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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旨在探讨马克思对自由劳动时间的理论观点，并分析其对当代社会的意义。自由劳动时间是马克思

主义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它涉及到劳动者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劳动时间安排和劳动价值的实现。

自由劳动时间是指在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后，个体可以自主支配的时间，劳动者有更多的时间用于自己的

发展和创造。马克思认为，自由劳动时间是实现个体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条件。只有在拥有足够

的自由劳动时间的情况下，劳动者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只有在共产主义

社会，人才能得到完全足够的自由劳动时间，最终才能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本文将从马克思的理论出

发，探讨自由劳动时间的概念、重要性以及对当代社会的启示，以期为当代社会的劳动时间安排提供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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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Marx’s theoretical view of free labor time and analyze its significance 
to contemporary society. Free labor time is an important concept in Marxist economics, which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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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ves the labor time arrangement and the realization of labor value in the socialist society. Free 
labor time refers to the time that individuals can control independently after meeting the basic 
needs of life, and workers have more time for their own development and creation. Marx believes 
that free labor time is an important condition for the realization of individual all-round develop-
ment and social progress. Only with enough free working time can workers give full play to their 
potential and make greater contributions to society. Only in a communist society can people get fully 
enough free working time and finally realize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the individual. Starting 
from Marx’s theory,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the concept, importance and enlightenment of free labor 
time to the contemporary society, in order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contemporary society’s la-
bor time arrangement. 

 
Keywords 
Marx, Free Labor Time, Labor Value, Socialist Society, Contemporary Society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自由劳动时间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它与劳动者的权益、劳动价值和社会主义社

会的发展密切相关。马克思对自由劳动时间的理论观点对于我们理解和探索当代社会中劳动时间安排的

合理性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马克思有关自由劳动时间思想中，马克思主张要减少工人必要劳动时间，

争取更多的自由劳动时间，自由时间充足了才能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奠定基础。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

中，马克思自由劳动时间思想依旧具有强大的能量，对当代社会的劳动时间安排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本

文分析总结了马克思对自由劳动时间的论述，探讨自由劳动时间的概念、重要性以及对当代社会的意义

即启示，为当代社会的劳动时间安排提供参考。 

2. 马克思对自由劳动时间的理论观点 

2.1. 对自由劳动时间的定义 

在马克思的社会时间理论结构体系当中，自由劳动时间指的是人的“非必要劳动时间”，不是自由

与劳动的对立，而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大资本家为了攫取利润对工人的压榨的现状下，自由劳动时间

成为了在必要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时间之外的很少的人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物质需要的满足已经不再

是人的终极目标，人们需要变成了追求个人兴趣、参与社会活动、享受文化艺术和与家人朋友交往等等

更高级的活动。综上可以总结为自由劳动时间的本质也就是人自我发展。 
马克思离开《莱茵报》后，受到了费尔巴哈思想的影响，逐渐转向唯物主义，标志着马克思自由劳

动时间思想的萌发。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的说明自由劳动时间的概念，

但是他详尽地分析了异化劳动及其对工人的影响。 
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应当通过技术进步和社会组织的合理安排，逐渐减少必要劳动时间，从

而使工人能够享有更多的自由时间。这不仅仅是为了提高生产力，更是为了实现个体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强调，解放出的时间不仅仅是为了休息，更是为了个体的创造性劳动和自由发展。他认为，这种

自由时间应当为人们提供追求艺术、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充实经验的机会，而非简单的消遣。马克思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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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社会有能力满足每个人的基本需求，而不必让人们长时间地投入到生产劳动中。

自由劳动时间的概念涵盖了确保社会富裕和公平分配的观点，使每个个体都能分享社会财富，而不仅仅

是少数人。 
首先，自由劳动时间与必要劳动时间是存在一定的区别的。马克思认为，自由劳动时间是劳动者在

满足自身生活需要后剩余的时间，而必要劳动时间是劳动者为了生存而必须进行的劳动时间。自由劳动

时间的增加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因为它意味着劳动者有更多的时间用于自己的发展和创造。马克思主张

要减少必要的劳动时间，获得更多的自由劳动时间，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才能成为可能。 
其次，自由劳动时间与剩余价值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时间分

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剩余劳动时间是劳动者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而进行的劳动时间。资

本家通过剥夺劳动者的自由劳动时间来获取剩余价值，这是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 
最后，自由劳动时间的解放只能存在于共产主义社会中。马克思认为，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劳

动者才能真正享受到自由劳动时间的解放。在这种社会中，劳动不再是为了生存而进行的必要劳动，而

是为了个人和社会的发展而进行的自由劳动。劳动时间的分配将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决定，每个人都有

平等的机会和权利去发展自己的才能和兴趣。 

2.2. 马克思对自由劳动时间理论观点的论述 

马克思早期的自由劳动时间思想是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本论》等著作中提出的。马克思

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时间被资本家剥夺了，工人们被迫长时间劳动以获取生计，而没有足够的

自由时间来发展个人的能力和充实自己的生活。马克思认为，自由劳动时间是人类自由发展的基础，它

是人们追求个人兴趣、参与社会活动、享受文化艺术和与家人朋友交往的时间。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

中，劳动时间被资本家控制和剥夺，工人们被迫长时间劳动，无法真正享受到自由劳动时间的好处。马

克思主张缩短工作时间，提倡每个人都能够有足够的自由时间来发展自己的个性和兴趣。他认为，通过

减少工作时间，人们可以更好地享受生活，提高生活质量，并且有更多的时间参与社会和政治活动，推

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1861~1863 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自由时间在不同阶级占有不同的比例，存在着不公

平现象。自由时间和劳动时间理论存在着对立，工人阶级的价值不能完全体现。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

学哲学手稿》中，虽然没有明确的说明自由劳动时间这个概念来表述，但是他对异化劳动进行了分析，

“异化劳动把类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它使类生活和个人生活异化，把抽象形式的个人生活变

成同样是抽象形式和异化形式的类生活的目的。生产生活指的就是类生活，这种生产生活本身对人来说

不过是满足一种需要也就是维持肉体生存需要的一种手段，而自由的有意识的的活动就是人的类特性，

也就是说自由的劳动时间内的活动才是人的本质体现。马克思指出，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

识的存在物，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来说是对象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异化劳动把这种关系颠

倒过来，以致人正因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才把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本质变成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

手段。”[1]马克思对于异化劳动的分析指出了必须消除异化劳动，让工人拥有更多的自由劳动时间就必

须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只有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人的自由时间内的劳动才能成为人的类本质。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自由劳动时间的内涵及意义进行了完整的论述，并以此揭示了资本主义

剩余价值的秘密所在。在私有制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过度逐利追求剩余价值，压迫工人缩

短工人自由劳动时间，出现了异化现象。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剩余劳动时间侵占了工人的自由时间，资

本家利用其进行资本增值，获得了更多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由于工人的劳动时间过长没有假期，自

由时间在不同阶级之中分配不均导致工人劳动异化与自由时间的异化。也就说，当“所有自由时间都是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4.133087


朱颖 
 

 

DOI: 10.12677/acpp.2024.133087 592 哲学进展 
 

供自由发展的时间，所以资本家是窃取了工人社会创造的自由时间，即窃取了文明”。[2]资本家获得了

大量的自由时间去发展，工人只能被资本家继续压榨，直到完全失去自由劳动时间、失去自由发展创造

的时间。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个阶级享有自由时间，是由于群众的全部生活都转化为

劳动时间。”[3]所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严重阻碍了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了让工人获得更多的自

由时间，必须消灭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马克思的自由劳动时间思想对后来的劳动运动和社会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工人运动中，缩短

工作时间成为争取劳动者权益的重要诉求之一。同时，许多国家也通过立法来保护工人的劳动时间，确

保他们有足够的休息和休闲时间。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自由劳动时间思想并不仅仅是要求简

单地减少工作时间，而是要求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现劳动的自由和解放。他认为，只有通过消除

剥削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真正实现人们的自由劳动时间。劳动才能真正成为人的本质。 

3. 自由劳动时间与个体和社会的内在逻辑 

个体想要得到全面发展必须立足于现实的人，唯物史观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个人或物质生产，只有从

现实的人出发，自由的劳动时间才能成为可能，人才能以自由劳动时间为前提去发展自己。在社会发展

过程中，自由时间是人参与社会活动、进行社会交往的必要条件。自由时间不仅是个人发展的条件，更

是社会发展的条件，人的自由劳动时间越多，人的社会实践能力越强，对社会发展就有更大的推动作用，

社会就能得到源源不断的创新与发展。 

3.1. 自由劳动时间促进个体全面发展 

唯物史观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4]劳
动时间中的个人是处于被强迫、无奈、过度劳累的状态，而自由劳动时间中的个体的一切活动展现的是

自由、兴趣、精神上的需要。个体的自由劳动时间变多了就有更多的时间发展。自由劳动时间能够使个

体更好地平衡工作与生活的关系，个体拥有了更多自由的时间用于休息、娱乐、学习和发展个人兴趣爱

好，追求更高的精神境界，从而提高生活质量。马克思在《1861~1863 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时间实

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他不仅是人的生命尺度，更是人的发展和空间。”[5]马克思在这里实际上强调了

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人提供更多全面发展的空间是前提条件，只有人的个性、能力、素质、品德、

交往关系等得到充分的发展，人才能得到全面发展。自由劳动时间变多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也就随之提

高，人们的创造力在有了充分的自由劳动时间的基础之上更容易被激发出来。因此，人的全面发展要立

足于现实的人，只有从人的现实性出发，自由的劳动时间才能成为可能，人才能在自由劳动时间中充分

发展自己。自由劳动时间提升了人的需要的全面发展，人的需要会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发生变化，在人类

社会早期，生存是第一需要，随着需要被满足人们又会产生新的需要，如发展的需要、享受的需要等。

这些需要是建立在充足的自由劳动时间基础之上的。自由的劳动时间不仅提升了人的需要层次和质量还

塑造了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个性得到自由发展，……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

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2]人们在自由的劳动时间内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从事自己喜欢

的活动，这样才能使人的个性充分彰显，人们才能得到进一步发展。 

3.2. 自由劳动时间推动社会进步 

随着生产力不断发展，科技不断进步，促进了生产效率的提升，减少了人们的必要劳动时间，但是

多出来的剩余劳动时间并没有转化为人们自由全面发展的自由劳动时间，探究其根源是由于在生产、分

配、交换、消费的环节上资本家对剩余劳动时间的窃取，剩余劳动时间在不同阶级、不同行业中的分配

是不同的。资产阶级掌握着生产资料，他们自然能获得更多的剩余劳动时间，不仅如此他们还会剥削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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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的剩余劳动时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个阶级享有自由时间，是由于群众的全部生活时间都

转化为劳动时间了。”[6]随着人们对自由劳动时间的依赖，自由劳动时间已经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

因素，在马克思看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物质财富充分涌流，自由劳动时间必然会从必要劳

动时间中分离出来，为人们从事自由活动提供更多的自由时间。人们利用自由时间从事更高级的活动，

社会生产力相应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随之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在马克思哲学体系中，人是具有主观

能动性的，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自由时间是人参与社会活动、进行社会交往的必要条件。人在参与社会

实践的过程中，将自由劳动时间也社会化了。自由时间不仅是个人发展的条件，更是社会发展的条件，

人的自由劳动时间越多，人的实践能力越强，对社会发展就有更大的推动作用，社会就能得到创新与发

展。 

4. 自由劳动时间的意义和启示 

4.1. 自由劳动时间的意义 

马克思在他的经典著作《资本论》中，强调了自由劳动时间的重要性。他认为，自由劳动时间是劳

动者在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后所拥有的时间，用于追求个人发展、自我实现和社交活动的时间。他认为，

人需要在充沛的自由劳动时间里接受一定的知识和实践的教育，从事更高的精神生产活动，积极参与社

会活动，从而发展智力提高实践能力最终实现个人自由全面发展。 
首先，自由劳动时间是劳动者享受生活的基本权利。马克思认为，劳动者不应该将全部时间都用于

劳动，而应该有足够的时间去追求自己的兴趣爱好、与家人朋友交流和参与社会活动。只有在拥有充足

的自由劳动时间的情况下，劳动者才能真正享受生活，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 
其次，自由劳动时间对于劳动者的身心健康至关重要。长时间的劳动压力和紧张工作节奏会导致劳

动者身心疲惫，甚至引发各种健康问题。而适当的自由劳动时间可以帮助劳动者缓解压力，恢复体力和

精神状态，保持良好的身心健康。这对于提高劳动者的工作效率和生产力具有重要意义。此外，自由劳

动时间也是劳动者发展个人才能和创造力的重要条件。在自由劳动时间内，劳动者可以进行自我学习、

思考和创造，发展自己的技能和才能。这种自主性的学习和创造过程对于个人的成长和社会的进步都具

有重要意义。只有在拥有足够的自由劳动时间的情况下，劳动者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为社会做出

更大的贡献。 
最后，自由劳动时间也是实现社会公平和平等的重要手段。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往往被迫长

时间工作，而资本家则享有更多的自由时间。这种不平等的劳动时间分配导致了社会的不公平和不平等。

因此，通过合理分配自由劳动时间，可以缩小贫富差距，从而实现社会的公正和平等。 

4.2. 自由劳动时间对当代社会的启示 

4.2.1. 学会合理利用自由时间，重视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当前社会环境人们的需求多元化、个性化，使得人们对自由劳动时间的追求越来越多，这意味着人

们的自由劳动时间增多，但是很多人并没有很好的利用来之不易的自由时间，也没有发挥其最大的价值

发展自己，启示我们要学会合理利用自由时间，从事积极健康有助于个体全面发展的活动，如：锻炼身

体、学习一门乐器、参观博物馆等等。马克思的自由劳动时间概念还强调了工作与生活的平衡。现代社

会应该通过法律和政策来保障劳动者有足够的休息时间和个人时间，比如实施弹性工作制度、限制加班

时间、提供带薪休假等。随着人们自由时间日益增多，许多年轻人并没有很好地利用自由劳动时间从事

更高的精神活动，浪费时间的现象层出不穷，马克思的自由劳动时间是建立在个人能够全面发展基础上

的自由时间，应该利用自由时间发展个性、才能、提升自身综合素质，做有意义的事情。马克思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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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时间的缩短可以使工人有更多的时间去追求个人的兴趣和享受生活。这一观点提醒我们，在当代社

会中，我们应该重视工作与生活的平衡，避免过度工作和过度消费的现象，以追求更加充实和有意义的

生活。 

4.2.2. 重视科技进步与自动化，推动社会进步 
马克思认为，随着劳动时间的缩短，人们将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和创造。这一观点对当代社会来说

尤为重要，因为科技的发展和自动化的普及正在改变我们的工作方式，减少不必要的劳动时间，工作压

力减轻。我们应该积极推动科技进步，使其为人类创造更多的自由时间，同时也要关注自动化对就业的

影响，确保社会的公平和包容。在科技发达的当代社会，劳动越来越具有创造性，只有调动劳动者的积

极性才能激发他们的创造力，如果劳动时间过长，突破了劳动者本来的承受能力是不利于劳动者创造性

的发挥，不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利用技术和自动化减少必要的劳动时间，但同时也要注意技术进步可

能带来的就业问题，确保技术发展的红利能够公平分配给社会各个阶层。 

4.2.3. 重视工人权益与福利，推动社会变革与公平分配 
马克思强调，应该关注劳动时间的公平分配问题，避免某些群体（如低收入工人）被迫长时间工作

而无法享有足够的自由劳动时间。这可能需要政策层面的调整，比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确保所有劳动

者都能在合理的工作时间内获得足够的生活资源。劳动者应该分享劳动成果的增长，享受到劳动的果实。

这一观点提醒我们，在当代社会中，我们应该重视工人的权益和福利，确保他们能够获得合理的工资、

良好的工作条件和社会保障，以实现社会的公正和可持续发展。马克思认为，通过缩短劳动时间，可以

减少贫富差距，实现社会的公平分配。这一观点提醒我们，在当代社会中，我们应该关注贫富差距的问

题，推动社会变革，实现更加公平和包容的社会结构。 

4.2.4. 缩短工作时间、提高劳动生产率，提升生活质量 
马克思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的撰写中提到“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7]。随着

生产力的提高，企业可以考虑缩短标准工作时间，比如从每周 40 小时向更短的工作周转变。这样可以让

劳动者有更多的时间用于个人发展和社会活动。或者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劳动者的技能，以及通过技术

创新提高生产效率，可以减少完成同样工作量所需的时间，从而为劳动者创造更多的自由劳动时间。自

由劳动时间的增加应该伴随着生活质量的提升。这意味着社会和政府需要提供丰富的文化、教育和娱乐

资源，使得劳动者在非工作时间有更多的选择来丰富自己的生活。 

4.2.5. 建立社会支持体系，促进个人发展与社会进步同步 
建立一个支持性的社会体系，比如提供儿童看护服务、老年人照护服务等，可以帮助劳动者减轻家

庭负担，从而拥有更多的自由劳动时间。为了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支持体系，首先需要确保教育体系能

够提供平等的学习机会，并且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政府应把自由发展时间的教育纳入国民教

育体系，建立免费的休闲活动中心，宣传培养积极的人文情感，引导社会风气的转向，赋予自由时间更

丰富的人文精神内涵。鼓励个人利用自由劳动时间进行自我提升和社会参与，这不仅有助于个人全面发

展，也有助于社会文化的繁荣和民主政治的参与。社区是社会支持体系的基本单元，一个强大的社区能

够提供给居民感觉被支持和被尊重的环境。鼓励居民参与社区活动，不仅可以增强社区凝聚力，还能促

进居民之间的相互帮助和学习。 

5. 总结与展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阶段，生产力水平大幅提升，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也发生了变化“我国社会

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意味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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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和向往不仅仅停留在基本的需求，无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有了更高的要求。

这就要求要有更多的自由时间，关注个体自身自由发展水平，人民群众的自由劳动时间增加了无疑也意

味着社会的进步。当代社会在劳动时间安排上的改革和创新，应当以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和社会整体福祉

为核心目标。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推进，人民自由劳动时间增多，他们可以更多地从事科

学、艺术等自己感兴趣的活动。但是并不能止步于此，马克思的自由劳动时间理论始终与人的自由全面

发展紧密相连，马克思指明了人的发展建立在充足富裕的自由时间基础之上，马克思的自由劳动时间概

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目标，即在满足社会和个人基本需求的前提下，追求更多的自由时间以促进

个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从马克思的“自由劳动时间”思想来看，自由劳动时间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

展的时间，人们创造自由劳动时间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让自身能够在才能、性格、品德、素质、兴趣、

美育、智育、德育等方面获得充分发展，避免自己陷入不完全的、畸形的和不健康的发展。针对社会中

的部分人并未有效利用自由时间来发展自己各方面的能力、关系和个性，而是把这部分自由时间浪费在

某些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事情上这种情况，国家和社会应当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和社会环境，引导人们

来充分利用好自己的自由时间，来培养自己在各方面的能力、关系和个性，使公民成为具有全面能力、

丰富关系和自由个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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