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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架构基础，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各部分有机串联，立足

劳动实践方可理解人类历史发展的秘密。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形成历经“始创–成长–成熟”三个阶段，

其内容包含劳动是人的本质，劳动是人类社会关系形成、发展的基础，以及人类历史通过劳动创造、促

使社会历史发展三个方面。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在当代具有丰厚的价值意蕴，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一是

个体层面：奠定劳动教育的理论基础，二是社会层面：揭示社会革命的主体力量，三是国家层面：指明

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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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rxist labor view, as the structural basis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Marxist theoretical system, 
organically connects the various parts of Marxist theory, and based on labor practice can we un-
derstand the secrets of human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e formation of Marxist labor view 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of “initiation-growth-maturity”. Its content includes that labor is the 
essence of human beings, labor i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 so-
cial relations, and labor creates human history and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history. 
The Marxist labor concept has rich value meaning in the contemporary era, which is reflected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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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llowing three levels: one is the individual level: laying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labor 
education, the second is the social level: revealing the main force of the social revolution, and the 
third is the national level: specifying the only way that the nation reviv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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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 年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到“要在学生中弘扬劳动精神，教育引导学生崇尚劳动、

尊重劳动，懂得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道理，长大后能够辛勤劳动、诚

实劳动、创造性劳动”[1]。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和各地政府均高度重视劳动教育，聚焦马克思主义劳动

观；而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伴随社会变革不断继承与发展，不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外部延

展，还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思想的深刻解读，探析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与当代价值意蕴

都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关键意义。 

2. 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形成过程 

(一) 始创期：异化劳动 
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始创期于 1844 年前，伴随工业革命的开展，新生工业逐步成长，机器代替原有

手工工具，原有作坊被工厂顶替。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大规模批量地使用机器工具对传统老旧的经济模

式造成严重打击；与此同时，加快了封建经济以及小商品经济的土崩瓦解。中等阶级的劳动分子成为工

人无产者，而大商人则变为工厂主，居民间的差别化体现在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对立。工业革命极大程

度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面貌，此时期的工人生活惨淡，面临资本家剥削与失业的双重压力；工业革命后，

资产阶级不断剥削工人阶级使资产阶级日益富裕，工人阶级日益贫穷，工人的劳动形式、劳动环境、劳

动条件、劳动模式等发生巨大改变，工人阶级的劳动特点呈现异化。 
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理论成果在始创期的具体表现为异化劳动理论，1844 年 3 月，马克思的研究重

点从政治批判转向经济研究，异化劳动便是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首次提出的概念，又称劳动

异化。该理论是马克思在吸收前人思想成果基础之上加以批判、继承、改造形成的独特的异化理论，异

化劳动理论是对异化问题最为集中的论述；与此同时，异化劳动的提出存在批判国民经济学与弄清私有

财产起源的双重目的性。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在始创期提出的异化劳动理论，对异化进行了系统地阐述，

并对私有财产的起源作核心论述，因此该理论在哲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观点即为“发现历史的主体即

为现实的人”。马克思主义异化劳动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有助于我们深刻

认识资本主义在时代发展中历史地位与作用，也为目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始终贯彻以人为本的

发展理念提供借鉴意义与现实价值。 
(二) 成长期：唯物史观 
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成长期介于 1844 年~1848 年，资本家迫于高额利润的内在催化与同行竞争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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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部压力，大量累积资本，产业规模迅速扩大，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增多。资本家、资本主义、资本产

业日益显现的突出性矛盾，使部分先进分子在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的同时表达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诉求；

而法国里昂工人起义、英国宪章运动、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三大工人运动，将阶级利益的矛盾点

展露无遗，斗争矛头指向整个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开始反抗资产阶

级统治，呈现出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两极分化的严重态势。 
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理论成果在此阶段具体表现为唯物史观，而唯物史观认为“在劳动发展史中找

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钥匙”[2]。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斗争实践的基础上周密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

盾，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到《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及

《德意志意识形态》，整个创作过程是唯物史观的提出、形成的动态展现。马克思强调：人类社会赖以

存在、发展的最基本条件为劳动，人类的形成过程中，劳动发挥决定性作用。此外，马克思还从物质生

产角度为切入点，第一次以实践为基础对科学的实践观做阐述，进而解释了实践在认识论中的基础地位

及决定性作用。唯物史观的产生确定了劳动的初始作用，社会历史观的巨大变革在此实现，推进社会科

学发展为科学。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石，唯物史观不仅为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发展做进一

步哲学铺垫，还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的提出以及探究劳动解放的本质内涵与基本特征产生积极影

响。 
(三) 成熟期：劳动价值论 
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成熟期集中在 1848 年至 1871 年之间。该时期英国、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由于

爆发生产过剩危机，强烈地将生产力发展的关键点指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日益贫困的无产阶级在资本

大量积累的过程中，贫富差异、贫富对立趋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已然从经济斗争领域转移到政

治斗争领域，但无产阶级缺乏科学认识与相应理论指导。因此，马克思将研究重点从哲学转移到政治经

济学，使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重大课题研究转为如何从经济领域证明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合理性，以及论

无产阶级在历史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借此提供科学的革命理论依据。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社会

现实中分析资本主义的劳动关系，因此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应运而生。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包含劳

动创造商品价值，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所需遵循的价值规律的理论，马克思从商品层面，研究了劳动在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作用及形式，阐述了劳动二重性与商品二因素的内部联系，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生

产方式在运行过程中的特点、基本矛盾。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是马

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它的形成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劳动观走向成熟。 

3. 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主要内容 

(一) 劳动是人的本质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通过异化劳动分析了人的类本质，他指出“一

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3]。人

类作为动物界一分子也需获得生存资源，与其他动物无别，需通过觅食来得到生存资源的保障；但其他

动物的觅食行为不是劳动，人类的劳动行为是后天习得，不是先天本能，是人类脱离动物本能产生的活

动方式。第一，人的劳动就是人本身有目的的满足劳动对象需求过程的自主性行为，人是劳动的产物，

劳动创造了人类生存所必需的全部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因此，劳动是人类的本质活动。人和动物具有

本质区别，人能够劳动，也就是说人能过通过自身的主观意识主导而进行有目的、有意义的劳动，而动

物的生产活动仅为自身生存与繁殖服务。第二，劳动是实现人的本质的条件。人通过劳动使自身不同层

面的需求得到满足，以劳动为基础，人的类本质才得以实现；劳动不仅是个体对生存资源获取的手段，

还是通过劳动的形式填充精神生活的工具，从一定层面，通过劳动的形式获得个人精神世界的满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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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会高于个人生存资源的获取。第三，马克思从实践的视角肯定了人在生产劳动中通过主观意识进行

对应实践活动进而达到改造世界目的的作用，个体在具有主体意识存在的同时，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借助劳动纽带，将自身认知、劳动技能等通过实践作用于客观世界，达到从意识到物质生活活动的转变；

而其现实性的转变，正是基于劳动是实现人本质的条件。个体通过实践活动，使自身物质生活与精神生

活达到满足并不断发展与成熟，以此来提升自身知识水平、提高认知能力、培养技能手段、塑造精神升

华，因此劳动是人的本质。 
(二) 劳动是人类社会关系形成、发展的基础 
人类在劳动过程中不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也在人们之间结成新的生产关系，而生产劳动的过程便

是人类现实社会关系形成的过程。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社会产生和变革的源泉是劳动，社会关系产生的

基础是劳动，只有在共产主义阶段人类才能“从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独立性”过渡到“建立在个人全

面发展和他们的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4]。因此，劳动是人

类社会关系形成与发展的基础。人类从古猿猴进化而来，劳动在进化的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劳动首先

创造人类生理结构，使人类手脚分工；其次，劳动推动古猿猴的猿脑变为人脑，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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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以此形成人类语言和人类意识；再

次，人类不仅通过劳动改造本体，还通过与周围他人的活动形成社会关系网，这种社会关系即为生产关

系。人类社会由纷繁的社会关系网构成，社会关系变化发展、与时俱进，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社会关

系网也会相应变化。人类社会关系的形成是人类在进行物质生产活动过程中“个体与个体间的关系－个

体与群体的关系－群体间的关系”的转变；这些关系共同构成社会关系，关系群的延展使社会共同体产

生，社会系统规模便不断庞大。个体在劳动过程中呈现的差异性影响个体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

各个层面与阶段的差异性，其阐述劳动是人类社会关系形成发展的基础，正是对个体差异性、劳动社会

属性的揭示，也是对人类生产劳动影响客观世界的肯定。伴随劳动发展，人类对社会认识的思辨能力趋

强，当人类社会发生社会形态的迭代更新时，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矛盾延伸的社会矛盾则必须通过人类的

实践活动来调控；辩证统一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人类的劳动和生产实践中发展与完善，人类社会关

系的形成与发展便在人类的劳动实践中，掌握方向标，使社会不断进步与发展。 
(三) 劳动创造人类历史，促使社会历史发展 
劳动创造历史，人类历史由人创造，该过程发挥核心作用的则为人类的生产劳动实践。因此，劳动

是促使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推动力量。首先，劳动创造人类历史。人类历史是一部鲜明的劳动奋斗史，

劳动是人类能够发明创造出语言文字、辅助性生存工具、提升人类劳动生产能力的工具。其次，人类只

有在劳动过程中才可以获得本体得以生存延续的物质生活资料，满足于个体的生活所需的基础上进一步

达到精神世界的满足；无论是人体的机能条件、生存谋生的动力、社会分工等，都是人类通过自身劳动

所创造出的历史，精神文明的创造依赖于智力劳动，物质文明的创造依赖于体力劳动，都是人类对社会

价值的奋斗史。其次，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离不开人类的劳动。劳动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垫脚石，是马

克思从劳动角度揭示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劳动人民的核心性作用，是将劳动人民置于生产劳动内的观

点。最后，劳动实践的过程经历“实践–需求–再实践”的循环往复，主客观对象的有机连接，使人类

活动在劳动实践中对话与重塑，社会历史便在其过程中得以延续与发展。 

4. 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当代价值 

(一) 个体层面：奠定劳动教育的理论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我们党的教育方针，是我国各级各类学校

的共同使命”[6]；而新时代下劳动教育是各层次学校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必然要求，劳动教育需要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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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主义劳动观作价值引领与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强调劳动是人的类本质，而劳动教育回归人的

类本质需在过程中培养个体的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劳动教育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逻辑基点即为马克

思主义劳动观，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立场对于个体发自由全面发展所彰显出的理想价值指向具有重要意义

[7]。 
新时代的学生个性突出、思想活跃、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强，但存在忽视体力劳动、不尊重劳动人

民、不珍惜劳动成果、好吃懒做的不良现象。因此，各类学校需要通过在劳动教育中，发挥马克思主义

劳动观的价值引领，使学生领悟劳动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重大意义和重要作用，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

明确只有通过辛勤劳动才能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意义。首先需要加强新时代各类学校学生的马克思主义

劳动观教育，统筹设计马克思主义劳动观教育的体系，尤其将马克思主义劳动观教育列入学校劳动教育

的重要部分。其次，在劳动教育中发挥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价值指向，通过加强马克思主义劳动观校园

文化的建设达到隐性的传播，使学校在劳动教育中形成劳动氛围和劳动风尚，以此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劳

动观的重要性。最后，学生需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培养劳动习惯、劳动情怀、劳动素养，有力融入学

校的劳动教育之中，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理论，勇担历史使命，正视劳动、热

爱劳动、辛勤劳动。 
(二) 社会层面：揭示社会革命的主体力量 
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强调：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主体是工人阶级、农民、知识分子以及广大劳

动人民，载体形式则为辛勤劳动；因此，劳动人民依靠劳动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并取得胜

利。社会主义不是空想出出，是通过脚踏实地的辛勤劳动奋斗得来，新时代也不是凭空产生，是劳动人

民依靠劳动取得的重大成就。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是我党发挥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独特优势与力量的体现，而在社会主义各个层面的建设、发展中，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

群众充分发挥劳动积极性，通过辛勤劳动创造出伟大成果。生产建设、文化科学、经济前沿的发展与进

步，是劳动人民通过劳动创造所得，佐证马克思主义劳动观“认为人和人类社会的产生、存在的根本原

因为劳动”，因此，一切贪图享乐、不劳而获的错误思想都将阻碍全社会形成热爱劳动、尊重劳动、辛

勤劳动风气的步伐。马克思主义劳动观揭示了社会革命的主体力量为劳动人民，我们要在全社会批判轻

视劳动、轻视劳动人民的错误观点，大力弘扬劳动精神，将马克思主义劳动观贯穿日常生活中，聚焦社

会主义发展的需要。树立劳动最光荣、最崇高、最伟大、最美丽的观念，尊重劳动与劳动人民，努力创

造、勤劳勇敢、刻苦钻研，在劳动中体现自我价值，在劳动中展示自我风采，在劳动中感受精神快乐！ 
(三) 国家层面：指明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多次强调，全体社会成员需通过诚实劳动来实现自我发展，以劳动托起中国梦

[8]。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为个体提供正确的劳动观指引，个体对劳动最光荣、最崇高、最伟大、最美丽的

观念产生强烈认同感后，能够充分发挥劳动积极性与劳动热情，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将劳动、

自我自由全面发展、国家发展有机统一起来。建党百年，中国共产党能够始终保持政治本色的途径即为

劳动，中国共产党发扬优良作风、勤劳吃苦、敢于创造的保障也为劳动；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群众

在革命、建设、改革的过程中，正是勤于劳动、善于创造，才推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光明之路。

从中华民族和国家发展的战略层次角度，要实现伟大复兴，必须牢牢依靠劳动；而个体将劳动内化为垂

直目标，以社会主义发展为本体价值引领，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必须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

高度重视劳动、尊重劳动、尊重劳动人民、敬重劳动果实，脚踏实地，辛勤劳动，以劳动者为主体充分

肯定劳动者的努力。其次，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理论学习。应全面、系统、准确的了解与掌握马

克思主义劳动观，明确认识到劳动对人的存在、对社会历史的发展、对社会经济的运行、对自我自由全

面发展的重要意义与独特作用。最后，必须掌握相应的劳动技能。将马克思主义劳动观融入到实际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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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去，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念转变为行为，将内在的劳动品质与外在的劳动行为融为一体，在实践中加深

对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理解与把握，并在过程中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劳动观。把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

价值意蕴运用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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