生产力水平更高，互联互通性也逐渐增强，世

界经济领域的智能化、全球化和一体化特征更加凸显，这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与此同时，数字经济化时代的来临也给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思想带来了新的挑战，本文结合相关专家学者

的研究成果，主要对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简要阐述： 

3.1. 关于劳动是价值唯一源泉的争论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思想是在早期资本主义工业化时代中孕育而成的，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批判精神

和斗争意识。从劳动价值论的本意来看，马克思认为土地、机器、厂房等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都属于

非劳动生产要素，并不能直接产生价值。只有将这些生产要素经过工人自身劳动应用于产品生产时，才

能在价值创造中发挥作用。因此，马克思认为创造价值的是并非是劳动资料，而是劳动，并最终得到工

人的劳动才是价值的唯一源泉的结论[8]。 
随着大数据等先进技术在社会生产领域的投入和应用，特别是人工智能的使用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大

幅度提升，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更加丰富和繁荣。与此同时，生产过程的替代现象也更加明显。生产领域

的智能化和机械一体化趋势对以劳动者为主导作用的传统社会生产方式产生了剧烈的冲击，机器代替了

人工，出现了生产成本大大减少，剩余价值却增加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部分专家学者对马克思劳动

价值论产生了质疑，认为能够产生价值的也许不再只是劳动了[9]，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生产工具的使用，

不仅可以增加产品的使用价值，也能创造出更高的新价值，因此他们认为价值似乎是由资本、土地和劳

动共同创造出来的[10]，劳动是价值创造唯一的源泉的平衡被打破。 
尽管对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争论愈演愈烈，但更多人还是坚持着“劳动是价值唯一源泉”的永恒

观点。本文极为赞同这一观点，并认为在当前数字经济条件下，多样化的生产要素只是起到辅助的效果，

占主导地位的仍旧还是人类劳动。毕竟从本质来看，机器也是人类研发和生产出来的，作为一种高生产

率的手段和方式，本身也属于商品，也具有独特的价值和使用价值。但不同的是它们实现了与劳动更深

层次的结合，不断推动着社会生产的现代化飞速发展。 

3.2. 数字化的思维控制趋向 

当前，在数据经济时代下，整个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领域节奏加快，物质利益的诱惑驱使个体

的价值观念和价值衡量渐渐发生改变。数字经济在冲破时空限制、为人类提供前所未有的世界范围内

的通信、合作、共享信息和智慧环境的同时[11]，也在重构人类的思维模式和价值体系。极度理性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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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维方式逐渐取代了人性的思考，人与人之间的关爱和友善也沾染了功利主义色彩，变得冷漠而疏

离。因此，值得关注的是，数字经济对人类思维所产生的控制作用越来越强的同时，人类的主体意识

也存在着被淡化的风险。这一点必须要引以为重，否则长此以往将会对社会伦理道德造成剧烈的冲击

和不可逆转的伤害。 

4.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创新性发展 

当前，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从传统工业经济向现代化数字经济的历史性转变，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逐

渐成为社会生产领域十分重要的生产要素[3]，而对数据的重视则成为推动党和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稳

步发展的必然要求和社会经济领域改革创新的必然趋势。现阶段，尽管马克思劳动价值论遇到了很大的困

难和挑战，但从总体来看，由于劳动价值理论本来就不是一个封闭的理论体系，需要人们结合时代变化发

展与时俱进，才能使其强大的生命力得到显现[12]。因此，这样的境况也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思想的与时

俱进和自我革新提供了机遇。本文结合以往专家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从以下几部分进行简要阐述： 

4.1. 管理劳动、服务劳动和知识劳动凸显 

数字经济的不断推进使得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范畴更加的广泛，人们逐渐意识到能够创造价值的已

经不单只是物质生产劳动，非物质生产要素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在整个价值体系中比重越来越高[13]。管

理劳动、服务劳动和知识劳动等就属于十分典型的非物质生产要素的劳动，它们本身并不具备任何物质

形态特征，却成为一种无形的、凌驾于物质层面之上的劳动形态。随着数字经济的迅速发展，相关产业

也进入了发展的机遇期，尤其是在一些依靠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生产经营的企业，物

质生产劳动向非物质生产劳动的趋向化更加凸显出来。 

4.2. 数字劳动产生 

数字劳动是伴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来临而产生的一种新的社会劳动形态。从本质上来看，数字劳动

是一种经过创新性发展的生产劳动，而从形式上看则是非物质劳动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呈现[14]。在数字经

济时代，数字劳动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劳动形态[15]，其内涵可从四个方面进行理解：首先，数字劳动是

一种存在于数字经济时代中的异化劳动，之所以说它异化是因为从当前社会生产的实际情况来看，数字

劳动所产生的劳动成果和创造的产品价值并未属于劳动者本身，而是仍旧被资本家所占据着，不平衡性

依然存在；其次，数字劳动是非物质性的劳动形态和劳动表现方式，具有网络化、智能化和数字化特征；

再次，数字劳动将数字技术、互联网等作为劳动工具和生产领域，依靠云端等新的基础设施对数据进行

收集、分析和预测；最后，数字劳动的劳动对象是人，包括人的思想、情感及行为，而它的劳动产品则

是数据商品，即创造剩余价值、实现资本积累的来源和工具[16]。 
如今，在现代化经济时代，数字劳动对传统的劳动形式产生了较强的冲击，已然成为最重要的劳动

形式之一。它所带来的实际效果对国家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产生了许多积极意义。首先，数字劳动使生产

过程的智能化、数字化水平不断提升，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并且推动经济实现了高质量发展；其次，

数字劳动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传统劳动的替代，使得社会分工更加精细化，劳动者的自主选择性越来

越高，并逐渐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拓展了劳动者自由发展的路径；最后，数字劳动的出现加

深了经济全球化进程，网络通信技术的应用，使得全球经济联系得更加紧密，因此数字技术的进步和数

字劳动的发展已然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内在动力[17]。 

4.3. 消费的数字化趋向 

从我国整个社会发展状况来看，目前不仅生产领域出现了数字化倾向，作为经济发展重要推动的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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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消费也逐渐趋向数字化。最为明显的是借助互联网等先进技术手段运转的购物平台和直播平台等，在

满足民众多样化的消费需求的同时，极大程度地带动了居民消费。在数字经济的推动下，我国的居民消

费在市场规模、消费总量、跨境电商等方面都呈现出了较为强大的发展势头[18]。同时，与我国经济发展

水平相协调的是，消费的内容也发生了变革，开始从注重物质消费转向物质和精神并重[19]，于是电商、

媒体、娱乐等新兴行业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期”。 

5. 结语 

劳动价值论思想是马克思《资本论》的核心，也是其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和实践证明，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思想并没有“过时”，在当今全球化数字经济下仍旧具备着极强指导作用，并日益

焕发出活力和生命力。现阶段，应紧抓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创新性发展，并将研究的重点及时转到基本

理论与现实发展相适应上来，从而推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与时俱进和完善发展，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

展提供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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