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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进入科技时代以来，信息通信技术飞速发展，依托互联网这一庞大的虚拟平台，大数据、人工智能、

“云”技术等新型科技手段成功地推动了数字产业的蓬勃发展，催生了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全球数字

经济实现了迅速增长。在数字经济时代下，传统的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是否依然适用，是否能适应如今

的发展形势，成为许多学者关注讨论的话题，因此研究数字经济时代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具有十分丰富的时代价值，同时也对展望数字经济的未来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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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advent of the technological era,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have ad-
vanced at a remarkable pace. Relying on the vast virtual platform of the Internet, new technological 
means such as big dat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cloud” technology have successfully propel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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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industry, ushering in the era of the digital economy. The 
global digital economy has achieved rapid growth. In the contex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whether 
the traditional Marxist theory of surplus value remains applicable and can adapt to the current de-
velopment situation has become a topic of great interest and discussion among many scholars. 
Therefore, studying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arxist theory of surplus value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holds significant contemporary value and also provides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envisioning the future of the digit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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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关概念概述 

(一) 数字经济 
人类社会自发展以来，经历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信息革命三次重大产业变革，使人们的生产和

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数字经济正是在这种不断发展中，成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后又一

种全新的社会经济模式。首次提出“数字经济”概念的是美国学者唐·泰普斯科特，他在《数字经济》

中指出“数字经济时代是一切信息数字化和以知识为基础的时代”[1]。2021 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

皮书》将“数字经济”定义为“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量，

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通过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断提高经济社会的数字化、网络化、

智能化水平，加速重构经济发展与治理模式的新型经济形态”[2]。 
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的两大主要内容。数字产业化主要围绕数字、数据、信息对产

业进行赋能，以达到商业化和市场化的目的，具体包括电子信息制造业、信息通信业、软件服务业等。

产业数字化则是指对传统产业进行数据化与智能化改造，利用数字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和产量，实现传统

产业的生产升级，例如在汽车车间安装自动化生产线使得生产程序更具效率，使得产量得以提高。 
(二)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 
马克思一生中最伟大的两个发现，一个是唯物主义历史观，一个是剩余价值理论。其中剩余价值理

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心，被列宁评价为“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石”[3]。马克思在深入研究资

本主义生产、流通、分配、交换过程的基础上，揭示了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提出了绝对剩余价值、相对

剩余价值等概念，形成和丰富了剩余价值理论体系。 
1) 剩余价值的来源及本质 
马克思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背景下，揭示了剩余价值的来源和本质。他指出，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货

币转化为资本和剩余价值生产的前提。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雇佣工人的全部劳动时间分为必要劳动

和剩余劳动这两个部分，其中，必要劳动指的是用于维持和再生产自身劳动力价值所需的劳动，剩余劳

动则是指超出必要劳动范围的其余劳动时间。作为价值创造的唯一主体，雇佣工人通过剩余劳动时间生

产的价值增量即构成剩余价值，这部分未获任何形式补偿的超额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本质上揭示了

资本所有权与劳动力使用权相分离背景下，资本占有者与劳动者之间固有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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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剩余价值的生产 
关于剩余价值，马克思阐述了两种生产方式，即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绝对

剩余价值是通过延长工作日长度直接增加剩余劳动时间而生产出来的价值，相对剩余价值则是借助技术

革新和劳动强度提升相对缩短必要劳动时间而生产出来的价值。尽管两者在具体实现方式上有所区别，

但是其本质都是对工人剩余劳动时间的强制性占有，基于此，资本家能够实现对剩余价值更广泛地剥削，

最终服务于资本增殖的终极目的。 
马克思还指出，劳动具有二重性，这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层运作机制。具体而言，生产商

品的劳动过程蕴含着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辩证统一：前者作为有用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后者作

为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实体。这种二重性特征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双重属性——在

物质形态上生产使用价值的同时，在价值形态上实现着价值增殖过程，二者通过工人的劳动过程实现历

史性统一。 

2.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在数字经济时代的继承 

(一) 剩余价值的来源和本质不变 
在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中，剩余价值的来源是工人的剩余劳动，是一种生产性劳动。在数字经济时

代，生产方式和劳动关系发生了变化，但是劳动性质仍然有效，剩余价值的来源并没有变化，仍然是生

产性劳动，仍然具有剥削关系。 
数字劳动是数字经济时代新的劳动形态，仍然属于雇佣劳动，作为数字商品的价值创造源泉。数字

经济的发展和数字劳动产品的应用促使了生产性劳动的产生，数字技术的发展帮助数字网络平台提升了

提取数据价值的能力，从而使得数字资本家对网络使用者进行数据的精准投放，这样的数字劳动过程就

是价值的增殖过程。数字劳动作为马克思生产劳动的范围，“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往往表现为免费劳

动，这种免费劳动是指知识文化……生产性活动，被劳动者接纳的同时也受到了潜在的剥削”[5]。也就

是说，在这样的过程中，资本家通过精准投放数据实现了对数字劳动者的剥削，以及资本的增殖。数字

经济时代的核心生产要素是数据，即数字劳动以数据这一数字商品为中心展开生产，数字商品的价值是

由数据生产者、使用者和经营者中的一般劳动生产出来的，并且数字劳动中的活劳动在生产使用价值的

同时也产生剩余价值。 
(二) 雇佣关系依然存在 
数字经济时代仍然存在雇佣劳动关系，并且还呈现出新的特点，即数字化，其具体表现为三种形式。 
一是数字零工经济中的数字劳动。这是一种产生于信息技术创新和数字化背景中的雇佣劳动，数字

资本家雇佣高科技技术人员为其工作，节省了生产过程中的成本。同时，资本家依靠出售和打包数字商

品的公司实现资本的运作，建立了间接的雇佣关系，但是这种雇佣关系相对雇佣劳动者来说比较灵活，

雇佣双方可以双向选择，依据对方的需求决定是否建立起雇佣关系。“资本家依然通过雇佣制度购买和

使用劳动力，并按照计时工资或者计件工资的形式支付报酬”[6]。二是数字企业专业技术人员的数字劳

动，也可以称之为纯数字劳动。这是一种典型的新型的数字劳动雇佣关系，对数字劳动者的专业知识素

养和实际操作技能的要求比较高，主要包括高效处理数据的能力，安全维护平台的能力，快速更新信息

的能力。数字经济和数字技术的发展愈来愈快，资本家对这种专业技术人员的需求也越来越大，使得资

本家依然用传统雇佣方式来雇佣这些人才，以期待依靠持续稳定的雇佣关系来实现顺利运行数字平台的

需要。三是传统雇佣领域下的数字劳动。这是另一种表现形式的雇佣关系，数字劳动的数字化将数字信

息与数字劳动者结合起来，例如通过互联网技术的监工设备或线上工作平台，保证了资本的运作和再生

产的有效进行，资本家实现了更加稳定地维持资本地流通和增殖，巩固了其对劳动者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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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发展 

数字经济时代，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在继承的同时又表现出新的时代内涵，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

面。 
(一) 绝对剩余价值的发展 
绝对剩余价值是指在必要劳动时间不变的条件下，资本家通过延长工作时间，从而创造出来的超过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7]。在数字经济时代，绝对剩余价值的创造有了新的发展。 
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应用极大地提高了生产过程中劳动者的劳动强度，直接或间接地改变了他们的

工作方式。比如企业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将员工工作成果数据化，对员工进行绩效考核，这造成劳动者

之间、企业之间，甚至行业之间的激烈竞争，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内卷”，于是，劳动者为了在职场中

获得更加稳定和强大的竞争力，不得不压缩自己生活、娱乐时间投入到工作中去，从而延长了工作时间；

同时，企业设立了移动工作管理模式，以居家办公、便携办公等名义模糊了员工休息时间和工作时间的

界限，无限延长了劳动者的工作时间。这些工作方式都通过劳动强度的提高，实现绝对剩余价值的增长。 
另一方面，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传统意义上的劳动者发生改变，无偿劳动者也成为剩余价值的生产

者。数字经济时代，人们通过互联网参与各种休闲娱乐、生活工作活动，创造和传播数字经济时代新的

商品——数据，无形之中成为没有雇佣关系的无偿劳动者，并且由于互联网不限地点、不限时间的特性，

这些劳动者随时随地都可以提供无偿劳动，同样延长了工作时间，创造了剩余价值。 
(二) 相对剩余价值的发展 
相对剩余价值是指在劳动时间总长度不变的条件下，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从而相对延长剩余劳动时间而创造的剩余价值。在数字经济时代，生产技术得到大幅度开发，生产要素

利用效率得以提高，社会生产中存在广泛应用的数字技术，改进了生产方式。 
一般情况下，劳动生产率提升，劳动时间应相应减少，劳动者可以获得更多的休息时间，然而实际

工作中，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并没有减少。这是因为一方面，在重复机械劳动、劳动技术含量不高的领域，

人工智能逐渐取代人力，面对企业减少劳动力和缩减成本的需求而造成的竞争环境，劳动者为了保住工

作，不得不向实际情况妥协，仍旧工作与过去相同的时间。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能够快

速地完成应完成的工作，从而拥有更多休息时间，然而同时互联网的便捷性使得劳动者随时随地的工作

习惯越来越普遍，即使是在名义上的休息时间，劳动者也不得不随时处理工作，为雇佣者生产剩余价

值。 

4. 基于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对数字经济时代的未来展望 

(一) 鼓励经济数字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剩余价值的存在有弊有利，它使贫富两极分化速度加快，加深了贫穷的积累，从而造成了社会失调

的严重后果；然而，它却可以帮助社会在资本趋利的本性下创造大量物质财富。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

坚持社会主义的前提下，我国允许私有制经济和多种生产要素的存在，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

大大推动了中国社会的飞速前进，这种经济制度使中国经济实现了跨越式的、高速度的发展。因而，利

用好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鼓励经济数字化，可以有效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一方面，经济数字化背后代表的是一系列技术突破的整合[8]，因而必须要推动技术创新。建立起产

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鼓励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加大对数字经济领域的研发投入，突破大数据、

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关键核心技术；同时加强数字型人才的培育与引进，提高劳动者的数字素养和技能

水平，打破人才流动的壁垒，促进数字经济领域的人才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之间自由流动，从而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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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数字化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动力。另一方面，加速数字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从而加

快产业转型与升级。鼓励发展平台经济、共享经济、零工经济等数字经济新业态，丰富数字经济市场的

多元化；同时引导传统产业企业加大数字化改造力度，提升生产自动化、智能化水平，加强企业间的交

流合作，形成协同发展的良好生态。 
(二) 完善劳动者保障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 
全球的数字经济处在高速发展的阶段，企业也通过对剩余价值理论的研究直接或间接地增加劳动者

的劳动时间，造成劳动者的劳动强度增大，存在压榨工人剩余价值的现象和问题，劳动者保障机制并未

得到有效实施。 
首先，作为雇佣劳动者的主体，企业应该做好关心劳动者工作，制定并严格执行合理的工作时间和

休息时间，杜绝严重的加班行为，保障好劳动者的生命安全和心理健康，并且对劳动者的合理诉求做到

有回应，有落实，确保公司福利水平有提升。其次，政府应发挥好全局管理的作用，制定并完善相关法

律法规，依法监管大中小企业，惩处损害劳动者权益的行为和企业，对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进行保护，比

如劳动者的收入权、休息权和自由权，避免数字奴役在数字经济时代蔓延开来。最后，劳动者自身也要

充分认识到维护自身权益的重要性，学好劳动者权益知识，了解自身的权利和义务，熟悉其在劳动报酬、

合理休息、社会保险、劳动安全等方面的合法权益，运用法律武器合理表达诉求，勇于向侵犯自身权益

的行为说“不”，反对任何损害合法权益的行为。 
(三) 深入推进反垄断行为，保证市场公平竞争 
无论是在传统经济形态下，还是处于数字经济时代，垄断行为都会造成行业间、市场间的非公平竞

争，阻碍经济市场的健康发展，甚至导致更加严重的经济危机。因此，通过深入推进反垄断行为，从而

打破垄断壁垒，让价格、供求、竞争机制真正发挥作用，推动市场经济的高效运行。 
在过去的传统经济阶段，反垄断作为一种监管手段，起到了扫除市场发展阻碍、维护商品市场的作

用。而在数字经济时代，作为经济载体的数字平台由于具有规模效益易产生、风险控制能力低、信息聚

集程度和速度高等特点，因而难以有效执行反垄断举措。对此，要想逐渐去除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过

程中的障碍，就必须建立健全反垄断监管体系，完善反垄断模式。首先，加快制定并完善严格的反垄断

法律法规，利用法律见效快、震慑力强等特点及时有效地缓解经济市场中的垄断行为，从而维护统一有

序的经济发展市场氛围。其次，加强对数字经济领域垄断行为的协同监管，通过引入科学技术创新监管

治理手段，建立起数字平台监管机制，协同多部门实施全天候、全方位的监管行动，防止数字平台滥用

市场支配地位，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稳步提升和数字经济市场的公平竞争。 

5. 结语 

剩余价值理论诞生于资本主义社会剥削与压迫交织的特定历史土壤之中，历经一百余年的社会发展

和变迁，其理论价值并未因岁月流逝而褪色，反而伴随着社会环境的动态演变得以不断丰富与拓展，展

现出强大的适应性与包容性，契合了不同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的需求。当下，我们正处在数字经济浪潮

席卷全球的时代，同时也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在这一时代背景下，马克思剩余价

值理论不仅保持着对现实问题的强大解释力和适应性，更在原有理论框架的基础上持续创新发展，紧密

贴合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实际需求，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面临的一系列经济社会难

题，提供了深邃而富有洞察力的理论指引，彰显出历久弥新的强大生命力与不可替代的现实价值。因而，

我们必须深刻理解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思想精髓，把握其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质和运行规律的核

心要义，将其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紧密结合，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的理论

支撑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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