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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的解放”问题是贯穿马克思思想发展和转变过程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马克思毕生研究的核心问题。

马克思“人的解放”是在扬弃异化的基础上实现人本质的真正占有的现实活动。人工智能以模拟人类智

能为目标导向，在当下对个人生活及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造成边

缘化群体及结构性失业、贫富分化加剧与阶级矛盾激化、技术依赖与能力退化，人工智能成为异己的力

量与人本身相对立。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实现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延长自由劳动时间，为人的解放提

供了空间；同时，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满足人们多方面的需要，加深人的解放程度。正确处理人工智能

带来的社会困境，就应将其放在人类发展进程中去考虑如何通过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助推实现人类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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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ssue of “human emancipation” is an important issue throughout the development and trans-
formation process of Marx’s thought, and it is also the core issue of Marx’s lifelong research. Marx’s 
“emancipation of man” is a practical activity to realize the true possession of man’s essence on the 
basis of abandoning alien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goal-oriented to simulate human intelli-
gence, and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lives of individual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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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one hand, the widespread application of AI technology has led to marginalized groups and 
structural unemployment, the intensification of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the intensi-
fication of class contradictions, the dependence on technology and the degradation of capabilities. On 
the other h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alizes the improvement of labor production efficiency, pro-
longs free labor time, and provides space for human liber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meets people’s multifaceted needs and deepens people's emanci-
pation. To properly deal with the social dilemma brought about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e should 
consider how to us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to promote human liberation in the process of 
huma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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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的解放”问题是贯穿马克思思想发展和转变过程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马克思毕生研究的核心

问题。人在不断克服制约其发展的条件过程中实现人的解放，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和人的解放过程中起

到非比寻常的作用。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标志性成果，深刻的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及社会

的发展。因此，探究人工智能与人的解放的关系问题具有现实意义。 

2. 马克思“人的解放”思想 

2.1. 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是“人的解放”的终极目标 

“共产主义社会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

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

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1]人的解放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

人的解放是以人本身为目的，通过人彰显主体性的能力实现对人的本质的全面占有，即实现人自由而全

面的发展。 
人的本质具有多方面的规定性。第一，人通过自由自觉的劳动来彰显其本质力量。劳动是人区别于

动物的最根本特征，动物的活动是在其本能驱动下的无意识的活动，而人类劳动是人按照自己的意识所

展开的改造客观世界的现实活动，人在劳动的过程中人的本质得以确立。第二，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

哈的提纲》中作出重要论断：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劳动绝不是单个人孤立的劳动，而是人与人彼

此相联系的社会性行为。因此，人是社会中的人，人在社会中形成的关系成为人的本质。第三，人的需

要是人进行全部活动的动力，人包括物质和精神多方面的需要，人在不同历史阶段形成的不同的需要及

需要的满足方式推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形式的变革。人的需要本身就是人的存在。第四，现实的人被困

在异化劳动及由此产生的异化的社会关系之中，使人处于不自由的状态中，让人感到不幸。人的自由本

质被遮蔽在以往一切对抗的社会形态中，人的自由只有建立在对自然必然性的把握之上，并且充分发挥

人的主观能动性，才能使人的天性得以释放，因此人的本质的彰显需要创造一个合乎人性的环境作为社

会空间。人的本质在人的不中断的实践活动过程中得以彰显，生产出人的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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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人的异化状态是马克思“人的解放”思想提出的重要背景 

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本质的彰显受困于异化劳动的雇佣关系之下，无法展现其多面性，人在劳动中

感受到的不是幸福，而是强制劳动带来的不幸。人的异化状态是马克思“人的解放”思想提出的重要背

景。 
“异化”是指人自身的力量及人在劳动中创造出来的产物变成超越人自身之外的异己的东西，并且

反过来奴役人、控制人、压迫人。异化现象在过去人类社会的各个阶段都存在，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异化

的程度加深成为了人的全面异化。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异化劳动的表现进行了详细

描述：第一，劳动者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者辛勤劳动创造出来的产品最终不被劳动者所占有，

并且受到产品的支配和控制。劳动者生产出的产品越多，劳动者得到的就越少，劳动产品成为劳动者之

外的与劳动者的劳动相对立的东西。第二，劳动者和自己的劳动活动相异化。资本主义社会大机器生产

下的精细分工，使得劳动者被迫的固定到某个分工岗位上，劳动成了外在于劳动者的人类活动。在强制

性的劳动分工中，劳动者感受到的不是劳动中人的本质力量彰显的精神满足，而是不自由、不幸福。第

三，劳动者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人的类本质的确认是在人的劳动中完成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

劳动使得劳动不再作为人自由自觉的活动，而成为劳动者谋生的唯一手段，作为人的类生活的生产活动，

成为异己的压迫人的东西。第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异化。异化劳动必然带来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劳

动者创造出的不被他占有的劳动产品并将被对立的另一部分人所占有，最终演变成为两大阶级的对立。 
劳动与交往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人类交往受制于一定的生产条件，同时人类生产的发展也在相当

程度上受制于交往的广度与深度。人类每一次生产变革都会带来人类交往的扩大和深入，而交往的发展

会进一步促进推动生产的变革。异化劳动深刻影响人类社会的交往形式，带来人与人交往的异化。一方

面，人与人关系的多样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被单一的物的关系所掩盖。货币由衡量商品价值的尺度，在

“商品拜物教”下成为衡量人的价值的尺度，个人财富占有的数量成为判定其社会地位的唯一标准。另

一方面，在人与人的交往过程中，交往对象成为客体，成为实现追求个人利益的手段。人与人的关系成

为劳动与资本对立下的纯粹的经济关系，资本家只看到工人劳动力的价值，工人也仅因为工资而与资本

家进行交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精细化的分工与世界市场的形成，创造了丰富的社会关系，但在异化

劳动的背景下，社会中个人的社会交往被局限在经济关系中，变得更加局限，成为人的解放的阻碍。 

2.3. 人的解放是一个现实活动 

人类的解放过程就是异化的扬弃过程。人类异化的根源在于私有制及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强制分工。

因此，实现人的解放的第一个条件在于消灭私有制。私有制是异化劳动的起因，同时也是异化劳动的结

果。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整个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是建立在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

对劳动者剩余价值的占有基础之上，社会的发展以牺牲部分人的发展为代价。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

关系指出，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实现生产关系的变革。人类解放建立在物质资料极大丰富的基础之

上，同时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也是以生产力的发达作为前提。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的母体中孕育产生，在

继承资本主义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的基础上，采取新的制度模式，对生产关系进行彻底的变革。劳动者

是国家和企业的主人，社会生产建立在人的需要基础之上，而不是受到资本逻辑的控制；劳动者与管理

者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保证劳动者当家作主的地位和权力，消灭剥削。第

二，实现社会的普遍交往。精细化的分工造成人与人活动的疏离，普遍交往形成平等、丰富、全面的交

往形式。人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物质和精神的生产的交互，并在过程中形成广泛的社会联系。 
人类解放不是停留在观念的解放而是现实的历史活动，基于此马克思对人类解放的主体及具体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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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深刻的阐述。无产阶级是实现“人的解放”的主体力量。在考察资本主义社会过程中，马克思关注

到无产阶级的特殊境遇并基于无产阶级的自身特性，马克思将实现“人的解放”的历史使命聚焦于无产

阶级。首先，无产阶级是与资本主义一同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自身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先进生产力的代

表，因此无产阶级具有先进性的特征。其次，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及交往的扩大，在资本逻辑下，整个社

会阶级结构简单化，日益分裂为两大阶级的对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掌握着绝大多数生产资料的资产阶

级统治着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无产阶级的解放就相当于绝大多数劳动者的

解放。最后，无产阶级具有彻底的革命性。无产阶级作为被统治的对象，在不占有生产资料的情况下，

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资本家通过无限度的压榨和剥削工人实现对剩余价值的占有，劳动对

于无产阶级来说不是人本质力量的展现而仅仅成为谋生的唯一手段，无产阶级受到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摧

残，无产阶级渴望幸福，反抗压迫的要求成为“人的解放”的推动力。无产阶级的劳动解放不仅具有创

造劳动产品的强大动力，而且具有变革不合理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强大动力[2]。 
社会革命是实现“人的解放”的必经之路。早期的工人运动由于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都以失败告

终，面对资产阶级残酷的镇压，无产积极革命的热情更加高涨。面对无产阶级的反抗，资产阶级是不可

能放弃自身的特殊利益，交出统治权。《共产党宣言》清楚的向我们说明了，在资产阶级进行残酷专政，

无产阶级除了反抗将无法生存的时代，无产阶级只有通过革命推翻一切现存的制度才能实现自身及人类

的解放。在革命的过程中，无产阶级失去的是枷锁，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 

3. 人工智能与技术异化 

人工智能作为第四次科技革命的重要因素，在不断更新中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3]。人工智能以模

拟人类智能为目标导向。现阶段的人工智能依靠特定技术完成图像识别，语音识别、合成、对话，完成

复杂的组合行为如自动驾驶，能够进行数据的分析、处理，甚至能够进行机器学习，这些技术分别对应

人类的看、听、说、行动、思考及学习能力。人工智能的发展水平有弱人工智能、强人工智能及超人工智

能三个水平阶段。当前的人工智能技术局限于对人类智能的浅显的模仿，因而处在弱人工智能阶段。即

便如此，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对社会发展及人的生存状态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3.1. 边缘化群体及结构性失业 

伴随着大机器生产带来的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的变革不仅影响到经济领域，同时也造成社会层面的变

革，“使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

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4]，科技的进步以及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人们的生活交往方式、思想观念

等都应适应新的发展变化。人工智能作为信息文明的典型代表，具有高级的知识技术要求，这种特征在

生产过程中提出了对劳动者的筛选要求。能够享受人工智能技术并成为受益者的这部分群体，必定是具

有相关的知识技能的及建立在一定的经济条件基础之上的。由于无法掌握人工智能技术而被边缘化的这

部分群体不在少数，在人工智能技术广泛应用的今天，将会成为这一群体融入社会生活的阻碍。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到，“劳动资料一作为机器出现，就立刻成了工人本身的竞争者。资本借助

机器进行的自行增值，同生存条件被机器破坏的工人的人数呈正比。”[5]在资本逻辑下，资本家为了提

高劳动生产效率，占有更多的剩余价值，大量投入机器来取代人工。在生产过程中，伴随着社会分工的

精细化，工人逐渐成为机器的附属品，成为机器衍生出来的一部分。这样的生产过程对劳动者劳动技能

要求日益降低，劳动者的可替代性增强。人工智能短时间内在更大程度上助力生产效率的提高，但同时

由此引起的结构性失业问题也是以往的机器不可比拟的。当下的人工智能更多的替代人在简单重复劳动

中的工作，受此影响而失业的工人往往是低劳动技能的，这一群体的再就业面临严峻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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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贫富分化加剧与阶级矛盾激化 

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归资本家所有，通过雇佣劳动实现对劳动者剩余价值的占有，在事实上

形成对无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人工智能技术因其助力劳动生产率的显著优势，吸引了大量资本流入，

因此，该行业的技术精英及行业领袖成为人工智能技术最大的受益者，占有大量社会财富。人工智能技

术作为新兴的行业虽然能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但有着鲜明的指向性，指向掌握相关技术的高科技人才

等具有高劳动技能的少部分群体，而这无法解决由人工智能替代人力所引发的社会结构性失业及贫困问

题。在工人阶级内部，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收入差距也会因为人工智能的应用而拉大。综上，如

果不加干涉势必会造成由分配问题而引起的社会矛盾激化及阶级对立。 

3.3. 技术依赖与能力退化 

马克思批判在异化劳动中，劳动者丧失其作为人的主体性，成为机器的附属品。当一种更高效的机

器出现并替代人工投入生产并融入生活之中，对人工智能的依赖容易造成人自身劳动及其他技能的退化，

在滋生的懒惰中丧失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人工智能将人从艰苦、枯燥的重复性劳动中解放出来，失去

环境和劳动的磨练，人的意志力减弱成为必然，人们改造世界的激情和劳动技能的衰退，造成人多方面

能力的退化。 
具体而言，人工智能的出现及对社会产生的多方面的影响，其程度远远高于过去的任何机器取代人

工的形式。面对这些现象，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人工智能从而助推人类解放成为需要探讨的重要现实问

题。 

4. 人工智能助推人的解放 

4.1. 人工智能助推人的解放的可能性 

从劳动的角度理解人的解放，就是使人摆脱劳动的强迫性和谋生性，并且要摆脱一切人身依附[6]。
人工智能实现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延长自由劳动时间，为人的解放提供了空间。人类解放的实现以物

质资料的极大丰富为前提。“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

的解放做准备。”[7]科学是生产力，科学间接的渗透到生产的环节中。人工智能在生产过程中以技术形

式影响生产，实现生产力结构的优化，即由机器替代人的部分职能。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势必引起与之

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变革，据此，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带来的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高，促进了当

下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推动了人类解放进程。 
人工智能技术完成了人的多方面需要的满足。恩格斯将人的需要划分为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和发展

需要三个阶段。人工智能实现了更高效的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极大丰富的商品满足人们的生存需要。

当人工智能技术跳出生产领域，广泛运用于如医疗、交通、教育等社会其他领域，人们多方面的需要便

更好的得到满足。人类解放的进程与人的需要的满足进程具有一致性，随着人多种需要的满足，人类解

放的程度也在加深。 

4.2. 人工智能助推人的解放的实践路径 

当前人工智能问题的根源在于资本与劳动的对立。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资本主义将包括人工智

能在内的科学技术作为资本逐利的工具，造成当下人工智能的技术异化。我们正确处理人工智能带来的

社会困境，就应将其放在人类发展进程中去考虑如何通过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助推实现人类解放。 
首先，加强技术创新，大力发展生产力。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标志性成果，人工智能实现

生产力倍速的提升阶段，加快人类解放的进程。加强人工智能技术创新，突破人工智能发展瓶颈，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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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时代更高层次的迈进；将人工智能融入多个社会领域，满足需要、积累人才、推动社会变革。其次，

资本逻辑下，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模式是无法实现共享。掌握人工智能技术的资本家通过垄断获得高额

的利润，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率先成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受益者，这样的过程中都包含着对另一部分群体的

压迫和剥削，造成贫富两极分化。人工智能技术在社会主义的运用应当坚持共享发展的理念，坚持国家、

企业之间技术的交流与合作，实现人工智能成果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解决由发展不协调带来的对

立。最后，发展人工智能应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人的主体地位，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彰显人的本质力

量。应避免人工智能技术及其成果成为异己的力量变成支配人、控制人的工具，保证人工智能的发展始

终以人的发展作为尺度，助推实现人类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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