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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异化劳动理论是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核心思想，是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奴役人，物

质统治人等社会现象的思想武器。现如今世界的发展、社会的变迁使得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已不同于马

克思写作《手稿》时期，但劳动异化问题却以不同的表现形式存在于生产生活之中，对人的自由全面发

展形成阻碍，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为解决当今社会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现实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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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heory of alienated labor constitutes the core ideology of Marx’s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 As a theoretical weapon, it critiques such social phenomena as labor enslave-
ment and material domination in capitalist societies. Although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the wor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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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 have evolved significantly with global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s since Marx wrote the 
Manuscripts, the problem of labor alienation persists in contemporary production and life under 
different guises, hindering the free and all-a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Marx’s theory of 
alienated labor still offers crucial practical insights for addressing current social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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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作为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重要界碑，在唯物史观形成前夜完成了异化劳动

理论体系的哲学奠基。在《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剖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矛盾，揭示了劳动者与

劳动产品、劳动活动及类本质的多重异化现象。异化劳动理论不仅为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本质提供

了有力武器，更在当代语境下展现出跨时代的理论生命力，对于审视当今社会问题具有重要启示。 

2. 异化劳动理论的理论渊源 

异化，源于拉丁文，意为分离、疏远、脱离，指客体与主体对立，主体实践产生的客体成为控制主体

的异己力量。“异化”概念并非马克思所创造，其哲学内涵发端于德国古典哲学。马克思在青年时期的

学术探索中，于《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中首次在哲学语境下使用“异化”概念，在《手稿》中，马

克思立足资本主义经济现实，批判继承了黑格尔以及费尔巴哈的异化思想，突破了德国古典哲学的抽象

框架，构建起异化劳动理论。 

2.1. 黑格尔的异化思想 

对于异化的系统提出和建立，学界普遍认为始于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

将“绝对精神”设定为先于物质世界的本体性存在，并指出绝对精神是“自在自为的理念、无所不包的

全体和无限的实在，是自然界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在谈及自然界的产生、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黑

格尔使用了异化一词，黑格尔以异化解释绝对精神与现实世界的辩证关系，提出著名的“异化—扬弃”

逻辑，即绝对理念首先“异化”(外化)为自然界，经历漫长的物质演化后，又通过人类精神活动(包括艺

术、宗教、哲学)逐步克服异化，最终回归自身的绝对统一。这一过程黑格尔将其描述为“精神的自我运

动”，通过“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实现对事物本质的认知。但绝对精神始终不是实在的东西，作为唯

心主义的黑格尔脱离现实与物质，从精神出发最终又复归精神，最终遮蔽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一异化

现象的现实根源，使异化沦为“纯粹思维的游戏”。马克思对于黑格尔仅停留于精神与思维维度的异化

进行了批判了，摒弃其以“自我意识”为异化主体的唯心主义思想，转而将视角投向“现实的人”及其物

质劳动实践。他在批判继承黑格尔辩证法合理内核的基础上，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系统阐释了资本剥

削的现实逻辑与无产阶级的生存困境，为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武器。 

2.2. 费尔巴哈的异化思想 

费尔巴哈对黑格尔体系的批判具有双重革命性意义，在《基督教的本质》中，费尔巴哈以人本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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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批判否定黑格尔将劳动的本质悬置在“绝对精神”领域的唯心主义，提出“思维与存在的真正统

一在于人”的著名命题。将劳动实践拉回物质存在层面，这标志着德国古典哲学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

的重要转折。但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变革，却因其方法论的内在缺陷陷入新的理论困境。费尔巴

哈所阐述的“人”是剥离了社会属性的“抽象的人”，非社会中具体从事感性活动的现实的人。他将劳

动本质简化为“自然属性的产物”，这种机械决定论的思维模式，实质上割裂了劳动实践与社会历史进

程之间的紧密联系，当他宣称“人的本质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时，其理论视野也已不自觉地退回

到形而上学领域。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忽视了改造世界的实

践的重要性，马克思则将研究重心转向人们的现实生活及其与社会关系的互动，实现了对费尔巴哈异化

思想的根本性超越与深化。 

3. 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生成的历史背景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涉足经济领域的首部著作。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运用异化范

畴阐释了“劳动异化”概念。马克思所指的异化，既非黑格尔的精神异化，也非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而

是在超越二者基础上提出的劳动异化，异化劳动理论是这一阶段马克思的重要研究成果。 

3.1. 时代背景：工业革命与经济危机 

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英国工业革命、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德国哲学革命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世

界进程。当机器大工业以蒸汽动力重塑生产方式时，资产阶级通过资本积累构筑起前所未有的财富帝国，

而劳动者却在流水线式生产中沦为“会说话的工具”。劳动本应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过程，工人却

在机械化生产中丧失了主体性与创造性，他们创造的不仅是物质财富，更是异化自身的枷锁。正如马克

思在《手稿》中指出：“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1], p. 51)，
这一论断深刻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悖论：劳动者越是通过劳动确证自身存在，就越被抛入“物

的依赖性”深渊，丧失了作为“完整的人”的生存根基。与此同时，1825 年英国爆发了资本主义历史上

首次普遍性的经济危机，暴露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深层矛盾，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

料私人占有制的冲突已不可调和。经济危机的爆发进一步加剧了劳动者的异化处境。大规模失业迫使工

人为生存妥协，不得不接受更恶劣的劳动条件、以更低廉的价格出卖劳动力，人与劳动、自身及社会关

系的异化程度大大加深。 

3.2. 理论背景：对国民经济学展开批判 

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形成，植根于 19 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社会转型期的思想交锋与现实矛盾，源于

对当时占据主流地位的国民经济学体系的彻底批判。19 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期，以亚当·斯密、

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国民经济学占据主流地位。国民经济学虽然承认了劳动在社会生产活动中的重要

性，但它仍然站在资本主义的立场上维护资本家私有财产的存在的合理性，其理论体系以私有制的永恒

性为预设前提，将资本、分工、竞争等范畴抽象为“自然法则”，遮蔽了这些范畴背后的社会关系本质。

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它没有给我们说明

这个事实。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作

规律。它不理解这些规律，就是说，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2], p. 
155)，国民经济学将应当加以阐明的东西当作不言而喻的理由，把应当加以推论的东西当作不证自明的

前提。马克思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之上，对国民经济学中劳动价值论的片面性、私有财产的神圣化、劳动

主体的工具化等不公正谬误进行批判，深入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内在矛盾和不合理性，为异化劳

动理论的构建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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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四重规定性 

劳动使人类由蒙昧走向文明，人的生存发展依赖于劳动，但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劳动失去本来

的意义，劳动成为奴役人的异己力量。马克思在《手稿》中详细阐述了异化劳动的表现形式，即异化劳

动理论的四重规定性。 

4.1. 劳动者同劳动产品相异化 

劳动产品是由劳动者自己创造的，是劳动者本质力量的集中反映，是人的劳动的对象化、物化的结

果，本应属于劳动者，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从而实现对整个劳动过程

的控制，对劳动产品的占有。劳动者生产成果越多，资本家占有的便越多，实力便越大，对工人的进一

步剥削便更严重。劳动者亲手创造的劳动产品不仅不属于自己，反而作为一种独立的、异己的力量与之

对立。马克思在《手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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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赖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1], pp. 51-52)，
在这种劳动中，劳动者自身的意志无法得到实现，劳动的方式、劳动的强度都是自身无法决定的，劳动

者自然而然就成为了被劳动产品奴役的对象。 

4.2. 劳动者和劳动本身相异化 

“异化不仅表现在结果上，而且表现在生产行为中，表现在生产活动本身之中”([1], p. 50)。劳动原

本是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劳动者通过有意识的生产活动改造自然、确证自身的主体性，这种劳动是自

主选择的、充满创造性的生命活动。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工人的劳动彻底异化为被资本权力强制支

配的过程，劳动不再是“属于自己的劳动”，而是从内容、形式到强度都被资本家严密控制的“强制性活

动”。这种强制性劳动导致劳动自主性的丧失，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

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

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1], p. 52)。当劳动不再是人的需要的自由表达，而是为了生存不得不承受的

痛苦时，工人对劳动的态度必然转化为彻底的排斥，“一旦摆脱外在强制力，他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

避劳动”([1], p. 52)，有远离这种劳动，工人才会获得快乐。 

4.3. 劳动者与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 

马克思认为“人是类存在物”，人的类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这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最根本的标

志。在理想状态下，劳动应是人通过能动创造满足自身发展需要的自我实现过程，劳动者既能在生产实

践中确证主体性，又能通过对象化劳动成果获得精神满足。然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异化劳动把自

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2], p. 163)，这使得人

失去了他的类本质，也失去了同其他的一般动物相区别的根本，工人被迫将维持生存的生理活动(如吃、

喝、繁殖)视为“真正的人的活动”，而将体现类本质的劳动降格为“动物式的活动”。马克思指出，异

化劳动使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时，才觉得自己是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却觉得自己

不过是动物”([1], p. 54)，人的类本质变成人的异己的本质，人变成了丧失类本质的人。 

4.4. 人与人的关系相异化 

马克思指出：“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这一事实所造成的直

接结果就是：人从人那里的异化”([1], p. 57)。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异化集中表现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

级的根本对立。劳动者创造的劳动产品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这种占有与被占有的经济关系，本质上是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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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对劳动的剥削关系。资本家为追逐剩余价值，通过延长工时、提高劳动强度、压低工资等手段不断压

榨工人，使劳动者陷入“越劳动越贫困”的生存困境。资产阶级作为“资本的人格化”，通过支配劳动过

程维系其统治地位；无产阶级则因丧失生产资料而沦为“雇佣奴隶”，两者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

这种异化关系不仅是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的根源，更暴露了私有制下“人的世界的贬值”与“物的世

界的增值”的二律背反，印证了马克思关于私有制是一切异化的总根源的科学论断。 
这四重规定性层层递进，环环相扣。劳动产品的异化源于劳动过程的异化，而这两者共同导致人的

类本质异化，最终造成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异化劳动理论是马克思理论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是马克思从

劳动发展史理解社会发展史所迈出关键一步，为马克思在经济领域的研究开辟了道路，也为历史唯物主

义创立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发现奠定了理论基础。 

5. 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当代启示 

在当今时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深刻重塑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这一变革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

催生了诸多问题，劳动异化现象呈现出更为复杂且全面的态势。马克思于《手稿》中所提出的异化劳动

理论，为我们剖析和应对当代问题提供了理论支撑与现实启示。 

5.1. 洞察数字资本与数字劳动的异化本质 

在大数据时代的背景下，资本与劳动呈现出更为抽象的表现形式，即数字资本与数字劳动。数字资

本作为精细化分工和生产力高速发展的产物，通过对用户数据的收集、分析和利用，将用户的数字劳动

转化为商业利润，加剧了劳动者与劳动成果的分离，而数字资本之下的数字劳动，是在数字技术支撑下，

劳动者在网络平台上所进行的看似自主、实则被资本裹挟的劳动形式。人们在互联网上的各类行为，如

浏览网页、发布动态、参与互动等，为平台提供了大量可供分析的数据。这些数据成为平台获取剩余价

值的关键来源。数字资本以一种虚拟、隐形的方式对人进行剥削，它将人的特质，如兴趣、偏好、行为习

惯等，抽象化为数据，使个体成为“数据人”“数字劳动作为资本控制下获取高额剩余价值的工具的本

质没有改变，劳动异化仍然存在”[3]，这种异化现象更深层次、更广泛且更隐蔽的范围内发生。对此，

必须警惕数字资本对人的剥削和异化，高度关注劳动者在数字劳动中的合法权益，通过采取有效措施，

推动数字经济朝着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5.2. 突破生态异化困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马克思的异化思想包含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双重异化，生态异化是劳动异化的直接后果。“所谓

生态异化就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即人的生产和生活活动产生的负面影响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分离和对立，甚至使自然异化成为危害人、对抗人的力量”[4]在资本主义社会，受资

本逻辑的驱使，生产的目的并非满足人的真正需求，而是追逐利润最大化，这导致了对自然资源的掠夺

性开采和对生态环境的肆意破坏。在当今社会，环境污染、资源危机，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锐减等问

题依旧严峻，生态异化仍是困扰全人类的棘手问题。对此，需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进一步践

行“绿水金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将自然视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加强环境保护和资源管

理，合理规划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推动绿色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

化”的辩证统一，推动国家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协同推进。同时也要意识到生态问题是全球性挑战，绝非

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够独自应对，加强国际合作迫在眉睫。应积极构建公平、合理的全球生态治理体系，

与世界各国携手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减少等全球性生态问题，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化解生态异化困局，迈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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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扬弃异化劳动，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在新时代，要在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通过提升发展质量与效益，全

方位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的更高层次需求，进而推动人的发展与社会的进

步。从人与社会关系维度看，一方面以制度建设为根基筑牢民生保障，聚焦人民最关切的现实利益问题，

将“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的治理理念转化为增进民生福祉的具体实践，使制度优势切实转化

为促进人的发展的现实动能；另一方面激活历史文化传承中的精神资源，以文化自信赋能制度现代化与

社会关系和谐化的良性互动，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持久的价值引领与文化支撑。从人与世界关

系维度看，要始终秉持和平发展理念，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实践目标，突破地域局限使“地域性个

人”升华为“世界历史性个人”，在开放包容中赋予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更具世界性的时代内涵。 

6. 结语 

马克思通过异化劳动理论，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人的压迫，彰显了其对“人的本质”的

深层思考，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奠定了重要基础。无论现代化进程如何演进，人的现代化始终是核心

与归宿。面对当前人类发展阶段仍然存在且不断变化的异化现象，我们需以发展的眼光汲取马克思异化

劳动理论的思想养分，将其蕴含的批判精神与方法论原则同我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最大限度减少异化劳

动带来的负面影响，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共享幸福生活筑牢根基、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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