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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现代信息技术改变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促使

新的劳动形式的出现。深入分析并准确把握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数字劳动面临的问题，对社会进步和数

字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已然步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道路

的阶段上，深刻去理解数字劳动问题分析及其现实意义，为迎接新时代中国所面临的数字经济的挑战与

机遇，是不断推进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质量数字化经济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

强国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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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transformed people’s modes of production and ways of life. The advancement of digit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given rise to new forms of labor. Analyzing and understanding the issues surrou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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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labor in the contex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holds significant importance for social pro-
gr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China has already entered a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t this stage of building a strong socialist country with Chinese char-
acteristics,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digital labor issues and their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s cru-
cial. Addressing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presented by the digital economy in this new era 
is a vital measure for advancing high-quality digital economic development under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establishing China as an economic power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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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字劳动的理论内涵及其具体形式 

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推动着信息交流形态的变革，当下新的“网络社会”正在逐渐形成，数字技

术持续而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形成了互联网经济下的新型经济模式和劳动形态。新模式

带动外卖跑腿、滴滴打车、直播网红等等的新型职业，在为人们提供新机遇的同时又使人深陷算法控制

之中。在这数字化生存世界里，一切传播活动被转化成了具有商业价值的数字劳动行为。 

1.1. 数字劳动的含义 

数字劳动是最先由意大利学者蒂兹纳·泰拉诺瓦提出的，阐述了数字经济的劳动力问题不那么容易

地被资本主义剥削逻辑所创新发展。从信息技术层面，数字劳动是以数字技术为媒介，普遍发展的新型

劳动，每个人拥有一个移动工具，数字劳动也无处不在。根据国内外学者对数字劳动的含义看法，数字

劳动的内涵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是非物质劳动，是文化、知识、信息创造与传播的非物质劳动，是在数

字平台上如社交平台、互联网、移动终端使用者们的活动。二是数字活动属于免费劳动的表现形式，个

体消费者网上活动免费提供给了商家，被打包出售给广告商，这种在网络虚拟空间中分享行为的免费劳

动是与物质劳动相区别的。总的来说，数字劳动指生产商品的信息和文化内容的劳动，生产非物质产品，

比如知识、信息、交往、关系或者情感反映的劳动。又是同时进行知识创新和剩余价值生产的劳动。数

字劳动使商品摆脱它的形式而独立成长，实现信息化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潜力和能力。 

1.2. 数字劳动的具体表现形式 

当前国内外的学者对数字劳动的具体表现形式通常分为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两种形式。 
第一，有酬劳动。有酬劳动是指互联网的专业技术性劳动。在网络平台中，那些如技术设计开发、

网络维护、数据检测与管理等等技术人员，由于他们的专业性和技术性强，需要随时用算法程序进入使

用者手机接入互联网，这些高要求的互联网专业技术人才，他们本质上是与普通工人一样，他们的劳动

同样是遵循传统的雇佣工作，是有工资、有报酬的雇佣劳动，其劳动的过程与一般的传统化劳动过程不

同的是专业劳动人员的雇佣工作具有明显的现代化数字技术特征。在信息技术的发展下，互联网信息技

术的突破传统意义上的工作，越来越多人借助网络平台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如网络直播、各类网络

博主、滴滴网约车等等为推进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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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无酬劳动。无酬劳动是使用者主要在互联网络平台上浏览页面、视频、查询信息资料学习、

消费购物、收发信息进行人际交往等活动都是属于数字劳动的一种，无偿为互联网平台创造剩余价值的

一般性劳动。随着数字劳动的发展，无酬劳动又包含受众劳动和玩劳动。受众劳动是来自于新闻传播学

中的“受众商品论”这一概念。受众付出他们的时间去通过一些娱乐性的东西去缓解工作压力，以受众

登录使用新浪微博或者抖音而言，这些网络平台为使用者所提供的是价值的再创造和利润生产手段，并

不是使用者简单的社交手段。使用者在抖音或微博上的在线交流和使用时间，不仅仅是价值的再生产时

间，更是平台将用户数据(如浏览习惯与偏好)出售给广告商以实现精准推送的数字化劳动时间。观看者越

多，利润越多。玩劳动中的“玩”已经被商品化，例如在互联网网络游戏中，网络游戏的发行商制定的游

戏规则和有效方法，爱好游戏者经过长时间的娱乐会逐步厌倦游戏方式，但是开发商会根据结合游戏内

容开发新的游戏模式游玩增添游戏乐趣，如王者荣耀这款游戏，里面有各式游戏英雄，在主要游戏模式

下还结合了现有工具，研发出多种模式的游戏模块，保留了原有模式的游戏用户，还吸引了许多新的用

户一起加入。“玩”劳动已经出现在我们生活的多方面中，如今越来越多的游戏被商品化，需要遵循游

戏规则和充值才能玩儿，游戏币与货币挂钩。 

2.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劳动的特征 

数字经济时代，任何东西都在随着数字化而变化。尽管数字劳动脱离地域的限制，消费者对平台和

网络具有极强的依赖性质，在现代网络社会，人人都离不得手机，也离不开网络。而且，网络平台通过

系统性数据监控实现对用户行为数据的私有化占有，并通过对用户网络活动的分析来引导和塑造再消费

行为。与此同时，网络平台还会不断根据客户的浏览搜索信息以便于用户的需求，从而创造出更多并且

遍布用户生活各个角落，为资本主义的剥削提供来源。数字劳动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数字劳动中劳动关系的复杂化。社会经济形态呈现多样性的趋势，多种就业形态不断呈现。我们日

常生活中，所见到的网约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以及越来越多的网络直播，都是体现了数字劳动的多种

就业形式。新的就业形势下，劳动关系也逐渐多样性，更加复杂化。如网约外卖员在数字信息平台的劳

动关系是直接的雇佣关系，也有众多外卖员存在抢单，或者，有第三方的劳务公司外派。其两者之间的

劳动关系更为复杂。再如科技软件工程师被数字平台所雇佣是具有典型直接的劳动雇佣关系，但所设计

出来的软件被大多数的网民所浏览点赞是无报酬的，并无雇佣劳动关系。这种数字劳动的，多元化发展

使其在劳动过程中的劳动关系更为复杂多样，使劳动关系也成为了法律规定的难题，就外卖员的例子而

言，外卖员与第三方外派公司与网络平台三者雇佣关系中，尽管外卖员与第三方外派公司签订合同，但

是实则真正是网约平台购买了外卖员的实际劳动。事实是，两者之间的劳务关系并没有得到网络平台的

承认，外卖员的劳动权益真正无法受到保障。现代化信息技术的发展，使数字劳动关系传统的雇佣劳动

关系转向纯粹的市场交易关系！本质上是体现了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 
数字劳动中劳动过程的非物质性。非物质性是指数字劳动在其劳动过程中的非物质形态。传统意义

上，劳动产品是人与人之间的物质交换，但随着信息技术和数字化技术的不断发展，在劳动过程中，劳

动产品已然发生了变化，从以往的现实产品交换到如今的数字信息、知识、情感等交换，恶劣的交换都

是不具有实物状态的虚拟产品，而这些虚拟产品背后仍然有坚实的物质载体。非物质性是数字劳动的本

质特征，但也并非对数字劳动产品的物质性特征全盘否定。素质劳动是现代科技下劳动对象在人脑的加

工，具有依赖人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消耗过程，也离不开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就此而言数字劳动既可以

说是非物质性的，也可以说是物质性的，数字劳动具有物质性和非物质性的统一。 
数字劳动中劳动过程的依赖性。数字劳动在全球技术的推波助澜之下闯入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作

为一种新型的劳动形态，在劳动过程中，对互联网平台具有十分强大的依赖性。首先表现在使用者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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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平台的依赖，如小红书这一软件应用，众多使用者通过搜索去解开内心困惑，也可通过发表评论在动

态中展现表达自我。这一系列的操作，搜索、浏览、发表，都在这一公开平台所呈现出来。越来越多的年

轻人都转向网络空间平台。使用者能够在网络空间平台方便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身心得到了极大的

满足和惬意。但互联网平台所呈现的商品形式更加多元化，但也体现了数字劳动下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劳

动剥削更不易被发现。除此之外，网络资本对使用者也具有较大的依赖性。网络使用群体的不断增加，

更利于资本销售和贩卖产品，有利于生产更大的价值。新型的互联网产业通过关注、点赞流量数据来实

现价值增值，现代媒介技术已成为生产和消费信息的主要工具，这也正是网络平台资本对数据流量的依

赖性，本质上互联网资本依赖网络使用者创造数据产品。 

3.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劳动所存在的新问题 

劳动从传统劳动演变成数字劳动，其劳动关系、劳动过程、劳动内容都已经发生了变化，流量数据

已然成为数字劳动产品。这种特殊性的劳动产品使得资本主义的剥削更加隐蔽，并不断追求更大的价值。

资本占有绝对的数字把握权与话语权，同样也影响着资本拥有财富积累的规模与速度。各个资本争相逐

利，也必然会面临数字鸿沟。 
数字劳动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加剧的社会失衡问题。数字劳动本质上是资本对劳动者休闲时间的进

一步盘剥。在这种劳动模式下，劳动者除了睡觉的时间，都是在为资本积累创造价值[1]。网络平台也基

于网络使用者们共享的虚假信息来吸引用户，尽可能的从中颉取网络用户的价值去实现利益的最大化。

而数字资本也会通过再生产来搜刮用户的资源，获取大量的用户信息，资源指数不断扩大，为其控制资

源信息和垄断创造机会，加速数字鸿沟的形成发展。数字鸿沟对于网络用户和互联网平台之间的关系来

说，平台颉取用户的资源信息会因为特殊性的数字劳动产品的传播速率的增加而实现价值的增值。网络

使用者主体的生产价值被平均化降低，从而网络使用者们越来越依赖平台的大量数据，并且固定化，形

成难以跨越的数字鸿沟。然而，在资本与资本之间也具有差异。体现为大平台和小平台两者之间的竞争

差异，网络大平台的流量数据更大更广，资本所挖到的剩余价值创造更多并且形成垄断和控制，小资本

更难以跨越那条资本的数字鸿沟，从而导致更大的差异化，造成社会的不平衡发展。 
数字劳动产品带来人与技术冲突问题。数字劳动已成为现代信息技术的一种重要劳动方式，其重要

性越来越大，数字劳动在技术上的发展优势也更加凸显。数字劳动通过科技的管理和改进来促进社会分

工，节约成本，提高劳动者的劳动效益，在新的劳动形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也

导致许多劳动型工作被技术所代替，科技一旦取代人们所做的任何一项工作，将会导致劳动异化的出现，

因此，数字劳动产品会带来人与技术的冲突问题。具体表现在，资本为了追求剩余价值的最大化，从而

使得科学技术变为节约成本的手段工具，因此，劳动力也会丧失自主性变得机械化。正如现代科技企业

中的研发人员，在如今全面信息化时代一些人力工作都可以通过计算机编程来完成，这些计算机编程都

是通过人来完成的。企业如若为了节省人力成本，获得更高的利润率，减少研发人员，使用计算机编程

来设计研发，将会导致劳动者的心态、能力、思维受到影响，失去自我能力提升的发展空间。因此，加剧

人与技术之间的冲突，不利于社会稳定发展。 
数字劳动的新型劳动关系引发劳资关系的不平衡发展。传统的劳资关系是由劳资双方建立，共同维

护发展，有利于劳资关系的平衡。数字劳动下的一种新型劳动关系，虽然也给劳资双方带来提高企业生

产效率，减少成本、节约时间等的优点，但新型劳动关系也会引发劳资双方的失衡，破坏双方的和谐关

系。首先，在抖音、微博等平台上，普通用户虽然通过发布内容和提供数据为平台创造价值，却无法像

签约博主那样获得报酬。其次，即使是网约车司机等获得有偿报酬的数字劳动者，平台也通常不提供传

统劳动关系下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因此，这些劳资关系的不平衡会破坏劳资双方的不信任与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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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劳动的现实意义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技术的发展，数据生产与再生产在生产要素中重要性凸

显。数字劳动作为一种新的劳动形态，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变迁。尽管数字劳动在发展过程中出现数

字劳动政治经济学批判，但数字劳动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始终是优势大于劣势。我国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时代，深刻理解把握数字劳动批判分析，迎接新时代中国所面临的数字经济挑战与机遇，推进和

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质量数字化经济具有以下现实意义。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劳动有利于促进新时代中国科技创新发展。在现代科学技术时代，数字化技术发

展已经被作为重要的发展战略，掌握技术核心要领意味着掌握了发展的主导权。尤其是在数字劳动过程

中，必须要充分发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2]。国家要强化数字转型高质量发展，加快关键

技术的短板突破研究，促进各个产业数字化转型。同时，应持续增加科研经费投入，强化政策支持，着

力破解关键核心技术的垄断问题，加速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区块链等战略性前沿技术的自主

创新与全球竞争布局。强化与数字劳动相关产业的建设和发展，全面提高劳动者的整体素质，补齐短板、

增强优势。政府要加强数字劳动中的法律制度，保证社会公平，减少数字劳动市场的不合理行为规范。

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从而维护社会稳定。企业强化自身数字劳动发展的同时，要加强数字劳动中劳

资关系的平衡化，保障劳资关系和谐，从而促进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因此，以数字核心技术的创新性发

展，是推动我国数字劳动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举措。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劳动分析有利于促进新时代中国的协调发展。资本主义下的数字劳动发展将数字

技术作为追求利益最大化，剥削雇佣劳动者的工具。而在社会主义下使用的数字劳动更加关注劳动者本

身的利益，最终目标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实现人类自身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如今

在现代数字劳动资本的渗透下，出现劳动者物质性与精神性的不平衡发展、城镇和农村之间的资源不平

衡发展、市场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发展。首先，数字劳动想要获得经济效益必须要遵循劳动者物质性和精

神性的协调发展。在数字劳动的劳动过程中，资本应平衡好劳动者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需求，在发展生

产力建设的过程中，更要关注劳动者精神文明的建设。要善用数字技术，同时也要防止被数字化奴役、

迷失的现象，实现人类物质世界与精神文明世界的共同发展。其次，数字劳动要实现城镇与农村之间的

协调发展。城镇和农村地区的发展不协调，从而导致在数字化信息时代也会出现农村地区的数字劳动发

展不协调。国家加强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教育水平，缩小两者之间的

差异。从而引导数字经济和数字劳动进入农村发展，带动人民的经济收入促进经济增长。最后，数字劳

动要实现数字劳动市场经济下的市场和政府协调发展。不断完善网络平台经济体系，健全风险机制以缓

解数字劳动过程中的劳资关系。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劳动分析对实现新时代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重要作用。在经济全球

化的发展潮流下，以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的数字劳动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已成为人类社会的新型资

源。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明确提出“新唯物主义的立足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

[3]。而“社会化的人类”，就是倡导人类要构建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共同体，共同协作

发展，不能独善其身。在大数据时代，数字劳动也有利于实现国与国之间的不同数据资源交流分享成为

一种可能，实现人类的利益共享、资源沟通和促进人类数据利益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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