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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克思劳动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劳动观研究新的里程碑，经过长期的艰难探索，

逐渐成熟。马克思劳动观不仅创造了人本身，还在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新时

代，马克思劳动观的内涵更加丰富，历经超百年的历史洗礼而长久不衰，时至今日，马克思劳动观依然

焕发着强大生机和活力。因此，坚持马克思劳动观不仅有利于工匠精神的培育和弘扬，而且有助于青年

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为构建我国的和谐社会提供理论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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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rx’s concept of labor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Marxist theoretical system, and it is a new mi-
lestone in the study of the concept of labor, which has gradually matured after a long period of dif-
ficult exploration. Marx’s concept of labor not only created man himself, but also played an im-
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human social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the con-
notation of Marx’s concept of labor is richer, and it has endured for a long time after more than a 
hundred years of historical baptism, and today, Marx’s concept of labor is still radiant with strong 
vitality and vitality. Therefore, adhering to the Marxist concept of labor is not only conducive to 
the cultivation and promotion of the spirit of craftsmen, but also helps young people to estab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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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ct values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car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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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劳动是马克思思想体系中的核心概念。劳动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第一个基本条件，是一切幸福的源

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劳动定义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交换过程，是以人自身活动来引

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1]。马克思劳动观是马克思立足实践，在批判地继承前

人有关劳动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人类劳动学说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在促进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方面

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旨在通过明确劳动的内涵，把握马克思劳动观的形成过程，深刻理解劳动的本质和

价值，总结马克思劳动观的主要内容，从而深入分析马克思劳动观在新时代所发挥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2. 马克思劳动观的形成过程 

“马克思劳动观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理论态’，而是随着时代变迁得以完善的。”[2]它是马

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地继承古典哲学家、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和空想社会主义者等关于劳动学说的基础上，

结合现实，基于唯物史观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提出的不同于此前理论家的新劳动理论。马克思

劳动观正确把握了劳动的丰富内涵和本质，明确了劳动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它的形成是

一个历史过程。具体来说，马克思劳动观的形成共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2.1. 奠基阶段：提出异化劳动理论 

1844 年之前，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开展，机器生产逐渐代替手工劳动，使人类直接参加劳动的“手”

解放出来，极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产生了现代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两大阶级，全面确立了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然而，劳苦人民的生活并未因此得到改善，甚至导致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两大阶级

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日益凸显，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异化的结果。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对工人

剥削的本质，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详尽分析了异化劳动和私

有财产的关系，创造性地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马克思通过对异化劳动的基本内涵、环节、形式、主要

现象及其关系的详细阐述，概括了劳动的结构与功能、发展阶段与趋势，深入剖析了资本主义的阶级矛

盾，进而对共产主义劳动进行展望。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为劳动价值论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2.2. 发展阶段：创立唯物史观 

从 1844 年到 1848 年，伴随着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是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矛盾的日益激化，此时，

无产阶级逐步觉醒，从自发走向自觉，组织了多次工人运动，并从工人运动的失败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

建立了工会组织和政治组织。无产阶级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已经开始登上了人类历史的舞台，并

发挥着重大作用。然而，工人运动的失败从侧面反映出了创立科学的革命理论的迫切要求，因此，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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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武器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最为关心的问题。他们在深入考

察和研究现实的物质生产劳动的基础上创立了唯物史观。劳动是唯物史观的立论基础，生产劳动的观点

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唯物史观明确了劳动的作用，强调了生产劳动在促进人类历史发展和推动人类

社会进步方面发挥的积极意义，为劳动价值论的创立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也为马克思劳动观的进一步

发展作了哲学奠基。 

2.3. 成熟阶段：形成劳动价值论 

从 1848 到 1871 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把对抽象的资本主义劳动的分析转变到现

实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分析上，劳动的理论不再局限于哲学领域，而是关注社会生活实际，拓展到经济

学领域，旨在通过社会现实来剖析资本主义的劳动关系。在这个阶段，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和发展古典

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深化和发展了劳动理论，提出了劳动价值论，把马克思的劳动观推向了成熟阶段。

马克思使劳动价值论成为科学的理论，核心标志为劳动二重性学说的创立。马克思主要从商品出发，通

过对商品关系的深刻分析，阐明了商品二因素和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及其相互关系、价值的质和量的

规定性及其变化规律，并揭示了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和基本规律，为世人揭开了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神

秘面纱，同时还为消灭异化劳动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科学方式。 

3. 马克思劳动观的主要内容 

劳动最初是为了满足人类自身生命的需要，随着劳动的不断发展，劳动作为人类基本的实践活动，

曾一度沦为被剥削、强迫、惩罚的工具，直到近代人们才正确认识其本质、价值和意义。但在资本主义

的生产关系下，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工人只是生产剩余价值的工具，工人作为商品的生产者，却无法

完全获得全部商品，仅获得维持最低生活的工资。马克思结合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

科学分析了劳动的本质和内涵，马克思劳动观的主要内容体现在劳动对与人、社会和历史的创造。 

3.1. 人是劳动的产物 

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类改造自然界以维持肉体生存需要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性实践活动，是人的本

质属性，从而区别于动物本能且被动地适应自然活动的本质。一方面，劳动创造人本身。马克思认为，

人类在直立行走解放双手和用简单工具获取食物的过程中，使劳动成为人最基本的生存方式，成为人类

独有的有意识有目的实践活动。“劳动就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占有自然因素，是促成人和自然间的物

质变换的活动”[3]，他认为劳动的过程就是使自己获得主体性的过程，人作为主体在进行劳动的过程中，

使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也就是劳动创造人本身。另一方面，劳动是人的本质活动。马克思认为劳动

决定人的类本质，是人成为人的本质特质，只有在劳动活动中，人才能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

而且，马克思认为，劳动关系是最基础的社会关系，而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可见，劳动与

人的本质之间有着密切联系。总而言之，人是劳动的产物，人不仅在劳动中创造人本身，而且还创造物

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3.2. 劳动创造人类社会 

马克思认为，“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构成所谓的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4]。在马克思看来，社

会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同时也是人们改造自然进行物质生产从而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

的产物，但社会的产生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存在和发展是客观的，遵循一定的客观规律。

所以，劳动在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社会起源于生产劳动。人们在改造自

然的劳动过程中与自然产生联系，同时在劳动过程中又使人与人之间产生社会联系，人类社会在人的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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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过程和自然生成中逐步形成，劳动是社会中的劳动。另一方面，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活

动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础，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基本领域，实践活动还构成了社会发展的动力，离开了实

践活动，社会生活将戛然而止，社会就无法存在和发展。总而言之，劳动创造了人类社会，并推动着人

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作为理想状态的“人类社会”，是指自由人联合体，劳动者将通过劳动来解放自

身，达到劳动作为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的“自由人的联合体”。 

3.3. 人通过劳动创造历史 

马克思以劳动为切入点，深入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并剖析了剥削工

人获得的剩余价值，从而得出资本主义只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发展阶段，而且这一阶段必将被取代，

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的伟大论断。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是“第一个历史活动”。马克思将历史从理性精神

的抽象外衣中解救出来，明确了劳动在推动人类历史发展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即人通过劳动创造历

史。首先，劳动是人类历史得以展开的前提和基础，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力。其次，人民群众

是历史的创造者。人类创造历史的第一个或最基本的活动是生产活动，也就是说，人民群众只有通过劳

动才能创造历史。唯物史观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强调社会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历史。最后，历

史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5]，可以说，历史是人的目的性意识性活动和历史发展自身遵循的规律共同作用下所形成的。 

4. 马克思劳动观的当代价值 

劳动是马克思思想体系中的核心概念，马克思劳动观是人类劳动学说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在促进人

类社会和历史发展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新时代，马克思劳动观的内涵更加丰富，历经超百年的历史洗礼

而长久不衰，时至今日，马克思劳动观依然焕发着强大生机和活力。因此，坚持马克思劳动观不仅有利

于工匠精神的培育和弘扬，而且有助于青年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为构建我国的和谐社会提供理论关照。 

4.1. 培育和弘扬工匠精神 

“工匠精神”是一种职业精神，它是职业道德、职业能力、职业品质的体现，主要是指工匠对自己

的作品精雕细琢，执着追求，不断完善技艺、产品，精益求精的精神理念。马克思的劳动观与“工匠精

神”一脉相承，“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6]，人只有通过自由自觉的劳动，才能

在劳动中获得乐趣，主动将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态度和作风融入自己学习和工

作的全过程，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工匠精神”作为一种时代精神，始终是各行各业劳动者精神

风貌的集中体现。在新时代，更要以马克思劳动观为指导，在各行各业劳动者中培育和弘扬“工匠精神”，

打造一支高素质、高技能、高水平的专业人才，为推动中国制造业走出去，实现我国现代化强国的目标

提供人才支撑。而青年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生力军，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肩负民族复兴的重任，习近

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广大青年要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勇担时代重任，练就过硬本领。因此，应重视

培育新时代青年“工匠精神”，引导广大青年爱党报国、敬业奉献，并在马克思劳动观的指导下，为党

和国家事业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4.2. 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 

马克思劳动观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对劳动的科学认识。马克思认为，劳动不仅创造了人本身，还创

造了人类社会和历史，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和历史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动力，彰显了劳动的重要作用和

地位。马克思指出：“一切劳动，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它形成商品价值”[7]；“另

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它生产使用价值”[7]。所以，在马克思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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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的一个重要特性就是平等性，劳动虽然有不同分工，但没有贵贱优劣之分，任何劳动都是社会和人

民需要的劳动，都是人们劳动力的消耗，都生产一定的价值。因此，在新时代，坚持马克思劳动观，强

调只要是对社会发展有积极意义的劳动都应被尊重，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的劳动者也应当被尊重；强调

劳动是创造价值和财富的源泉，有利于青年正确认识劳动，从而将“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

“劳动最美丽”、“劳动最光荣”的劳动理念融入青年自身成长过程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有利于

牢固树立青年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形成正确的职业选择观；有利于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热爱劳动、尊崇

劳动、勤奋劳动的传统美德。 

4.3. 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理论关照 

在马克思那里，和谐劳动指公平正义的、快乐体面的、自由创造的劳动。和谐劳动对缓和劳资矛盾

具有重要意义，让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感受到公正与平等，体会到乐趣，通过劳动创造幸福和财富，从

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同时也让劳动者更加体面和更有尊严地劳动与生活。当前，我国现阶段的生产

力水平还无法完全避免生产领域的劳动异化，不足以达到马克思为我们描绘的共产主义消费资料按需分

配、社会高度和谐的美好前景，仍需通过调整劳动关系以减小异化劳动对劳动者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消极

影响。然而，马克思的劳动观对我国构建公正合理的劳动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也为构建和谐

社会提供了理论关照。在马克思劳动观的指导下，我国实行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

度，让劳动者平等地享有劳动成果。新时代，只有坚持马克思劳动观，才能真正让劳动者品等体面地劳

动，建立和谐的劳动关系，构建和谐社会。 

5. 结语 

劳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马克思对劳动进行了深入研究，逐

渐形成有关劳动的科学理论。马克思劳动观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时代变化而呈现动态式发展的趋

势。在新时代，深入分析和探讨马克思劳动观，将其融入教育和社会发展过程中，不仅有利于工匠精神

的培育和弘扬，而且有助于青年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为构建我国的和谐社会提供理论关照，最终让劳

动者平等地享有劳动成果，建立和谐的劳动关系，构建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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