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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生产力进步与科技革命的双轮驱动下开启了互联网为标志的数字经济时代，而数字劳动作为新的经济

范式在当代发生了深刻变化，其外延显著拓展，以非物质劳动形式占据主导，同时生产资料与劳动产品

呈现非物质化特征。劳动场景突破时空界限，生产活动深度渗透日常生活，使劳动者得以随时随地进行

价值创造。因此，我们必须讨论并认清当代中国数字劳动者困境，在坚持马克思劳动解放理论的指导下

探寻其出路，有利于保障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数字劳动者的主体地位，促进数字经济向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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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riven by the progress of productivity and the revolu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digital econ-
omy era marked by the Internet has been opened. As a new economic paradigm, digital labor has 
undergone profound changes in the contemporary era. Its extension has been significantly expa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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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inated by the form of non-material labor. At the same time,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and labor 
products show non-material characteristics. The labor scene breaks through the boundaries of time 
and space, and production activities penetrate deeply into daily life, enabling workers to create 
value anytime and anywhere. Therefore, we must discuss and recognize the predicament of con-
temporary Chinese digital workers and explore their way out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rxist labor 
liberation theory, which is conducive to safeguarding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digital workers un-
der the socialist system and promoting the positiv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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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数字经济是全球未来的发展方向，创新是亚太经济腾飞的翅膀”([1]: p. 303)。在

数字经济席卷全球的浪潮中，中国劳动者正经历一场无声的革命，技术赋权的表象下，劳动者看似获得

更多自由选择，实则深陷数据殖民与算法规训的牢笼。马克思笔下的异化劳动并未因键盘取代机床而消

逝，反而在数字资本中衍生出更隐蔽的形态，劳动产品成为平台垄断的数据资产，劳动过程沦为算法黑

箱的提线木偶，人际关系异化为流量交易的冰冷链条。我们应立足当代中国实践，在数据监控、主体性

消解与虚拟异化的三重维度中，探寻数字劳动者突破异化困境的可能路径，为构建以人为本的数字文明

提供理论镜鉴。 

2. 劳动解放理论与异化劳动理论概要 

劳动本应是人类创造力的舞台与自我价值的实现途径，但在资本压迫下变得异化扭曲。马克思深刻

剖析异化根源，揭示了劳动与产品、过程、人的本质及人际关系的断裂。劳动解放理论则指明打破异化、

恢复劳动自由本质的方向。我们有必要深入了解马克思的劳动解放与异化劳动理论，揭示资本主义社会

中的劳动异化，并探讨如何通过社会变革实现劳动解放。 

2.1. 马克思劳动解放理论的核心内涵 

马克思劳动解放理论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刻批判基础之上，其核心内涵体现为对异化劳

动的扬弃与人类自由本质的复归。该理论以劳动作为理解人类社会的关键维度，揭示了劳动在资本主义

制度下异化为资本增殖工具的本质，进而提出通过社会关系的根本性变革实现劳动解放的实践路径。劳

动解放并非单纯指向劳动时间的缩短或物质条件的改善，而是强调将劳动从资本逻辑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恢复劳动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确证的根本属性。从哲学人类学视角出发，马克思将劳动视作人类区别于动

物的类本质特征，自由自觉的劳动活动构成人之为人的存在方式。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劳动者与劳

动产品、劳动过程、人的类本质及他人产生多重异化，劳动沦为维持肉体生存的谋生手段。劳动解放因

此具有双重维度：在物质层面需要打破资本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建立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在

精神层面则要实现劳动从异己性活动向自主性创造的转化，使劳动成为个体才能全面发展的自由实践。

劳动解放的实现逻辑内嵌于社会形态演进的历史辩证法中，马克思指出，只有当物质生产发展到足够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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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必要劳动时间极大缩短，社会成员才能获得充足的自由时间用于艺术创造、科学研究等自由个性的

发展。这种解放是个体劳动状态的改变，更是整个社会关系的革命性重构，要求建立自由人联合体的社

会组织形式，使劳动真正复归为人的第一需要。劳动理论包含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现实批判，也蕴含

着建构新型劳动伦理的价值指向，为审视当代劳动形态变革提供了根本性的分析框架。 

2.2. 异化劳动理论的形成与内在逻辑 

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根植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深刻剖析，其形成受到黑格尔辩证法和费尔巴

哈人本主义的影响，源于对 19 世纪工业革命后工人境遇的切近观察。马克思指出：“劳动所生产的对象，

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2]: p. 227)所以

异化劳动的核心矛盾是人类通过劳动创造对象世界的本质力量，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却演变为压迫自身

的异己性存在。他从黑格尔的精神异化中剥离出劳动异化的现实维度，摒弃了其思辨哲学的抽象性，同

时批判费尔巴哈仅停留于宗教异化的表象，转而将矛头指向私有制下的经济关系。从这种角度出发，异

化劳动并非永恒的人性困境，而是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病症，只有当劳动者被迫将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售

时，劳动便从“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沦为“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其产品不再属于劳动者，反而成为

资本增殖的载体与支配工人的工具。这种异化的内在逻辑体现为四重断裂：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分离，

使工人越生产越贫困；劳动过程的异化，将创造性活动降格为机械重复；人与类本质的疏离，导致个体

丧失对生命活动的自主性；人际关系的物化，使社会联系蜕变为冰冷的利益交换。异化劳动理论构成马

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哲学基石，通过揭示劳动从对象化到异化的辩证转化，为超越资本主义、实现人

的本质复归提供了革命性视角。 

3. 数字经济时代下的数字劳动异化的表现 

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力就越

旺盛。([3]: p. 237)在数字资本主导的当代生产体系中，劳动形态因技术革新呈现数字化转型特征，但其

始终受制于资本增殖的核心逻辑，劳动异化现象并未随形势变化而消解。数字劳动中的异化现象，依然

可以用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来进行阐释，具体来说，其具有以下体现：数字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异化，

数字劳动者与劳动本身的异化，数字劳动与人的类本质的异化，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 

3.1. 数字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异化 

在传统劳动中，劳动者通过生产活动将自我意识对象化为产品，并从中获得对劳动成果的支配权，

然而数字劳动的产品异化表现为劳动者与数据成果的彻底分离。用户生成内容(如帖子、视频创作)、平台

行为数据(如点击、浏览记录)以及零工经济中的服务(如外卖配送轨迹)均被平台以免费资源的名义占有，

经算法加工后成为可交易的数据商品。在国外，脸书用户的情感表达被转化为精准广告投放的原料，网

约车司机的行车数据被平台用于优化调度系统。劳动者决定数据的使用场景以及分享其衍生的经济利益，

这种异化的根源在于生产资料的数字化垄断。平台通过用户协议将数据所有权私有化，劳动者仅作为数

据肉身存在，其劳动成果被剥离人格属性，沦为资本增殖的抽象符号。异化的本质是对象化表现为对象

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数字时代的数据殖民恰恰印证了这一批判，劳动者的创造性活动反成为压迫自身

的异己力量。 

3.2. 数字劳动者与劳动本身的异化 

数字劳动对劳动过程的控制达到前所未有的精细化程度，劳动者在算法规训下沦为数字傀儡。平台

通过实时监控(如外卖员的送餐倒计时)、行为评分(如网约车司机的服务分)和游戏化机制(如点赞、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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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劳动的意义。内容审核员每日处理海量暴力信息，其工作被简化为机械的“删除或保留”二元选择；

短视频创作者为迎合算法偏好，被迫重复模板化内容生产。劳动不再是人本质力量的自由发挥，而成为

维持平台运转的标准化零件。算法黑箱加剧了这种异化，劳动者无法理解算法决策的逻辑(如配送路线优

化、流量分配规则)，只能被动适应其不可见的规则。零工经济中，劳动者需通过自我剥削(如超时工作、

购买平台装备)来维持算法的合格评价。这种劳动关系的倒置使人服务于算法而非算法服务于人，标志着

劳动彻底异化为外在于主体的强制力量。 

3.3. 数字劳动与人的类本质的异化 

马克思认为，人的类本质在于通过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实现自我发展，而数字劳动将人的社交、

情感与认知能力异化为资本增殖工具。社交媒体中，用户的情感表达被量化为互动数据，友谊维系异化

为粉丝运营，主体价值被简化为可计算的流量指标。游戏模组爱好者的创意设计被游戏公司无偿征用，

其热爱与才华沦为产业创新的免费燃料。更深刻的是，数字劳动重新定义了人的存在方式。平台通过永

久在线要求(如 24 小时接单)来模糊工作与生活的界限，劳动者被迫将休闲时间转化为潜在劳动时间。网

约车司机在等待订单时刷短视频学习接单技巧，自媒体从业者即使在睡眠中也焦虑于流量波动。当劳动

全面入侵人的生物节律与精神世界时，人的类本质从“自我实现”退化为“数据生成”，成为自我规训的

数字化主体。 

3.4. 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 

数字平台将人类社交关系转化为可开采的社会资本。社交媒体中，朋友互动被异化为点赞交易，亲

密关系被量化为关注数，情感联结沦为数据变现的渠道。零工经济中，算法通过动态定价(如高峰时段加

价)挑动劳动者竞争，外卖员为抢单被迫安装外挂软件，司机群体因评分系统相互举报。平台经济的设计

瓦解了劳动者团结的可能性，将马克思所说的人与人之间的类关系异化为数据与数据之间的竞争关系。

这种异化在平台资本主义中达到顶峰，脸书的社交图谱将人际关系打包出售给广告商，婚恋程序通过算

法制造情感稀缺以刺激付费，教育平台将师生互动转化为知识付费产品的原料。这个过程中人类最本真

的情感与协作被异化为冰冷的数据交易，数字劳动将剥削个体的剩余价值，并且摧毁社会关系的伦理根

基。 

4. 数字劳动异化带来的新型困境 

数字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我们似乎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与选择，然而这背后却隐藏着对人类

主体性的深刻影响。全景监控下的自由选择，实则是数据囚禁与行为诱导的精准布局；数字世界中的人

类身份，被简化为可交易的数据代码，失去了人性温度；虚拟自我与现实存在的撕裂，让人们在数字成

就与现实平庸之间迷失自我。我们有必要剖析数字时代自由与价值的悖论，深刻了解当代中国数字劳动

者困境。 

4.1. 全景监控下的自由幻象：从技术赋权到数据囚禁 

数字时代的技术赋权表象下，隐藏着主体自由的深刻悖论。平台通过算法与大数据构建的自由选择

机制，实质是全景监控与行为诱导的精密耦合，用户在短视频平台滑动屏幕时，看似在自主挑选内容的

背后，每一步操作都在为算法提供训练素材，其停留时间、点赞频率甚至手指滑动速度，都被转化为数

据指令。算法根据这些指令生成量身定制的信息流，用同类内容编织成一张温柔的网，喜欢宠物视频的

用户会不断收到萌宠推荐，逐渐陷入刷得越久，推荐越精准的循环。这种自由的本质，如同一家自助餐

厅：看似琳琅满目，实则所有菜品都来自后厨预先设定的菜单，食客的选择不过是菜单框架内的有限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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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更深层的困境在于认知自由的剥夺，搜索引擎和社交平台会基于用户历史行为过滤信息，形成数据

牢笼。一个关注环保议题的用户，可能被不断推送极端气候报道，却鲜少接触新能源技术进展；一个热

衷健身的人，首页永远充斥着完美身材教程，而忽视健康饮食的多样性讨论。这种信息筛选机制让人的

思维逐渐固化，被困在由自己过往点击记录筑起的回音壁中，技术看似赋予选择权，实则用数据模型将

人困在自我以为的自由里，如同超市货架，虽摆满商品，但最显眼的永远是资本想让你买的那几款。 

4.2. 人的“主体身份”困境：从生命主体到数据商品 

在数字世界中，人的复杂身份被压缩成一串可交易的数据代码。外卖骑手的价值不再由他的服务态

度或工作经验定义，而是被系统简化为“准时率 95%”“月接单 300 次”的电子标签；求职者的竞争力

不再体现于实际能力，而是职场社交平台上“人脉 500+”“证书 10 张”的量化指标，数据化改造如同给

活人拍 X 光片，只保留骨骼轮廓，却抹去了血肉的温度。这种身份异化在消费领域尤为赤裸，电商平台

根据购物记录将用户标记为“精致宝妈”“性价比追求者”，在线教育 app 通过答题数据给学生打上“数

学潜力股”或“文科特困生”的烙印。而这些标签具有自我实现的魔力：被标注为低消费潜力的用户，再

也收不到高端商品推荐；被打上流失风险标签的学生，可能真的因缺乏学习资源而放弃进步。人的社会

属性被拆解成可量化的参数时，就会像积木被拆散后重新组装，看似还是初形，但早已失去了最初的灵

魂。 

4.3. 满足感导致主体性建构混乱：虚拟自我与现实存在的撕裂 

数字平台为人们打造了一面魔镜，镜中的虚拟自我比现实更光鲜，却也让人逐渐忘记真实的模样。

社交媒体上的人设经营像一场永不落幕的化装舞会：有人用滤镜磨平皱纹，有人用精心编排的文字伪装

学识，甚至有人购买虚假定位制造环球旅行的假象。平台通过流量奖励机制，逼迫用户成为数据戏精：

美食博主必须顿顿展示大餐，知识博主不敢承认自己也有知识盲区。久而久之，人们开始分不清表演与

真实的界限，就像长期戴面具的人，最终把面具当成了自己的脸。这种混乱在年轻群体中更为尖锐，00
后女孩在游戏中拥有万人追捧的战神身份，现实中却因成绩普通被家人否定；程序员在技术论坛被尊为

大神，线下聚会时却因不善言辞被冷落。虚拟世界的光环越是耀眼，现实生活的平庸感就越强烈。更危

险的是，人们无意识地将虚拟成就等同于人生价值，就像用电子游戏的血条来衡量真实生命的健康，点

赞数、粉丝量构筑的数字人生，正在掏空人们对现实世界的感知与期待。 

5. 当代中国数字劳动者出路探究 

劳动异化是资本逐利逻辑的产物，但非历史必然，面对数字劳动困境，我们应该保障劳动者权益，

加强资本引导，让数字劳动者重拾主体性，实现缩小异化鸿沟，为数字劳动者探寻新的路径。 

5.1. 保护数字劳动者身份和权益：从算法依附到劳动解放的制度批判 

在数字技术深度重构生产关系的当下，平台资本的算法权力已演变为新型劳动支配工具。当前平台

经济通过算法参数的隐蔽控制(如绩效奖惩)，将劳动者纳入数据，算法，资本的三重规训网络，形成表面

自由、实质从属的数字化泰勒主义。破解这一困局，需跳出技术工具论范畴，从国家治理现代化高度推

进制度性权力重构，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实现技术理性与劳动尊严的辩证统一。 
首要在于确立劳动控制权的法理边界，传统劳动关系判定范式受限于契约形式与经济从属的二元框

架，难以回应算法控制权对劳动实质的穿透性支配。应构建以算法控制强度为核心的新型法权体系，通

过立法明确算法指令的合法性阈值：当算法系统通过实时监控、行为预测等方式形成持续性支配(如强制

接单率)、单向性约束(如不可逆的路径规划)、系统性剥削(如动态抽成比例)时，即便存在形式契约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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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应认定平台承担法定雇主责任。2023 年国务院《数字经济促进法》提出的算法备案与影响评估制度，

已体现国家层面对技术权力的规制意志，需进一步细化算法控制权清单，将劳动者脱离算法强制力的数

字断连权纳入法定保障范畴。 
其次是构建算法治理的社会主义范式，一是推动算法透明化向算法民主化跃升，依托国家数据主权

构建公共算法审计平台，强制要求平台企业公开核心算法逻辑与参数权重，并建立劳动者代表、技术伦

理委员会、政府监管部门参与的三元协同审查机制，从源头上遏制算法黑箱对劳动自主性的侵蚀。二是

创新集体协商的数字制度载体，集中体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在平台生态内构建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分

布式协商系统，使劳动者能够通过去中心化节点参与配送规则、服务定价、奖惩机制等算法设计，实现

代码即契约向共识即契约的治理转型。三是强化数字主权的制度保障，将平台算法纳入国家关键信息基

础设施监管体系，建立算法安全分类分级管理制度，对涉及大规模劳动调度的算法系统实施国家安全审

查，防止资本逻辑通过技术霸权架空劳动权益。最后顶层设计需体现发展伦理与分配正义的统一，应依

托“全国统一大市场”战略，建立数据要素收益的二次分配机制，通过数字税收、公共数据池、算法贡献

度计量等手段，将平台资本依托算法垄断获取的超额利润转化为劳动者技能提升基金和社会保障专项账

户。 

5.2. 破除数据壁垒与强化资本规范引导：数字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重构 

数字经济的资本扩张已催生出新型“数据垄断、算法霸权”共生结构，亟需通过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重塑数字生产关系。当前平台资本通过用户行为数据私有化、算法模型封闭化等手段，将数据要素异化

为资本增殖的独占性资源，形成对劳动者与消费者的双重剥夺。重构数字生产关系，需以数据要素公有

属性复归为核心，构建兼顾效率与公平的社会主义数字治理体系，具体有以下两种方法： 
主要在于确立以数据主权为核心的国家治理框架，突破平台私有产权的资本逻辑，推动数据要素的

公共性价值释放。数据的公共性本质要求通过立法分类各类数据，明确公共数据、企业数据与个人数据

的权属边界，并以法律形式强制平台企业向国家数据交易所开放非涉密数据接口，构建数据共享的制度

化框架。在此基础上，通过隐私计算与联邦学习等技术实现“数据可用不可见”，将交通出行、消费行为

等社会属性数据纳入全民共享基础设施，释放数据的公共价值。 
关键在于构建资本扩张的社会主义伦理约束，形成系统性治理框架。首先，实施算法公共利益审查

机制，要求平台企业在重大算法更新前提交至独立的第三方伦理委员会评估，重点审查算法对就业结构、

劳动强度和收入分配的潜在影响，并将评估报告作为算法上线的前置条件。其次，创新数字贡献度计量

体系，通过区块链技术记录劳动者在数据生产、算法训练和系统优化中的边际贡献，将贡献转化为可量

化的股权激励或收益分成，建立劳动者与平台的利益共享机制。此外，构建数字时代反垄断新范式，将

算法合谋、生态封锁、跨市场杠杆效应等新型垄断行为纳入《反垄断法》的规制范围，并通过建立数字

市场健康度指数动态监测市场集中度、创新活力和消费者福利等指标，为监管提供科学依据。 

5.3. 重拾数字劳动者主体性：数字劳动解放的哲学批判与价值重构 

数字资本主义的深度异化将人类劳动降维为数据流中的抽象符号，劳动者在算法规训下沦为数字无

产阶级，其主体性消弭于平台经济的量化逻辑之中。面对这一境遇需回归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本体论承

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

的过程”([4]: p. 131)。以此构建对抗数字异化的三重辩证法：其一，在技术管理层面，使劳动过程管理透

明化，要求平台公开算法逻辑，接受第三方审查，防止算法剥削，此外制定《数字劳动透明化条例》，明

确平台在任务分配、绩效评估等环节的透明义务，建立劳动者申诉机制，通过隐私计算技术保护数据隐

私，同时实现数据共享；其二，在价值论层面，建立以保护劳动者为目的的技术价值观，确保在技术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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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和实施过程中考虑到劳动者的安全、健康和权益[5]。要求将劳动者权益置于技术设计与应用的核心地

位，技术开发应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确保技术进步不会加剧劳动者的不平等或剥夺其基本权益。

如通过区块链技术记录劳动者的边际贡献，建立公平的收益分配机制；推动隐私计算和联邦学习技术的

应用，保障劳动者数据隐私；制定《劳动者技术保护条例》，明确技术应用的伦理边界。 

6. 结论 

数字技术的突进并未兑现解放劳动的乌托邦承诺，却在资本逻辑的裹挟中催生出更隐秘的异化形态。

当代中国数字劳动者困于算法囚笼、数据剥削与主体性消解的困境，本质上仍是马克思所批判的劳动异

化在数字时代的变体与深化。破解这一困局，既需要穿透技术中立性的迷思，更需回归马克思主义政治

经济学批判的敏锐视角，数字劳动的解放绝非技术改良的线性叙事，而是涉及生产关系重构的社会革命。

通过保护数字劳动者身份和权益、数字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重构以及劳动者主体性的价值重建，我们得

以在数字文明中开辟出通往自由劳动的实践路径，实现劳动者的自由解放与全面发展，数字文明方能真

正为全人类带来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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