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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克思科技异化思想是马克思科技思想的精髓，其主要从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视角批判了技术发展的

异化问题，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发展引发自然环境恶化、人的劳动异化问题，从马克思的科技异

化思想中寻求破局之法，以数字技术赋能生态环境治理、坚持以人为本的数字技术研发，能为在新时代

推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思想的提供现实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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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rx’s thought of alien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the essence of Marx’s though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t mainly criticizes the alienation of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
tive of man and nature and man and society. In the era of digital economy, the development of di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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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 technology causes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the alienation of human la-
bor. It seeks the way to break the situation from Marx’s thought of alien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
nology, empower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 with digital technology, and adheres to people- 
oriented digital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t can provide practical guidance for pro-
moting and practicing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ought 
of “taking the people as the center”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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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类社会发展步入数字时代，数字经济“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

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1]。在数字技术最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也在不断革新发展，并使得人的

生存状况和环境发生根本性变革——一方面，数字技术对于能源的不断消耗冲击着自然生态环境的平衡，

甚至造成环境恶化，另一方面，数字技术作为资本要素投入人的实践过程之中，人的劳动方式发生变革，

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仍占主导的情况下，传统劳动在数字技术推动下开始以一种更为隐蔽的

方式加剧着人的劳动异化过程。针对资本快速发展所引发的自然生态问题和人的异化问题成为时代困局

的突出现实，如何运用数字技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成为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

马克思的科技异化思想生成于唯物史观的发展历程之中，是马克思在对机器大工业时代科学技术发展对

自然环境、社会历史以及人的生存状况所产生的深刻影响进行全面剖析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并在马克思

的唯物史观视域中进一步发展完善，成为其科技思想精髓。 

2. 马克思科技异化思想的理论释义 

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视域中，科技异化思想是极为重要的内容，它深刻揭示了在资本逻辑主导

下科学技术沦为资本统治工具所引发的异化现象。进而，科技异化的本质就是基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

有制背景下，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工具背离其生产主体，甚至于成为控制和奴役人的手段，致使现实的人

在科技活动中不再作为其目的，而是沦为科技活动的手段。 
更为特别的是，作为科技的延伸产品——机器本身不再作为协助人的方式和手段，而是为资本家私

人垄断后，转变为资本要素投入剩余价值生产过程之中，致使劳动本身与人这一主体发生全面异化。机

器原本是作为“转化为人的意志驾驭自然界的器官”[2]。人对机器而言，是使用者和控制者，在对机器

进行使用的过程中人的主体能动性得到全面释放，然而，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出现，机器

的本性黑化，演化为资本家的帮凶，将人置于机器的控制下，沦为其附庸。“以前工人是终身使用一种

工具，现在是终身服侍一种机器[3]。”伴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革新和发展，人对于科技的依附性不断加

强，当资本加以干涉后，科技便彻底成为反对和奴役人的力量。 
除此之外，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人是自然地存在物，科学技术作为人进行实践活动的工具和手

段，在不断影响人的同时，造成人的异化的同时，也会对人所处的环境产生影响，特别是自然环境。在

早期机器大工业时代，科技发展是以牺牲人和自然资源为代价的，与城市机器发展铸就起的繁荣景象相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2.116314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易宗念 
 

 

DOI: 10.12677/acpp.2022.116314 1841 哲学进展 
 

悖的是农村人民生活困苦、土地贫瘠、环境恶化。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现状》中写道：“到处是一

堆堆的垃圾、脏东西和废弃物，死水洼代替了水沟，仅仅是臭气就足以使稍微有点文化气息的人无论如

何不能在这里住[4]。” 

3. 数字科技异化的现实表征 

当今世界数字技术、互联网技术成为新的技术样态，相较于过去历史上出现的手工磨、蒸汽机和电

力设施等来看，它们诞生于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信息网络不断发展的大数据时代，呈现出数字化、网

络化、平台化等特征。数字化是指作为数字经济主体的个人、政府、企业等，在通过交易、管理等经济

活动来获取相关信息和经济结果的过程都可以采用数字化信息来表示，网络化则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

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互联网的覆盖率和传输速度得到了极大提升，相较于传统的信息传播技术，互联网

技术极大地突破了地域限制。平台化则是指由于数字化的经济发展特征而衍生出的以“时间”和“地理”

为核心，将多边群体进行沟通与连接的互动模式。在数字技术的不断推动下，科技以化呈现出更为独特

的异化表征，其主要反映在自然环境恶化、人的劳动异化两方面。 

3.1. 自然环境恶化 

在对人的本质加以考察时，马克思特别强调要从现实出发，将现实的人作为实践活动的主体。在此

基础上，科学技术就成为了人改造和认识自然世界的工具和手段[5]，科技如何发展、发展如何全部取决

于人对自然环境的认知水平。在马克思看来，人是自然存在的、具有生命的类存在物，通过与自然进行

各种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来满足其最为基本的生存需要，换言之，自然界是人的有机身体外在表现，

“没有自然界，工人就什么都不能创造”[6]。人运用自然的各种资源，自主的改造自身的生存和生活所

处的自然环境，但在这一过程中同时也受制于自然规律。但是在唯物史观视阈中看待科技的发展历程可

以发现，作为受资本主导的机器，其发展和革新是需要大量的资源消耗作为代价的，无论是蒸汽时代对

煤的过度开采，还是电力时代对的过度利用，在自然环境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科技发展会对原有的自然

生态造成破坏，作为资本增殖的工具，科学技术的发展既是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获得更多剩余价值，同

时也是为了扩大生产资料的获取广度和深度。当前数字技术的利用和推广，构筑起全球数字网络，实现

全球范围内生产资料的掠夺和开发加剧，特别是在对于光伏、稀土、碳元素等稀缺能源消耗方面。 

3.2. 人的劳动异化 

当前时代技术的不断革新，极大的改变了劳动的一般形态，隐匿了资本家的剥削形象。数字技术作

为当前时代的技术助力，以其所具有的外部性、便捷性等特征，极大突破了传统劳动的时空限制，使得

劳动的工作时间界限开始模糊，劳动呈现出渗透化形式，休闲和工作界限模糊，当数据沦为生产资料后，

民众运用 APP 和社交网络等进行的实践活动都在为资本家创造价值，而极为讽刺的是，劳动力本身却是

无意识的，这就是数字劳动所具有的一大时代特征——隐蔽性，借助于此资本家实现了对广大数字劳动

者的隐性剥削和对剩余价值的无偿榨取。同时，资本家又借助于对数据的所有权，结合其资本增殖需要，

利用数字技术制造所谓的消费热点和舆论导向，实现对劳动者消费偏好的精准把控，加快劳动者产销一

体化进程，从而进一步实现对数字劳动者的全盘剥削和控制。在所谓的技术解放人背后潜藏的是资本驱

动下的算法剥削和技术麻痹。同时数字技术的高效快捷性，使得大量原有劳动力为人工智能所取代，沦

为失业工人和产业后备军，由此致使劳动者之间的竞争加剧，社会关系异化加剧。 

4. 数字技术异化困境的消解路径 

技术是把双刃剑，它既能带来诸多便利，诚然也会造成诸多问题，在当代社会资本快速发展背景下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2.116314


易宗念 
 

 

DOI: 10.12677/acpp.2022.116314 1842 哲学进展 
 

数字科技对自然及人的异化现象已然成为无可避免的现实的情况下，探寻消解路径和解决对策必须要将

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运用辩证的视角看待数字技术这一时代产物，要在充分肯定

它对于自然环境节约资源、减少污染的优势和为人的发展创造更多有利条件的基础上探寻其异化问题的

破解路径，通过以数字技术赋能生态环境治理、坚持以人为本的数字技术研发双方面着手，来实现人与

自然、人与人和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4.1. 以数字技术赋能生态环境治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7]。”诚然数字技术的发展带来了自然资源掠夺加剧和能源消耗不断提升，

给自然环境造成了破坏，但相较于传统技术，其所具有的虚拟性和数字化也在极大程度上为环境治理提

供了有效手段。一方面，依托与数字平台的实时监测系统，可以对传统实体制造业等相关企业的污水、

废气等污染源进行动态监测，实现环境污染源头治理，同时数字化办公技术和生产技术的应用，使得传

统纸张、人力成本得到节约，极大程度保护了自然资源，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创造技术条件，数字时

代无纸化办公和灵活用工模式成为时代新秀；另一方面，依托于数字技术的区块链、大数据等，得以建

立起数字生态资产台账，实现对区域生态资源的有效评估，将资源开发利用情况实时记录，实现对违规

开采和利用资源行为的及时惩治，再者，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寻数字化生态补偿机制，打造智能

化、多元化生态补偿系统，对于已然遭受破坏的自然生态进行持续性修复和善后，运用数字技术实现人

工降雨、建设人工湿地等，协助自然环境进行自我修复，并通过自然保护区等对自然濒危物种进行有效

保护等。除此之外，从数字技术本身的更新性和创新性出发，不断探索研发出更为清洁的能源、生产模

式和生产空间等，实现生产方式绿色转型。 

4.2. 坚持以人为本的数字技术研发 

“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阶级立场，科技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人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而非奴役和控制人，成为人的异己的力量。数字技术的发展诚然加剧了人的异化，但我们也无法忽视数

字技术发展给人带来的诸多便利：数字化办公设施和生产技术使得人的劳动效率获得质的提升，技术作

为人的头脑和四肢的延伸，代替人从事危险和枯燥的工作，为人创造了更多的时空来满足个人“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8]”；互联网和移动终端的大规模普及使得人能够足不出户获知任意时空的信息和知

识，人的眼界和知识层面获得极大拓展，从而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提供更多信息储备和技能；物联网

和网购平台的兴起，使得人们可以按照自身需要在全球范围内搜寻各式物品，甚至私人订制想要的产品，

这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更丰富和厚实的物质基础等。因此，在数字时代消解人的劳动异化困境，必须

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数字技术研发，一方面，加大惠民助民向科技研发投入，为广大劳动者，特别是文化

程度欠佳的劳动者提供更为简单易学的劳动技术，帮助劳动者更快适应时代所需，同时运用数字技术开

辟和创造出更多就业岗位和零工平台，为劳动者满足个人生存需要，提升个人技能水平，实现社会价值

提供更多元化的选择和路径；另一方面，要加大数字技术与按劳分配社会制度的兼容性建设，运用区块

链等技术实现对劳动者投入的追本溯源，同时通过政府转移支付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制定数字税收制

度等来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收入，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除此之外，针对于资本逻辑对技术的控制，要加

快打造数字多元化动态监管平台，构建“企业–平台–政府–民众”的多元主体参与的监督机制，完善

数字化监督举报渠道实现对劳动成果分配、劳动实施过程的全方位、透明式监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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