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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在改变人们生活各领域面貌的同时，也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时代价值带来

挑战。加深对马克思有关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研究和理解，全面准确地把握其思想观点，阐明人工智能

的本质以及价值，形成对人工智能的科学认识，是人工智能时代提升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话语权的必然要

求。人工智能是计算机复杂“算法”的表现，是用来解决问题的计算机程序方案。智能化的生产方式是

对劳动价值论的确证与创新。新时代仍然要坚持马克思的科学劳动价值论，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马克思

科学劳动价值论，以人工智能的社会主义应用，积极推动智能科技创新，助推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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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has not only changed the appearance of 
various fields of people’s lives but also brought challenges to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Marx’s labor 
value theory. Deepening the research and understanding of Marx’s theory of labor and labor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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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hensively and accurately grasping his ideological viewpoints, clarifying the essence and 
valu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forming a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re the 
inevitable requirements for enhancing the discourse power of Marx’s labor value theory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the manifestation of complex computer “algorithms” 
and a computer program solution used to solve problems. The intelligent production mode is the 
confirmation and innovation of the labor value theory. In the new era, we still need to adhere to 
Marx’s scientific labor value theory, view Marx’s scientific labor value theory from a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actively promote the innovation of intellig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rough the so-
cialist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boost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
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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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从 20 世纪 50 年代人工智能概念的提出，历经多次技术浪潮，如今已迎来新的发展高潮。以 ChatGPT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更是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关注和深入探讨，展示出强大的应用潜

力。从智能语音助手到自动驾驶汽车，从工业自动化生产线到智能医疗诊断系统，AI 正以惊人的速度渗

透到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这种广泛而深入的应用，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更对传统劳动形

态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与重塑。 
劳动作为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其形态的演变始终与生产力的发展紧密相连。马克思劳动价

值论深刻揭示了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核心地位，以及劳动与资本、生产关系之间的内在联系。然而，人

工智能的迅猛发展深刻地影响了劳动的组织结构、作用方式以及价值创造等过程，这种变革对马克思劳

动价值论的适用性提出的挑战。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作为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基石，为理解劳动和价值

创造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框架。在人工智能深刻改变劳动形态的背景下，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视角

展开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 人工智能的劳动价值论内涵 

人工智能作为人类劳动的产物，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从劳动价值论的

视角来看，人工智能的研发、生产和应用过程蕴含着丰富的劳动价值内涵。 

2.1. 人工智能的商品属性 

马克思强调：“一切劳动，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就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

动这个属性来说，它形成商品价值。”([1]: p. 60)要探讨人工智能的劳动价值论内涵，首先必须探讨人工

智能是否是商品。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篇中指出：“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个因素，商品的二因素

根源于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一一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具体劳动生产使用价值，抽象劳动生产价值，

价值的实体就是人类抽象劳动的凝结。”([1]: p. 2)同时，马克思指出，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首

先，人工智能具有使用价值，它能够替代或辅助人类完成复杂任务，应用于各种领域，如医疗诊断、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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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分析、自动驾驶、智能客服等，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和服务质量。其次，人工智能的价值来源于凝

结在其中的物化劳动。AI 系统的开发、训练和维护需要大量的人类的劳动。最后，人工智能显然是科研

人员付出大量劳动而产生的产品，并且各个领域采购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来用于提高生产效率，因此，

人工智能是商品。 

2.2. 人工智能各环节劳动价值的体现 

在研发阶段，人工智能的研发凝聚了大量科研人员的智力劳动。科研人员运用专业知识和创新思维，

投入数年时间，进行海量的数据收集、整理和标注，以及复杂的算法优化和模型训练，这些活劳动的投

入是人工智能技术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关键。这些劳动不仅是具体劳动，体现为特定的技术研发活动，更

是抽象劳动的凝结，创造了人工智能的价值。其价值量的大小取决于研发过程中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

时间，包括科研人员的知识储备、创新能力以及投入的时间和精力等因素。 
在生产阶段，人工智能产品的制造涉及到硬件生产、软件编程、系统集成等多个环节，每个环节都

需要劳动者的参与。硬件生产中，工人通过操作机器设备，将原材料加工成芯片、电路板等硬件组件，

这一过程中工人的具体劳动创造了硬件的使用价值，同时也将自身的抽象劳动凝结其中，形成了硬件的

价值。软件编程人员编写代码，实现人工智能的各种功能，他们的劳动同样是价值创造的重要组成部分。

系统集成人员将硬件和软件进行整合，确保人工智能系统的正常运行，他们的劳动也为产品价值的形成

做出了贡献。 
从应用角度而言，人工智能在各领域的应用提高了生产效率，改变了劳动方式和价值创造模式。在

制造业中，智能机器人能够快速、准确地完成生产任务，大大缩短了生产周期，提高了产品质量。这意

味着在相同时间内，企业可以生产更多的产品，从而增加了商品的使用价值总量。“劳动生产力越高，

生产一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就越少，凝结在该物品中的劳动量就越小，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小。”([1]: 
p. 53)根据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商品的价值量与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成正比，与劳动生产率成反

比。人工智能的应用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得单位商品的价值量降低，但由于商品数量的增加，企业创

造的总价值可能会增加。 

2.3. 人工智能对传统劳动价值论的挑战 

人工智能的发展也对传统劳动价值论提出了挑战。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进步，一些人认为机器

可以创造价值，这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中“人的活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的观点产生了冲突。在

一些高度自动化的生产线上，智能机器人几乎可以独立完成生产任务，表面上看似乎机器在创造价值。

但从本质上分析，机器只是生产工具，它是人类劳动的物化，其本身并不具备创造价值的能力。智能机

器人在生产过程中只是将自身的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中，而新价值的创造仍然依赖于人类的活劳动，也就

是研发人员的创新劳动、操作人员的管理劳动等。 

3. 劳动主体的变迁 

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正深刻重塑着劳动领域的格局，劳动主体作为劳动活动的核心要素，也随之经

历着前所未有的变迁。从生产模式到技能要求，诸多方面都在发生着显著的变革。其中，人机协作成为

崭露头角的新趋势，劳动者的技能需求也在这一浪潮下出现了重大转变。 

3.1. 人机协作成为新趋势 

在当今智能时代，人机协作已成为众多行业生产运营的新趋势，智能工厂便是这一趋势的典型代表。

以富士康科技集团为例，早在 2011 年富士康就宣布“百万机器人计划”，力图打造全自动化的生产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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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多地的工厂引入了大量智能机器人参与生产。在苹果手机的组装生产线上，机器人承担了如精密零

件的抓取、焊接等重复性高、精度要求严格的任务。这些机器人配备了先进的视觉识别系统和高精度的

机械手臂，能够快速、准确地完成操作，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而工人则主要负责监控机器

人的运行状态、进行程序调试、处理突发故障以及完成一些机器人难以完成的复杂装配任务。这种人机

协作模式充分发挥了机器人和人类的优势，机器人的高效率、高精度和不知疲倦的特性与人类的创造力、

灵活性和应变能力相结合，实现了生产效益的最大化。 
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角度来看，人机协作模式下，劳动者的劳动过程发生了变化。劳动者不

再直接从事大量的体力劳动，而是更多地与智能机器协同工作，通过对机器的操作、管理和维护来实现

价值创造。这种协作模式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得在相同时间内能够生产出更多的使用价值。同时，马

克思指出，“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1]: p. 58)。由于劳动者的劳动复杂程度增加，其创

造的价值量也相应提高。在智能工厂中，工人需要掌握先进的技术知识和操作技能，他们的劳动属于复

杂劳动，在相同时间内能够创造出比简单劳动更多的价值。 

3.2. 劳动者技能需求转变 

首先，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对劳动者的技能需求产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各个

领域的广泛应用，不仅编程能力成为了劳动者必备的技能，劳动者还需要具备创新能力和批判性思维。

一方面，编程语言的熟练掌握是从事软件开发、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算法开发等工作的基础，另一方面，

在人工智能能够完成大量重复性工作的背景下，创新成为了企业和个人保持竞争力的关键。劳动者需要

不断提出新的想法、方法和解决方案，以适应市场的变化和需求。 
其次，劳动者需要具备持续学习的能力，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迅速，一方面，新的技术和应用不断涌

现，另一方面，人工智能能够代替人类快速精准地完成大量程序性甚至复杂性的工作，会导致一部分劳

动者被其替代，因此，劳动者需要不断学习和更新知识，以适应技术的变化。 

4. 劳动资料的智能化重构：从工具系统到智能系统 

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劳动资料作为劳动过程的关键要素，有着明确的定义与内涵。马克思指出：

“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1]: p. 208)马克思在《资

本论》中将劳动资料界定为“劳动者置于自己和劳动对象之间、用来把自己的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

的物或物的综合体”[3]。 

4.1. 劳动资料的演进过程 

在人类劳动发展的长河中，劳动资料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演变。早期，人类使用

的是石斧、骨针等简单工具，这些工具仅能辅助人类完成一些基本的体力劳动，其功能较为单一，依赖

人类直接操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工具逐渐形成了系统，随着生产力的逐步发展，人类社会迎来了重

要的变革节点——工业革命。这一时期，机器设备开始广泛应用，并且逐渐形成了系统。这些机器设备

相互配合，组成了复杂的生产线，彻底改变了生产的模式与效率。然而，人工智能的出现，促使劳动资

料从传统的工具系统向智能系统重构。 

4.2. 人工智能推动智能系统时代的到来 

人工智能技术通过算法模型、大数据平台和智能终端的三元架构，实现了劳动资料从机械化工具到

智能系统的根本转变。智能系统融合了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先进技术，与传统工具系统相比，

具备了感知、分析、决策和执行等多种能力。以工业机器人系统为例，其核心特征在于将传统生产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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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计算机视觉、强化学习算法结合，形成可自主决策的“数字孪生体”。根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FR)的
报告，全球工业机器人的安装量在 2023 年超过 55 万台[4]，工业机器人已广泛应用与汽车制造、电子制

造等领域的核心工序[5]，智能系统在各个领域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智能系统突破了传统生产工具

的功能边界，劳动方式实现了从工具性使用到共生性协作的转变。特斯拉超级工厂的“无灯车间”实践

表明，智能机器人系统不仅替代体力劳动，更通过机器学习持续优化工艺流程。这使得劳动资料从被动

的物质载体转变为具有自主进化能力的生产主体。 

5. 劳动对象的拓展与深化 

5.1. 数据成为新兴劳动对象 

在马克思的论述中，劳动对象主要指自然界提供的、未经人类劳动改变的物质，如原材料、半成品

等([1]: p. 209)，在传统的劳动认知中，劳动对象主要是自然界的物质资源以及经过初步加工的原材料。

然而，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数据作为一种全新的劳动对象登上历史舞台。数据是对各种自然、社会现

象的数字化记录，涵盖了从互联网用户行为、企业运营信息到自然科学研究观测结果等各个领域。通过

对海量数据的收集、整理、存储和分析，能够挖掘出隐藏在其中的规律和价值。 
以互联网企业为例，它们通过对用户浏览历史、搜索关键词、消费偏好等数据的分析，能够实现精

准的广告投放和个性化的产品推荐。在金融领域，利用大数据分析客户的信用记录、交易行为等数据，

可以更准确地评估信用风险，开发新的金融产品。数据的处理和分析工作需要专业的技术和算法，数据

科学家、数据分析师等新职业应运而生，他们将原始数据转化为有价值的信息，为企业和社会创造价值，

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5.2. 数据劳动的价值创造过程 

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视角审视，数据作为劳动对象，其价值创造过程与传统劳动对象既有相似之

处，又展现出独特的一面。在数据的处理过程中，数据科学家、分析师、工程师等专业人员投入了大量

复杂且具有创造性的劳动。他们运用专业的数学知识、统计学方法、计算机编程技能以及深厚的行业经

验，对原始数据进行收集、筛选、清洗、整理、存储、分析和可视化呈现等一系列工作。以互联网企业为

例，通过对用户浏览历史、搜索偏好、消费行为等数据的深度挖掘和分析，企业能够精准洞察用户需求，

从而实现精准的广告投放、个性化的产品推荐以及优化产品设计和服务流程，进而为企业创造显著的经

济效益。在金融领域，利用大数据分析客户的信用记录、交易行为、资产状况等数据，金融机构能够更

精准地评估信用风险，开发创新金融产品，优化投资决策，有效提升金融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数据作为劳动对象，改变了传统的价值创造模式。与传统劳动对象相比，数据具有非物质性、可复

制性、可共享性和边际成本趋近于零等特性。这意味着数据在被使用和传播的过程中，其价值不会因使

用次数的增加而损耗，反而可能通过不同场景的应用和与其他数据的融合产生新的价值。一个地区的交

通流量数据，不仅可以用于交通管理部门优化交通信号灯设置，缓解拥堵；还能为物流公司规划最优配

送路线，降低运输成本；同时，也可为城市规划部门在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布局时提供数据支撑。这种

多领域、多场景的应用，极大地拓展了数据的价值创造空间，使得数据成为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

关键要素之一。 

6. 劳动组织形式的变革 

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视域下，劳动组织形式是影响劳动效率和价值创造的关键因素。随着人工智能

技术在各个领域的广泛渗透，传统的劳动组织形式正经历着深刻变革，这一变革重塑了劳动过程中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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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协作与管理模式，对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6.1. 劳动分工的精细化与智能化 

在传统劳动组织中，劳动分工主要基于劳动者的技能和经验，按照生产流程的不同环节进行划分。

这种分工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劳动效率，但存在着信息传递不畅、任务分配不够灵活等问题。

人工智能的出现，使得劳动分工更加精细化和智能化。 
借助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算法，企业可以对生产任务进行更细致的拆解和分析。根据不同岗位的

技能要求、工作强度以及任务的复杂程度，精准地匹配劳动者和智能机器。例如，在电子制造企业中，

一些高精度、重复性的组装工作可以由机器人完成，而劳动者则主要负责产品的设计研发、质量监控以

及与客户的沟通协调等创造性和综合性较强的任务。这种智能化的劳动分工，充分发挥了人和机器的各

自优势，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同时，劳动者也能够在更适合自己的岗位上发挥专长，提升自身

的职业发展空间。 

6.2. 劳动协作的网络化与实时化 

传统的劳动协作往往依赖于层级式的组织结构和面对面的沟通方式，信息传递速度慢，协作效率较

低。在人工智能时代，互联网和物联网技术的发展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得劳动协作呈现出网络

化和实时化的特点。 
企业内部不同部门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可以通过数字化平台实现信息的实时共享和协同工作。例

如，在软件开发项目中，程序员、设计师、测试人员等可以通过在线协作工具，实时交流代码编写、界面

设计和测试结果等信息，及时解决项目中出现的问题，大大缩短了项目开发周期。此外，一些跨地区、

跨国界的大型项目，通过远程协作技术，能够整合全球范围内的优质资源，实现高效的协同创新。这种

网络化的劳动协作模式，增强了组织的灵活性和应变能力，促进了知识和技术的传播与共享。 

6.3. 劳动管理的智能化与精准化 

劳动管理是劳动组织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的劳动管理主要依靠人工经验和规章制度，管理效

率和精准度有限。人工智能技术为劳动管理带来了新的手段和方法，实现了智能化和精准化的管理。 
通过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中的人工智能模块，企业可以对员工的工作绩效、考勤情况、培训需求等进

行实时监测和分析。根据数据分析结果，为员工制定个性化的培训计划和职业发展规划，合理调整薪酬

待遇和工作岗位。企业可以利用机器学习算法对员工的历史绩效数据进行分析，预测员工未来的工作表

现，提前发现潜在的绩效问题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同时，智能化的管理系统还可以实现对生产流程的自

动化监控和优化，及时调整生产计划和资源配置，提高企业的运营效率和竞争力。 
劳动组织形式在人工智能的影响下，在分工、协作和管理等方面发生了深刻变革。这些变革不仅提

高了劳动生产率，降低了劳动成本，还为劳动者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然而，在这一变革过程中，

也需要关注劳动者技能提升、就业结构调整等问题，以实现人工智能与劳动的协同发展，推动经济社会

的持续进步。 

7. 结语 

在人工智能蓬勃发展的时代浪潮下，其对劳动形态的重塑是全方位且深刻的，而马克思劳动价值论

在这一变革进程中展现出强大的解释力与适应性。从人工智能的劳动价值论内涵来看，它作为商品，在

研发、生产和应用阶段都凝聚着人类劳动。研发阶段科研人员的智力投入，生产阶段各环节劳动者的协

作，以及应用阶段对生产效率和价值创造模式的改变，都遵循着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尽管有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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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是否创造价值，但本质上它只是生产工具，新价值的创造依然源于人类的活劳动，这进一步印

证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人的活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这一核心观点。 
在劳动形态方面，人工智能促使劳动主体、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组织形式发生显著变迁。人

机协作成为主流趋势，劳动者技能需求向创新、编程和持续学习能力转变；劳动资料从传统工具系统升

级为智能系统，实现了自主进化；劳动对象拓展到数据领域，数据成为创造价值的重要资源；劳动组织

形式在分工、协作和管理上更加精细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提升了劳动效率和劳动者发展空间。 
在人工智能持续发展的未来，需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为指引，积极应对劳动领域的新变化。一方面，

加大劳动者技能培训力度，提升劳动者素质，使其更好地适应人机协作的工作模式，抓住新的就业机遇；

另一方面，深入研究人工智能与劳动协同发展的机制，合理调整就业结构，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的优势，

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实现人类劳动与人工智能的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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