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Philosophy 哲学进展, 2025, 14(4), 128-139 
Published Online April 2025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cpp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5.144140   

文章引用: 阮宜珂. 数字经济背景下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理论的当代价值[J]. 哲学进展, 2025, 14(4): 128-139.  
DOI: 10.12677/acpp.2025.144140 

 
 

数字经济背景下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理论的

当代价值 

阮宜珂 

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 兰州 
 
收稿日期：2025年3月4日；录用日期：2025年3月23日；发布日期：2025年4月9日 

 
 

 
摘  要 

在数字经济时代，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理论仍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该理论的核心命题，即外部

依赖论、危机必然性和帝国主义逻辑，为剖析数字经济现象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数字经济背景下，资本

积累呈现生产要素变革、积累主体转移、空间扩张形式转变等新特征，外部依赖向虚拟空间延伸，由此

引发诸多矛盾与危机，这恰恰体现了该理论的适配性。在此过程中，该理论的当代价值表现在多个方面。

理论自身具备与时俱进的活力，凭借穿透式批判资本扩张本质的能力，以及动态分析、全球视野的方法

论和跨学科再生能力，为相关研究提供了丰富思想资源。同时，它对数字经济政策制定有指导意义，从

微观企业战略到宏观经济调控、可持续发展等维度提供了有力支撑。此外，该理论还为发展中国家数字

经济发展指明方向，推动其实现自主可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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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digital economy, Rosa Luxemburg’s theory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still has impor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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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 that cannot be ignored. The core propositions of the theory, namely, the theory of external 
dependence, the necessity of crisis and the logic of imperialism,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anal-
ysis of the phenomenon of digital econom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economy, capital accu-
mulation presents new features such as the transformation of production factors, the transfer of 
accumulation subject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patial expansion forms, and the extension of ex-
ternal dependence to virtual space has caused many contradictions and crises, which precisely re-
flects the adaptability of this theory. In this process,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the theory is ex-
pressed in many ways. The theory itself has the vitality of advancing with The Times, and with the 
ability of penetrating criticism of the nature of capital expansion, as well as the methodology of dy-
namic analysis, global vision and interdisciplinary regeneration, it provides rich ideological re-
sources for related research. At the same time, it has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formulation of dig-
ital economy policies, and provides strong support from micro-enterprise strategies to macroeco-
nomic regulation and contro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other dimensions. In addition, the the-
ory also points out the direc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promotes their independent and controll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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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数字经济迅猛发展的当下，深入探究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理论，对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

展规律、剖析数字经济内在矛盾以及探寻经济可持续发展路径意义深远。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理论

诞生于特定历史时期，其外部依赖论、危机必然性和帝国主义逻辑等核心命题，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经

济运行的本质特征与内在矛盾。尽管时代变迁，但是该理论的批判性和前瞻性依然为新经济现象的解读

提供了有力依据。鉴于此，重新审视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理论在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内涵、适配性及

当代价值极为必要。这不仅有助于深化对数字经济中资本运动规律的认识，也能为政策制定者、企业经

营者和研究者提供富有价值的理论参考，推动数字经济朝着更加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2. 数字经济下研究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理论的核心命题 

要结合数字经济背景深入理解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理论，首先应该把握该理论的核心要义，这

是洞悉数字经济中资本运作本质的重要前提。其中，外部依赖论、危机必然性和帝国主义逻辑，构成了

该理论体系的核心架构。通过对这三个核心方面的研究，能够清晰地看到资本积累的传统模式，以及资

本主义经济原有的矛盾与危机，为进一步探究数字经济下的资本现象筑牢理论根基。 

2.1. 外部依赖论 

外部依赖论作为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理论的核心命题之一，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内

在逻辑及其与外部环境的紧密联系。 
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而罗莎·卢森堡的外部依赖论指出，非资本主义环境

是资本积累的重要生存基础。从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来看，它是一个追求利润最大化和资本增值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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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体系中，资本家通过雇佣工人进行生产，获取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生产规

模的不断扩大，仅仅依靠资本主义内部的市场和资源，难以实现剩余价值的全部转化和资本的持续增值。

北京大学哲学系张梧教授在研究罗莎·卢森堡范式时，得出其“外部依赖论”的关键内容，即资本主义

扩大再生产时，新的市场需求无法从其内部的资本家与工人阶级中产生，因为这两大阶级的需求已被包

含在两大部类扩大再生产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里，所以新增需求只能源于外部，即非资本主义世界。

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世界存在关键的两次交换：首次交换为资本主义把用于积累的物质资料出售给非

资本主义，获取货币以实现物质资料的价值；随后，再用这些货币购买非资本主义世界的生产资料和劳

动力，如此资本积累的扩大再生产才能持续进行[1]。 
因此，罗莎·卢森堡总结：“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资本积累，不管它的理论如何，在一切方面是依存

于非资本主义的社会阶层及社会结构形态的”[2]。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需要不断向外部扩张，吸收非资本

主义经济成分，以此作为实现剩余价值与资本增值的途径。在历史进程中，资本主义的发展初期通过对

殖民地的掠夺和扩张，将大量非资本主义地区纳入其经济体系。这些地区为资本主义提供了广阔的商品

销售市场、廉价的原材料以及大量可供剥削的劳动力。在当代，虽然殖民体系已经瓦解，但资本主义的

扩张方式发生了变化，更多地通过对外投资等形式，在全球各处寻找新的市场和投资机会。 
罗莎·卢森堡强调，资本主义的积累过程还依赖于对社会再生产领域的剥削，这一观点进一步深化

了对资本积累机制的认识。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社会再生产涵盖了生产、分配、交换以及消费多个

紧密相连的环节。资本家通过控制生产资料，在生产过程中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这是剥削的

直接体现。随着资本积累的不断推进，资本家的剥削手段进一步伸向其他环节。在分配领域，他们利用

自身的主导地位，压低工人的工资，使工人仅能获得维持基本生活的报酬，从而将更多的社会财富集中

到自己手里。在交换环节，资本家凭借对市场的掌控，以不平等的交换方式与其他经济主体进行交易，

从而获得超额利润。特别是在与非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交换过程中，以高价出售工业制成品的同时，低

价收购原材料，借此掠夺更多的价值，丰富资本积累的源泉。消费环节亦是如此，资本家通过广告宣传

等方式，诱导劳动者过度消费，使劳动者在满足基本生活需求之外，还不断为资本家创造新的利润增长

点，进而推动资本的持续积累。这种对社会再生产各个领域的全面剥削构成了资本主义积累过程的复杂

样式，是资本主义得以不断扩张和发展的重要支撑。 

2.2. 危机必然性 

罗莎·卢森堡指出，当资本主义积累所依赖的非资本主义环境被逐步纳入资本主义体系，可用的生

产力发展资源消耗殆尽，几乎只剩下资本家和无产者时，资本积累将陷入难以为继的困境，资本主义经

济也将随之走向崩溃[3]。 
资本积累的顺利与否，直接关系到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状况。当资本积累处于顺利推进的阶段，剩

余价值能够成功转化为货币，资本家便可以将这些货币投入到再生产或者扩大生产规模之中，从而获取

更多的剩余价值。然而，一旦资本积累受阻，剩余价值无法转化为货币，那么之前的剩余价值生产就以

失败告终。此时，资本家不仅难以维持现有的生产规模，更无法实现扩大再生产。若在这种情况下还无

法获取新的货币，生产过程必然中断，经济危机也就随之爆发。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

于资本积累环节，而非剩余价值生产环节[4]。 
这种危机必然性，源于资本积累过程中的空间扩张与内在矛盾的双重运动，其具体作用方式是通过

商品输出、资本输出及其相互作用得以实现。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商品输出是其剥削非资本主义环境

的重要手段。工业革命的爆发，使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先进的生产技术，制造出大量超出本国市场需求的

商品。为了获取利润，资本主义国家将这些商品倾销至非资本主义地区。在这种贸易模式下，由于非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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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义地区生产和技术能力落后，难以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产品竞争，只能被迫接受这种不平等交换。

因此，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往往以远超其价值的价格出售，从而实现了巨额的利润积累。 
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资本输出成为一种更为隐蔽且高效的剥削方式。当资本主义国家积累

了大量过剩资本后，为了寻求更高的回报率，便将过剩资本投向拥有良好条件的非资本主义地区。资本

主义国家通过在这些地区建立工厂、开采矿山等投资活动，表面上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但实际上绝

大部分利润被外国资本家获取。以 20 世纪的拉丁美洲为例，美国资本大量涌入，控制了当地的石油等核

心产业。这些产业的发展并没有使拉丁美洲国家实现真正的经济独立，反而加深了它们对外国资本的依

赖，严重制约了自身的经济发展。而美国资本家却借此获取了巨额利润，进一步推动了美国的资本积累。 
商品输出与资本输出之间的相互作用加速了非资本主义环境的枯竭。伴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非资

本主义地区的市场逐渐趋于饱和，资源被过度开发，劳动力成本也不断上升。这些变化使得资本主义的

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面临越来越大的困境。当非资本主义环境无法再满足资本主义不断增长的积累需求

时，积累停滞就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20 世纪 70 年代的石油危机就是一个典例。 
积累停滞一旦出现，便会引发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资本积累所帮助维持的经济增长、就业稳定

和社会运转都在所难免地受到消极影响。企业的利润下降，投资意愿降低，失业率随之上升，社会矛盾

也会日益加剧。为了摆脱危机，资本主义往往会采取更加激进的剥削手段，如继续压低工资、削减福利

等。这些措施不仅会引发工人阶级的反抗，加剧社会的不稳定，还会导致国内市场需求进一步萎缩，使

经济危机更加严重。此外，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和市场，可能会引发贸易冲突甚至战

争，这将使危机在全球范围内蔓延，进一步加深危机的程度和广度。这种危机的加剧又会再次激化资本

主义与非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矛盾，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至此，罗莎·卢森堡指出：“这里，总资本的扩

大再生产问题，积累问题，是完全与危机问题等同起来了”[2]。 

2.3. 帝国主义逻辑 

“资本从它问世之日起就一直被驱使向非资本主义阶层和民族进行扩张，……资本主义发展只有通

过向新的生产领域和新的国家不断扩张才成为可能”[5]。罗莎·卢森堡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石，对帝

国主义的经济根源展开了深入剖析。马克思曾深刻揭示，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存在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的

冲突，这一冲突由资本积累引起，进而导致周期性危机，促使资本不断寻求扩大市场[6]。这种持续的扩

张需求驱使资本不断突破原有经济形态和国界的限制，向非资本主义领域进军。当资本的这种扩张行为

从局部的、零散的活动逐渐演变成一种系统性、全球性的现象时，帝国主义便应运而生。从本质上来看，

帝国主义是资本积累的必然结果。 
正如罗莎·卢森堡所阐述的，“帝国主义是一个政治名词，用来表达在争夺尚未被侵占的非资本主

义环境的竞争中所进行的资本积累。以地理而言，这些未被侵占的非资本主义环境，仍然占世界上最广

大的部分，可是，作为资本扩张的领域，在与资本的生产力所已经达到的高度发展水平相形之下，这些

地区还是微不足道的……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的高度发展，以及它们在争夺非资本主义地区中日益激烈的

竞争，帝国主义在其对非资本主义世界的侵略中，以及在相互竞争的资本主义国家间所发生的日益严重

的冲突中，变得愈来愈无法无天，愈来愈蛮横粗暴”[2]。这进一步印证了资本积累推动资本主义走向帝

国主义的内在逻辑，资本积累不仅塑造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路径，更决定了其向全球扩张并形成帝国主义

格局的必然趋势。 
不仅如此，罗莎·卢森堡还将帝国主义理解为资本积累的重要手段[7]。在这一过程中，垄断和暴力

手段成为帝国主义实现全球控制的主要方式。少数大型企业通过竞争、兼并等方式，在特定行业或领域

逐渐掌握关键的生产资料、技术和市场渠道，进而形成垄断地位。这些垄断企业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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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产品价格、产量进行操控，以此获取高额垄断利润。从全球经济体系的宏观视角来看，跨国公司在石

油、制药等重要领域形成了高度垄断。它们利用专利技术、品牌优势等壁垒，限制其他企业的进入，以

维持自身在全球市场的主导地位，从而实现资本的持续积累和扩张。 
而当资本在国际市场上的扩张遇到阻碍，无法通过和平的经济手段达成目的时，资本主义国家往往

会诉诸武力。历史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发动殖民战争，如 19 世纪英国对中国发动的鸦片战争，强

行打开许多非资本主义国家的大门，掠夺当地的资源和财富。但是，罗莎·卢森堡也敏锐地指出，“帝国

主义愈是横暴地，愈是残忍地，愈是彻底地摧毁非资本主义文化，它也就愈加迅速地挖掉资本积累自己

的立足之地”[2]。这表明，帝国主义虽然在短期内能够通过垄断和暴力手段实现资本积累和全球控制，

但从长远来看，其过度的侵略和破坏行为会破坏自身赖以生存的基础，导致资本积累濒于终止。因此，

帝国主义的崩溃在罗莎·卢森堡的资本自我否定的辩证法中有清晰的逻辑依据[8]。 

3. 数字经济下分析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理论的适配性 

在数字经济的浪潮下，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理论面临着新的时代考验。其核心命题在数字经济

时代是否依然适用？这就需要深入分析二者之间的适配性。数字经济借助数字技术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重塑了经济运行的模式，资本积累在诸多方面发生了新变化。因此，探究该理论在数字经济中的适配性，

不仅能够更好地理解数字经济的运行规律，更能为挖掘该理论的当代价值提供有效线索。 

3.1. 数字经济中资本积累的新特征 

数字技术的革命性突破重新塑造了资本积累的时空场域与价值实现路径，形成一种与传统工业经济

时代截然不同的资本增值模式。作为马克思主义资本积累理论的重要发展者，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

理论的核心命题，在数字经济时代呈现出新的理论解释空间与现实映射关系。以下从生产要素、积累主

体和空间扩张形式三个层面，系统阐释数字经济资本积累模式的变革。 
首先，生产要素变革。数据跃升为生产要素与资本积累新动能。在传统经济体系中，资本积累主要

依赖于物质资源、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而在数字经济时代，其核心特征在于数据要素对传统生产

要素的替代与融合。数据资源已突破传统要素的稀缺性约束，通过算法算力的价值转化形成新型生产资

料体系[9]。与传统生产要素相比，数据具有非竞争性和可复制性的特点，这意味着数据在被使用的过程

中不会被消耗，反而可以通过不断地整合、分析来产生更多的价值，为资本积累提供无限的可能。这种

要素重构产生了双重积累效应：一方面，数据要素具备零边际成本的独特性质，这一特性使企业在运营

过程中，无需像传统企业那样，为每增加一单位产品或服务而承担额外的高昂成本，并且打破了“卢森

堡困境”，即打破了传统资本主义经济面临的市场容量的限制，实现指数级的规模扩张；另一方面，数

据要素的非排他性本质加剧了“数字圈地运动”，平台资本通过用户协议将个人数据私有化，形成新型

剥削形态[10]。 
其次，积累主体转变。资本积累主体从传统工业资本转移到数字平台垄断资本，产生平台经济的垄

断性积累。数字经济催生了平台经济这一全新的商业模式，成为资本积累的重要载体。平台经济的崛起

改变了传统资本积累的竞争格局。平台借助双边市场构建起强大的网络效应，把罗莎·卢森堡理论中所

提及的“外部市场”融入自身的平台生态系统之中[11]。在这一过程中，平台通过数据的收集、运用和分

析，吸引大量用户，从而产生流量，而流量又进一步转化为资本，如此循环往复，形成了“数据–流量–

资本”的正反馈循环，不断为平台资本的积累注入动力。这种新型积累模式呈现出三个显著特征：其一，

用户注意力成为核心生产要素，平台充分利用推荐算法，将用户的注意力转化为商品，实现了注意力的

商品化。其二，平台协议架构逐渐取代传统市场契约。平台凭借技术优势，制定一系列规则和协议，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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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技术赋权的准租金攫取机制。这些协议对平台内的交易、用户行为等进行规范和约束，平台企业借

此获取远超传统市场契约下的利润，实现了对用户和其他参与者剩余价值的深度挖掘[12]。其三，跨界竞

争逐渐取代了传统的同质化竞争。平台资本不再局限于单一行业的竞争，而是通过生态扩张不断突破行

业边界。它们利用自身在数据、用户、技术等方面的优势，涉足多个领域，构建庞大的生态系统，挤压其

他企业的生存空间，巩固自身的垄断地位[13]。这种垄断形态既验证了卢森堡关于资本集中必然性的判断，

也暴露出传统反垄断规则制定的理论滞后性。 
与此同时，平台企业通过搭建数字化的交易平台连接起供需双方，打破了传统市场的时空限制，实

现了资源的高效配置[14]。在平台经济模式下，资本呈现出快速集聚的特征。一方面，平台凭借其强大的

网络效应，吸引了大量的用户和商家入驻。随着用户数量的增加，平台对商家的吸引力也不断增强。这

使得平台规模迅速扩大，市场份额不断提升，从而能够积累巨额的资本。另一方面，平台经济的发展使

资本的流动速度加快。传统经济中，资本的积累往往需要经过漫长的生产、销售和利润回笼周期，而在

数字平台上，交易可以瞬间完成，资金的结算和流转也极为迅速。这意味着平台企业能够在短时间内实

现大量的资金收付，加速了资本的周转速度，进一步促进了资本的积累。 
最后，空间扩张形式转变为虚拟空间与实体空间的双重渗透，数字技术革命性地改变了资本积累的

空间范围。在数字经济领域，创新高度活跃，其具备高度的开放性和协同性，成为推动资本积累的核心

动力。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以及用户之间借助数字平台、云服务等实现了广泛的信息交流与合作，创

新资源得以更为有效地整合和利用，这加快了创新的速度，进而推动了资本积累的进程，体现了虚拟空

间对资本积累的作用。 
不仅如此，物理空间也进行了虚拟化迁移。数字经济打破了国界的限制，让资本的跨境流动变得更

加便捷和频繁。一方面，数字经济企业通过跨境电商等方式，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开展业务，实现

了商品和服务的全球化销售，获取了来自全球市场的利润，有力地促进了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数字

经济的发展也吸引了大量的国际资本流入。这种跨境层面的突破，极大地拓展了资本积累的空间范围。

可见，在这种空间变革中，数字殖民主义的表现形式已从领土占领转向数据主权争夺。 

3.2. 数字经济中的外部依赖与扩张 

在数字经济时代，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理论框架展现出更强的解释力，资本积累的外部依赖从

实体空间向虚拟空间延伸，数字技术的发展打破了信息传播和经济活动的传统地理限制。资本主义经济

体系通过数字平台、互联网技术等手段，更加深入地渗透到全球各个角落。无论是偏远地区的传统农业

经济，还是新兴的数字创意产业，都难以避免地被纳入资本主义的全球经济体系之中。换言之，非资本

主义环境的范畴已从传统的地理疆域拓展至数据空间、社会关系网络以及非物质劳动领域。平台资本主

义正是通过以下路径，延续并强化了这种外部依赖机制。 
第一，数据殖民与虚拟空间扩张。数字平台往往以“免费服务”为名，将用户社交行为、消费偏好等

数据资源转化为新的生产资料，形成“数字原始积累”[15]。这种新型剥削方式不再依赖于物理领土的占

领，而是凭借算法霸权将个人生活全方位地纳入资本循环。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大型科技公司凭借对

数据和技术的垄断，对发展中国家开展了“数字殖民”，剥削其数据和劳动力资源[16]。例如，科技巨头

通过掌握技术标准，制定数据主权规则，如跨境数据流动，牢牢地控制着发展中国家。 
第二，全球价值链的数字化重塑。发展中国家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如农业物联网、跨境电商等

领域，看似为技术赋能，实则通过云服务协议、知识产权壁垒和算法控制，将本土经济纳入跨国资本的

积累链条[17]。卢森堡曾经批判的“国际贷款与技术依附”在数字经济演变为数字基础设施的债务捆绑[2]。
以云计算巨头为例，它们向中小经济体提供看似“普惠性”的技术工具，迫使这些经济体接受数据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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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与利润分成模式。这种方式不仅影响了中小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还改变了传统的经济合

作与利益分配格局，使得全球价值链在数字化重塑过程中，呈现出复杂且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态势。  
除此之外，数字经济下的社会再生产也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征。像外卖、网约车、在线教育等数字

平台，深度介入了社会再生产领域，将家庭劳动、教育、医疗等原本非市场化的活动转化为利润来源，

导致零工劳动者权益缺失、工作条件恶化，如远程办公模糊了家庭与工作的界限，进一步加重了劳动者

的负担。再如在线教育虽然提供了更多的学习机会，但也加剧了教育资源的不平等分配。资本主义正是

通过以下路径，延续并深化了对社会再生产的剥削机制。 
第一，时间剥削的最大化。数字经济中的零工经济模式，本质上是对劳动者社会再生产能力的无情

压榨。劳动者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长期处于不稳定的工作状态。零工经济平台借助算法调度，模糊了

工作与生活的界限，将劳动者的休闲时间、家庭时间转化为“即时待命”的潜在劳动时间。外卖骑手、网

约车司机等群体的“隐形加班”现象，充分表明资本积累已入侵劳动力再生产的私人领域，加剧了零工

经济中劳动者社会保障缺失与平台利润暴增的矛盾。 
第二，公共资源的私有化侵占。数字资本通过公私合作模式接管城市交通、医疗数据管理等公共服

务，将公共财政投资转化为私有平台的利润来源。在智慧城市项目中，政府采集的居民出行数据被授权

给商业平台用于精准营销，这实际上是以公共资源补贴私人积累[18]。 

3.3. 数字经济中的潜在矛盾与危机 

数字经济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其资本积累过程中存在着诸多矛盾与危机。这些矛盾与危机

既延续了传统资本逻辑的固有弊端，又因技术革新与全球化的深化，呈现出独特的表现形态。 
首先，全球数字殖民与生态危机凸显外部依赖的不可持续性。罗莎·卢森堡强调，资本积累往往以

牺牲非资本主义国家为代价。在数字经济时代，这一现象表现得尤为突出。数字经济凭借技术霸权与标

准垄断，重构了全球剥削体系。发达国家依靠自身在数字基础设施方面的优势，将发展中国家固化为“数

据原料供应地”与“低端服务外包区”。在数字产业迅猛扩张的背后，还隐藏着巨大的生态代价。以数据

中心为例，其运行需要消耗海量的能源，同时产生了大量电子废弃物，加剧了环境污染问题，进而引发

严重的生态危机[19]。这种对外部资源的过度依赖以及由此产生的生态破坏，充分表明了当前数字经济发

展模式中外部依赖的不可持续性。 
其次，数据效用递减产生平台困境与社会连锁反应。用户注意力具有稀缺性，而数据又存在随着使

用量增加，单位数据所带来的效用逐步降低的特性，这一状况迫使平台不断开发更为隐蔽的监控技术，

如情绪识别、脑机接口等，来获取更多有效数据[20]。然而，此类行为不仅无法解决根本问题，反而引发

了更强烈的社会抵制与监管层面的反弹，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数据隐私立法浪潮，如欧盟的《通用数据

保护条例》、中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相继出台，旨在规范数据收集与使用的行为。与此同

时，数字技术的普及还加剧了社会不平等。老年人、低收入者这类弱势群体，在数字社会的快速发展进

程中，由于缺乏相应的数字技能与资源，面临着被边缘化的风险[21]。这种不平等现象进一步蔓延至全球

层面，发展中国家在技术、人才、资金等方面受限，其边缘化地位愈发显著，这深刻反映了资本主义全

球扩张的不平等本质。 
最后，数字殖民主义延续了帝国主义扩张模式。数字殖民主义主要通过技术霸权、数据掠夺以及市

场控制等手段，践行着传统帝国主义的扩张逻辑[22]。根据卢森堡的帝国主义理论，资本主义扩张必然引

发地缘政治竞争，而数字技术竞争正是当代帝国主义的一种新表现形式[23]。大型科技公司凭借技术垄断

和数据控制，构建起全球性的数字帝国主义；发达国家利用对技术标准与知识产权的垄断优势，实现对

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控制与经济剥削。这种数字殖民主义行径，严重破坏了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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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可持续发展构成极大威胁。 

4. 数字经济下探索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理论的当代价值 

经典理论在面对新的经济形态时，并非失去了价值，而是需要以新的视角去重新解读和应用。罗莎·卢

森堡的资本积累理论在数字经济时代正是如此，该理论并未因时代变化而褪色，反而彰显出独特的价值。

下面将从理论活力、政策制定以及对发展中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方向的启示这几个层面，深入探索罗莎·卢

森堡资本积累理论的当代价值。 

4.1. 坚定了与时俱进的理论活力 

在数字技术重塑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当下，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理论因其内在的辩证逻辑与广

阔的历史视野，不断焕发出与时俱进的理论生命力，成为解析全球资本运行规律的关键思想工具。其理

论活力的延续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对资本扩张本质的穿透式批判。罗莎·卢森堡指出，资本主义的存续依赖于对非资本主义空

间的不断吞噬，这种扩张具有内在的暴力性与排他性。在数字经济时代，这种“吞噬”呈现出更为隐蔽

的技术化特征。资本家常常打着创新、便捷的旗号，掩盖其对剩余价值的疯狂追逐，并以技术为手段，

将追逐范围不断扩大。在数字经济的实践中，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理论关于资本积累内在矛盾的判

断得到了新的验证。这种理论张力恰恰表明，尽管数字技术改变了资本积累的表现形式，让资本扩张变

得更加隐蔽、复杂，但资本剥削的本质并未改变。可以说，数字经济虽然带来了全新的生产方式和商业

模式，却并未改变资本扩张的剥削本质，只是为其披上了一层数字化的外衣。 
第二，动态分析与全球视野方法论的跨时代指导意义。罗莎·卢森堡的理论本身就蕴含着对资本主

义经济动态发展的深刻洞察。在数字经济时代，这种动态分析的方法论意义愈发显著。数字经济具有高

度的创新性和快速变化性，新的商业模式、技术应用不断涌现。运用罗莎·卢森堡理论的动态分析方法，

能够敏锐地捕捉到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变化，分析资本在不同阶段的积累方式、外部依赖形式以及面

临的矛盾与危机。通过动态跟踪数字经济中企业的发展轨迹，可以更好地理解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

为企业战略决策和政策制定提供有力支持。 
不仅如此，罗莎·卢森堡在研究资本积累时，将目光投向全球范围，强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在全球

的扩张与依赖[24]。在数字经济时代，这种全球视野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数字技术打破了传统的地理

界限，数字经济企业能够迅速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业务、拓展市场。运用全球视野方法论，可以分析数字

经济中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与积累，研究不同国家和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以及由此引

发的全球经济格局变化。同时，全球视野有助于理解数字经济时代的国际经济关系，如数字贸易规则的

制定、跨境数据流动的监管等问题，为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提供理论依据。 
第三，跨学科理论生命力的再生潜能。罗莎·卢森堡理论的价值不仅仅局限于政治经济学范畴，其

跨学科生命力在数字经济研究中持续显现。首先，在空间政治学领域，她的“外部依赖论”为解析信息

地缘政治提供了新视角[25]。卫星互联网的竞争、区域数据中心的选址等，均可视为数字时代“非资本主

义空间争夺战”的具体表现。其次，在生态批判理论层面，卢森堡关于资本无限扩张与有限环境承载力

矛盾的论述，为数字生态文明构建注入思想资源。再者，在劳动社会学领域，她的再生产危机理论启发

学者关注平台劳动者的权益困境。 
这种理论活力的本质源于卢森堡资本积累论特有的“批判-建构”双重属性：既保持对资本权力逻辑

的批判锐度，揭示数据垄断背后的价值掠夺，又蕴含制度变革的建构指向，为人类处理数字矛盾、解决

数字危机指明制度变革方向[26]。其方法论内核，即历史辩证法与实践认识论的统一，使其能够穿透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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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象把握资本主义本质。这种理论活力将持续为构建数字时代政治经济学范式提供思想基础，也为数字

经济治理体系的重构注入批判理性。 

4.2. 指导了数字经济的政策制定 

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理论不仅揭示了数字经济下的潜在矛盾与危机，而且为政策制定提供了深

刻且多维度的指导思路，从微观企业战略到宏观经济调控，从经济发展到社会可持续性，全方位地为数

字经济政策制定提供了理论支撑，推动数字经济在健康、有序的轨道上蓬勃发展。 
首先，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理论强调外部市场对于资本扩张的重要性，这为企业制定全球拓展

规划的数字战略提供了思路。在数字经济中，数据和技术构成了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元素，企业要实

现持续增长，必须突破地域限制，积极开拓全球市场。企业在制定全球拓展战略时，可借鉴卢森堡理论

中对外部市场的分析思路。一方面，精准定位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市场需求特点以及

政策法规环境。例如，一些发展中国家正处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快速发展阶段，对数字通信技术、智

能终端设备等有着巨大需求，企业可以根据这一机遇，加大在这些领域的投入，提供符合当地需求的产

品和服务。另一方面，重视与当地的合作，通过建立合资企业、战略联盟等方式，融入当地市场。这既能

有效降低市场风险，又能利用当地合作伙伴的资源与渠道优势，快速提升企业在全球市场的份额和影响

力。 
其次，从政府层面来看，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理论揭示了资本积累过程中存在的盲目性与无序

性，这对于政府制定全面且具针对性的数字经济政策具有重要的辅助作用。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进程中，

政府肩负着营造良好政策环境、促进数字产业繁荣发展的重任。在产业政策制定方面，政府应充分认识

到数字经济产业所具有的集聚效应和规模经济特性。借鉴罗莎·卢森堡理论中资本集中与扩张的观点，

政府可通过推进数字税的相关法规的制定，对收入分配的规则予以规范，构建合理的财富积累模式，从

而有效防范数字资本不受约束地过度扩张[27]；还可以通过出台产业扶持政策等举措，鼓励新兴产业和中

小企业积极创新，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防止数字经济领域的过度垄断与无序扩张，保障市场的公平竞

争环境。在监管政策方面，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如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网络

犯罪等。罗莎·卢森堡理论提醒政府要密切关注资本积累过程中的潜在风险，因此政府需要制定严格的

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法规，规范数字企业的数据收集、存储、使用和共享行为。例如，明确数据所有权

归属，加强对数据跨境流动的监管，对侵犯用户隐私和数据安全的企业予以严厉处罚，以此维护数字经

济市场的健康秩序。 
再次，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理论为宏观数字经济的调控方向提供了重要指引。数字经济的发展

对传统经济运行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政府需运用宏观调控手段，防范数字经济领域的系统性风险。一

方面，政府可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引导数字经济投资方向。在财政政策上，加大对数字基础设施建

设、数字技术研发等领域的投入，增长数字经济的发展潜力[28]。在货币政策上，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数

字经济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满足企业发展的资金需求。另一方面，政府需秉持系统治理理念，紧扣高

质量发展目标，促使数字经济治理从碎片化迈向协同化，为数字资源共享创造条件。借助数字技术破除

信息与数据障碍，推动公共数据高效流通，完善数字平台治理，构建多元主体共治的制度。并且，政府

应切实剖析并解决数字经济宏观调控中的需求与难题，推动数字经济治理由粗放转向精准，提高宏观调

控整体效能[29]。 
最后，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理论中对资本积累与社会经济环境关系的探讨，为数字经济的可持

续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数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涵盖环境保护、社会公平、经济增长多个方面。在数字

技术应用方面，应鼓励企业研发并应用绿色数字技术，减少数字经济发展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可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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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能源管理，建立“绿色协同联盟”，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推动数字经济的绿

色发展[30]。在社会公平方面，关注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就业结构变化和收入分配问题。随着数字技术的

广泛应用，部分传统岗位可能会被替代，同时也会催生新的就业机会。政府应制定相应的政策，加强对

劳动者的数字技能培训，提高劳动者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就业能力，促进就业公平[31]。此外，通过税收政

策等手段调节数字经济领域的收入分配，防止收入差距过大，实现数字经济发展成果的共享，推动数字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4.3. 启示了发展中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方向 

在数字经济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新引擎的当下，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理论为发展中国家的数字经

济发展提供了关键指引，帮助其在融入全球数字经济价值链时，实现自主可控发展，降低被发达国家数

字资本过度剥削的风险。 
发展中国家应依据自身的数字资源基础与市场需求，制定符合国情的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在融入全

球数字经济价值链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需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32]。一方面，利用丰富的人力资源，

在数字产业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形成成本优势。中国制造业基础雄厚，产业工人资源丰富。在工业互联网

领域，大量工厂与数字技术相结合，有力推动智能工厂建设。这使得中国在工业互联网相关数字服务的

提供上，形成成本与技术应用优势，为全球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提供解决方案，在全球工业互联网数字经

济价值链中取得了重要地位[33]。发展中国家可借鉴此模式，在数字客服、软件开发等领域深耕，提升业

务规模与服务质量。另一方面，挖掘本土特色文化资源，打造具有独特竞争力的数字产品与服务。一些

拥有丰富历史文化遗产的国家，可通过数字技术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数字内容产品，类似虚拟博物馆、数

字文化创意作品等，开拓全球数字文化市场，实现从传统资源优势向数字经济优势的转化。 
避免被发达国家数字资本过度剥削，是发展中国家实现自主可控发展的关键。发展中国家应加强对

数字经济领域外资引入的监管，防止外资凭借技术与资本优势垄断本国数字市场，控制关键数字产业。

同时，鼓励本土企业加强技术研发，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减少对国外数字技术的依赖。发展中国家可以

借鉴中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推动核心数字技术攻关，同时通过区域协同治理模式逐步突破技术瓶颈的

困境[34]。只有掌握核心技术，才能在全球数字经济价值链中拥有话语权，摆脱对发达国家数字资本的依

附，实现从价值链低端向高端的飞跃。 
此外，发展中国家还应积极参与全球数字经济治理规则的制定，联合其他发展中国家形成合力，在

数据安全、数字贸易规则等方面争取更多权益，打破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数字经济治理格局，为自身数

字经济发展营造公平合理的国际环境[35]。通过构建区域数字经济合作联盟，加强区域内数字基础设施互

联互通、数字技术共享与人才交流，提升区域整体数字经济竞争力，共同抵御发达国家数字资本的冲击。 
综上所述，发展中国家需精准把握自身优势，科学制定数字经济战略，在融入全球数字经济价值链

的过程中，通过强化自主创新、合理监管外资、参与国际治理等举措，努力实现自主可控发展，在全球

数字经济浪潮中赢得一席之地。 

5. 结语 

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理论在数字经济下展现出了独特的价值与时代意义。从理论层面看，其核

心命题在数字经济时代仍能解释诸多现象，揭示了外部依赖新形态，契合了危机分析框架，诠释了帝国

主义新形式，揭露了资本积累的本质和矛盾。其理论活力不仅体现在对资本扩张本质的深刻批判上，还

通过动态分析、全球视野的方法论以及跨学科的再生能力，为相关研究持续提供思想源泉。在实践领域，

卢森堡的资本积累理论对数字经济政策制定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也为发展中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指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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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也应批判性地认识到，数字经济发展日新月异，新问题、新挑战层出不穷。罗莎·卢森堡

的资本积累理论虽具有前瞻性，但也需不断与新的时代条件相结合，持续丰富和完善自身。在未来的数

字经济研究中，应充分运用该理论的合理内核，深入探究资本运动规律，为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全球

经济治理以及发展中国家的进步贡献智慧，推动数字经济朝着更加公平、可持续的方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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