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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球化和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深刻改变了社会经济结构，特别是劳动形式与劳动关系。数字劳动成为了

现代资本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价值和剥削的理论是否仍然适用于这种

新型劳动形式？本文聚焦于数字劳动的解构，通过与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价值理论的对话，探讨这种新

型劳动形式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劳动价值理论和剥削模式的不同。通过分析数字劳动的非典型劳动关系、

劳动价值的重新定义、劳动关系的变革、剥削形式的转变，揭示数字经济中的新型剥削机制和资本扩张

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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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lobalization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have profoundly changed the socio-
economic structure, especially the forms of labor and labor relations. Digital labor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modern capitalism, but is the traditional Marxist theory of labor value and expl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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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tion still applicable to this new form of labor? Focusing on the deconstruction of digital labor,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this new form of labor differs from traditional Marxist theories of labor value 
and models of exploitation by engaging in a dialogue with Marxist theories on labor value. By ana-
lyzing the atypical labor relations of digital labor, the redefinition of labor value, the change of labor 
relation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form of exploitation, it reveals a new type of exploitation 
mechanism and the logic of capital expansion in the digital economy. 

 
Keywords 
Globalization, Digital Labor, Marxism, Labor Value Theory, Exploitation 

 
 

Copyright ©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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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球化和数字经济的双重驱动下，劳动关系和劳动价值发生了深刻变化。传统的雇佣模式逐渐被

多元化的合作形式所取代，零工经济蓬勃兴起，劳动者不再局限于固定的工作场所和朝九晚五的工作时

间，而是凭借技能与资源在更为灵活的平台上参与价值创造。劳动价值的衡量标准也不再单纯取决于工

作时长，创新性、知识贡献以及对数字资源的驾驭能力等成为关键要素，新的劳动关系格局带来了诸多

挑战与机遇，进而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关于劳动伦理、分配公平等一系列深层次话题的广泛探讨与反思。 

2. 数字劳动的概念及理论溯源 

1) 数字劳动的概念及多元表现 
数字劳动指的是在数字平台和互联网经济中进行的劳动形式，包括但不限于零工经济(Gig Economy)、

平台劳动、用户生成内容(UGC)等。这些劳动形式具有去中心化、灵活性高、劳动者身份模糊等特征，与

传统的工厂式劳动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它涵盖了诸多方面，如社交媒体用户的内容创作与分享、软件开

发者的编程工作、电商平台从业者的运营活动等。从广义上讲，凡是借助数字技术、在数字网络环境中

进行并创造价值的活动都可视为数字劳动。 
尽管数字劳动概念已被提出二十多年，但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学者们对数字劳动相关问题的看法、

数字劳动概念本身的界定存在较大分歧，甚至在一些基本问题上有着截然相反的看法。对于数字劳动的

理解，有三种不同的切入角度，分别是：非物质角度、从数字生产资料的使用和劳动价值创造的角度以

及数字生产方式角度[1]。从非物质角度出发，往往侧重于数字劳动所涉及的信息、知识及文化等非物质

产品的产出与传播，虽精准捕捉到数字劳动成果的特殊形态，但易忽视其背后物质性生产资料与体力耗

费等传统劳动要素；从数字生产资料使用和劳动价值创造角度而言，聚焦于数字平台、数据资源等新型

生产资料在价值形成过程中的独特作用，可却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劳动主体的多元性与复杂性，未能全

面涵盖数字劳动中诸如情感、社交等非传统价值创造维度；而数字生产方式角度，虽强调了数字化技术

对生产流程、组织形式等方面的变革性影响，却容易使劳动的社会关系与文化内涵被边缘化，忽略了数

字劳动在社会结构与文化建构中的深层次作用。这三种角度是当前学界理解数字劳动内涵的典型视角，

都抓住了数字劳动的部分特征，局部地契合了这一新型劳动所带来的革命性变化。但同时，以上关于数

字劳动的理解都存在劳动内涵的偏移。 
2)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数字劳动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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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理论是基于工业化生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其核心假设是劳动是商品价值的

唯一来源。在传统的经济模式中，劳动者通过体力或脑力劳动将原材料转化为成品，这一过程被视为价

值的创造。无论是工厂里的生产线工人还是农田里的耕作者，他们的劳动被看作是直接赋予商品以价值

的源泉。这种观点不仅奠定了资本主义社会下劳动与资本之间关系的基础，还成为了理解资本积累和剥

削关系的重要理论框架。然而，随着数字经济的兴起，劳动价值的生成过程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其一，数字劳动的本质不再依赖于传统的有形商品生产，而是越来越多地依赖于数据的生成、处理

和传播。在这种新型经济模式中，用户在数字平台上所进行的活动都在无形中创造了数据。这些数据经

过平台的收集、分析，进一步转化为可供交易的商业价值。这种变化不仅对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理论

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还引发了关于劳动价值衡量标准的深度思考。在数字空间里，用户参与数据创造的

行为极为分散且多样化，例如在电商平台上的浏览记录、在视频网站的观看时长与互动行为，甚至是在

智能穿戴设备使用过程中产生的生理数据等，这些数据的产生难以简单地用传统劳动时间去量化。并且

不同类型数据所蕴含的潜在价值差异巨大，一条具有创新性的社交媒体内容可能瞬间引发病毒式传播，

创造出难以估量的商业价值，而一些普通的用户行为数据可能需要大规模整合与深度挖掘才能够产生相

对较小的价值增值。这就意味着在数字劳动领域，传统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中以劳动时间作为核心

衡量价值的标准遭遇了巨大困境，迫切需要构建一种全新的、适应数字劳动特性的价值衡量体系，以精

准捕捉数字劳动价值的复杂多变性。 
其二，在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理论中，劳动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工厂生产的实物商品上，劳动时间

与商品价值之间存在直接关联。然而，在数字经济中，劳动价值的表现形式更加隐蔽且复杂，劳动者并

非在生产有形商品，而是在生成和处理无形的数据，这些数据同样能被资本化，并为企业带来巨额利润。

平台通过这些数据实现了新的资本积累模式，使得传统的劳动价值理论在解释这种现象时显得力不从心

[2]。同时，数字劳动的价值创造过程还受到平台算法与技术架构的深刻影响。平台通过精心设计的算法

机制，引导和塑造用户的数字行为，从而实现数据的高效收集与价值转化。例如，推荐算法能够根据用

户的历史数据推送个性化内容，增加用户在平台上的停留时间和互动频率，进而产生更多有价值的数据。

这种情况下，劳动价值的创造不再仅仅取决于劳动者本身的努力与付出，平台技术的介入使得劳动价值

创造成为一个多因素交织的复杂过程。这对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中相对单一的从劳动者主体出发

去考量价值创造的视角形成了强烈冲击，要求我们在理论层面必须将技术因素纳入到数字劳动价值分析

的框架之中，重新审视技术与劳动。 
3) 新制度经济学对数字劳动的理论映照 
新制度经济学着重聚焦于交易成本、产权界定以及制度安排等关键要素，在数字劳动的复杂情境中

有着独特的映照与体现。以交易成本为例，在数字劳动领域，平台企业扮演着构建制度框架的关键角色，

旨在削减交易成本并提升运营效率。诸如零工经济平台精心设计的任务分配机制，其背后蕴含着复杂的

算法逻辑，通过智能匹配任务与劳动者的技能、地理位置等多维度信息，最大程度减少信息搜寻与匹配

过程中的交易成本。报酬结算机制同样如此，借助数字化支付手段与严密的财务规则体系，确保报酬能

够精准、及时地发放到数字劳动者手中，避免了传统结算方式可能产生的繁琐手续与时间延误。  
然而，这种制度安排犹如一把双刃剑，在优化交易流程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对数字劳动者的权益与

劳动过程产生了深刻影响，进而引发了关于劳动自主性与平台控制之间微妙平衡的深度思考。从产权界

定角度来看，数字劳动者在平台上所创造的数据资产产权归属往往模糊不清。平台企业凭借其强大的技

术与规则制定优势，在一定程度上掌控着数据的收集、存储、使用与商业转化权利[3]。平台企业为了降

低内部管理成本与外部交易成本，会将诸多劳动规则内化于平台系统之中，这使得数字劳动者在参与平

台劳动过程中，需要遵循平台预先设定的各种规范，其劳动自主性受到相应约束。在某些情况下，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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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可能仅仅是为了获取平台提供的有限报酬而被动接受这些规则，难以对自身劳动成果的产权与劳动过

程拥有充分的话语权。 
4) 后现代主义视角下的数字劳动解读 
后现代主义强调多元性和碎片化，数字劳动正体现了这种特征。在数字劳动场景中，劳动者的身份

认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元性与不稳定性。以兼职网络主播这一典型的数字劳动角色为例，其身份不再

单一固定，而是在不同的互动情境与劳动环节中频繁切换。在面对直播观众时，他们是内容创作者；在

与品牌商合作开展广告推广活动时，他们又成为广告推广者；而在浏览其他主播作品、参与平台互动活

动时，他们则回归到普通消费者的身份。这种身份的多元转换在传统劳动模式中极为罕见，体现了后现

代主义语境下主体身份的流动性与不确定性。 
与此同时，数字劳动的过程也彻底摆脱了传统劳动所固有的固定场所与时间模式的束缚。借助于互

联网与移动通讯技术的强大支持，数字劳动者能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开展劳动活动。这种劳动过程

的碎片化与去中心化特征，与后现代主义所倡导的打破传统秩序与结构的理念高度契合[4]。数字劳动的

价值创造过程不再遵循统一的、标准化的模式，而是由无数个分散的、个性化的劳动片段所汇聚而成。

每个数字劳动者都能够根据自身的独特优势与资源，在数字空间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劳动定位与价值创造

路径，共同编织起数字经济时代庞大而复杂的劳动网络。 

3. 数字劳动引发的劳动关系变革 

1) 零工经济下新型劳动关系的兴起 
新型劳动关系的兴起，一方面为企业提供了更为灵活的用工模式，使其能够高效地调配资源，快速

适应市场的多变需求；另一方面，也为劳动者赋予了更多自主选择工作内容、时间和地点的权利，让他

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工作与生活的平衡。然而，零工经济下新型劳动关系的兴起也带来了诸多挑战

与思考。零工并非平台经济下的新生产物，短工、兼职工、钟点工等都是传统零工的典型代表。在数字

经济中，劳动关系日益非典型化。打破了传统的雇佣合同，劳动者被称为“独立承包商”而非员工。这种

关系解构了马克思主义对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明确对立的传统理解。劳动者既依赖于平台，又在法律上

不被视为平台的正式员工，导致了劳动权益的缺失和剥削形式的多样化。劳动者既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

又是社会财富的受益者，如何把不断做大的“蛋糕”分好，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马克思指出，“全部

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作为社会实践的主体，劳动者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同时，也推动

了经济社会的发展，理应成为社会的主体[5]。 
2) 平台劳动者双重身份的形成与影响 
数字平台上的劳动者通常扮演双重身份，这种现象在现代资本主义中呈现出独特的复杂性。一方面，

作为劳动的生产者，劳动者通过提供服务、创造内容、执行任务等行为直接参与了生产过程。例如，社

交媒体用户通过发布帖子、上传视频、撰写评论等方式，为平台贡献了大量的内容。这些内容不仅丰富

了平台的生态系统，还为平台吸引用户和流量，进而通过广告、会员费用等途径产生收入。用户在这个

过程中贡献的劳动形式并不传统，且多以非正式的方式进行。然而，这种非正式劳动对平台的经济价值

却是不可忽视的，成为了现代平台经济运转的核心动力之一。另一方面，这些劳动者同样也是平台服务

的消费者。他们在使用平台的过程中消费内容、点击广告、购买平台推荐的商品和服务。这种消费行为

在无形中推动了平台的经济循环，进一步增强了平台的盈利能力。用户在这里不仅仅是被动的内容接受

者，他们的每一次点击、浏览、分享等行为都转化为数据，这些数据被平台用于优化广告投放、提高用

户黏性和精确推荐，从而最大化地实现利润。这种行为让用户在无意识中成为了平台经济链条中的一环，

不仅贡献了劳动，同时也贡献了资本积累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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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字劳动的全球产业链与劳动分工趋势 
在全球范围内，数字劳动形成了复杂的产业链。发达国家，尤其是以美国为代表的科技强国，通过

掌握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和先进制造等核心技术，建立了对全球数字经济的主导地位。这些国家

的跨国科技巨头不仅控制了关键的技术基础设施，还掌握了全球范围内的数据采集、存储和处理能力。

例如，印度的一些地区成为全球软件外包的重要基地，大量廉价劳动力从事着基础的代码编写工作。这

种技术霸权导致了全球劳动分工的进一步不平等。这种全球劳动分工加剧全球南北差距。这种分工模式

使得发达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主导地位，获取了主要的经济利益，而发展中国家则被迫从事低价值、

低收入的劳动，从而陷入了“技术锁定”的困境，难以获得真正的经济发展。不仅如此，技术霸权还通过

对全球资本流动的控制加剧了经济不平等。发达国家的科技巨头通过资本垄断和数据控制，实现了全球

资本的高度集中。这些公司不仅能够迅速将资本投向最有利可图的市场和技术，还能通过数据分析精准

预测市场动向，进而提前布局，从而在全球市场中占据压倒性的优势。这种资本集中化进一步拉大了全

球南北差距，使得发展中国家在资本市场中的地位更加边缘化，难以分享全球化和数字经济带来的利益。 

4. 数字劳动中剥削形式的转变与资本扩张逻辑 

1) 从剩余价值剥削到数据剥削 
在数字经济中，剥削的形式从传统的剩余价值剥夺转向了隐性的“数据剥削”。用户生成的数据在

表面上是“免费的”，但这些数据却为平台带来了巨大的商业利益。数据剥削的隐蔽性使得剥削关系更

加难以察觉，传统马克思主义对剥削的分析需要拓展到数字经济的新形式。除了意识形态渗透，平台为

了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采取了一系列隐藏于自由之下的巧妙方式加强意识形态控制，使数据劳工循环

地自我剥削，主动创造劳动产品与数据成果，无偿将资源贡献于平台的资本积累。 
劳动者出卖的不是自身劳动，而是数据劳动力，这种劳动力与其他商品相比的特殊性在于可以创

造维持自身存在及更高要求的价值。简单来说，在各类数据平台中，数据劳工在浏览网页、生产制作各

类数字产品的同时也在创造剩余价值，资本平台免费获取了这种创造的力量，并通过平台的运作管理

机制控制了这种创造力量，进一步要求这种力量在最短的时间内创造更多的以交换消费为目的的数据

产品。此时，数据劳工们被自身的创造力及生产力所操控，验证了马克思所说的“剥削”，而由于生产

过程的产消合一、生产产品的虚体存在、生产关系的复杂互动等一系列特质，这种剥削成为了数字资

本主义时代下特有的“数据剥削”，而其具体的剥削对象主要集中于产品内容、信息数据与娱乐行为本

身[6]。 
2) 平台资本全球扩张中的剥削与积累机制 
平台经济的积累机制不同于传统的资本积累。平台通过数据的集中和处理，将用户的“数字劳动”

转化为资本。平台的垄断地位和数据控制权进一步加剧了全球范围内的剥削和不平等。这种剥削模式解

构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积累和剥削的传统理解，提出了对数字劳动剥削的新分析框架。在互联网产业中，

数据劳工在平台上停留的时间越长，产生的数据价值就越高，平台便能发送更多定向广告。数字平台通

过娱乐形式掩盖剥削本质，模糊了休闲与工作时间，并将社交关系纳入资本体系，从而延长剩余劳动的

时空，扩大资本积累。 
通过技术和平台的合作，劳动剥削扩展到虚拟时空，娱乐逐渐被劳动化。数据劳工通过移动设备在

任何时间和地点进行数据劳动，工作时间覆盖了闲暇时间，劳动场所扩展至整个社会领域。在游戏和社

交平台上，数据劳工无休止地为平台创造价值，私人空间与闲暇时间在不知不觉中被商品化，娱乐领域

成为劳动剥削的场所，闲暇时间被异化为劳动过程。为持续剥削，游戏和社交平台将数据劳工的社交关

系也纳入资本体系，数字媒体成为了人们交往互动的工具，使劳动力在某种程度上转变为社交力[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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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全球化和数字经济的背景下，数字劳动的兴起给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带来了新的内涵与挑战。

其一，数字劳动的解构不仅是对传统理论的批判性反思，更是对未来劳动关系和社会结构的新探索。其

二，通过对数字劳动的解构，本文揭示了数字经济中的新型剥削形式和全球不平等加剧的根源，深入研

究数字劳动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代全球经济运行的新逻辑和劳动领域的新变革，为构建更加公平、

合理的全球劳动体系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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