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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剩余价值的产生渠道和实现形式都经历了显著的变化。数字经济为社会发展

带来了新的机遇，但同时也暴露出一些新的问题和弊端，必须高度警惕和规避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出

现的问题，特别是要警觉西方资本主义在数字经济发展中已经出现的剥削现象。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

深刻地揭露了资本家对劳动者隐性剥削的本质。因此，深入研究数字经济时代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理论

的继承与发展，能有效了解其发展规律，发掘其隐秘性，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为数字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确保他们能够在公平、公正的环境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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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the channels for generating surplus value and the forms of 
realizing it have undergone remarkable changes.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brought new oppor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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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ties for social development,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has also exposed some new problems and 
drawbacks, and it is necessary to be highly vigilant and circumvent the problems that have arisen 
in the proces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in particular to be alert to the phe-
nomenon of exploitation that has already appear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in 
Western capitalism. Marx’s theory of surplus value has profoundly exposed the nature of capital-
ists’ hidden exploitation of laborers. Therefore, an in-depth study of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
ment of the Marxist theory of surplus value in the era of the digital economy can effectively under-
stand the law of its development, uncover its hidden nature, and propose corresponding counter-
measures to provide a solid institutional safeguard for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digital 
laborers and to ensure that they are able to work in a fair and just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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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以数字化生产要素为核心驱动力的创新型经济形态，正逐渐释放出巨大的潜能。

在当前内需增长乏力的经济背景下，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犹如一股清新的春风，为中国经

济的复苏和持续增长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发展路径。数字平台作为数字经济的排头兵和领军力量，已经成

为引领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然而，随着这些新兴数字平台的迅速崛起，一些异化现象也逐渐浮出

水面。这些问题侵害着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为了确保数字经济能够沿着提升人民生活品质和增强幸福感

的正确轨道发展，必须高度重视数字经济时代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理论的继承与发展。通过深入研究，

可以更好地识别和解决数字平台发展过程中的异化现象，防止其进一步蔓延和扩大化，从而确保数字经

济能够持续健康地发展，为人民群众带来更多的福祉和幸福。 

2. 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理论主要内容 

剩余价值理论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内在矛盾和最终命运。列宁曾高度评价这一理论为

“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坚固基石”[1]，因为它不仅剖析了资本主义的运作机制，还预示了其不可避免的衰

败和灭亡。 
剩余价值理论核心在于，它揭露了资本家进行生产的真正动机，无休止地追求雇佣劳动者在生产过

程中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社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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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远非简单的物质变换，以满足社会的实际需求。它是一场精心策划的价值增殖游戏。

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家通过占有和控制生产资料，迫使无产阶级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从而将其转化为一

种特殊的商品。 
马克思指出，资本的形成和积累虽然离不开市场流通，但其根源却深植于生产领域。他指出剩余价

值是雇佣工人所创造的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超过劳动力价值的价值。这一发现彻底戳穿了资本家所谓

“公平交易”的谎言，揭露了他们剥削无产阶级、获取剩余价值的丑恶行径。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由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无产阶级不得不将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售给

资本家。而资本家之所以愿意购买劳动力，正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其中蕴藏的巨大价值创造能力。他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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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通过支配和使用这些劳动力，不仅能够收回购买时所支付的成本，还能额外获得一大笔利润，即剩

余价值。这正是资本家们孜孜以求的目标，也是他们不断扩大生产和加剧剥削的原动力。 
因此，剩余价值理论不仅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遭受剥削的事实，更指出了这一制度本身

固有的矛盾和问题。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和无产阶级觉悟的提高，这些矛盾和问题必将日益尖锐化，最

终推动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的历史命运。 

3. 数字经济时代剩余价值剥削分析 

数字经济时代，剩余价值的剥削途径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呈现出更加复杂和隐蔽的特点。随着

信息技术的不断升级推动着全球从工业经济向数字经济加速迈进，数字化转型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

[2]。在这一进程中，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求并未改变，通过新的隐秘手段和方式进一步加强剥削。 

3.1. 数字时代剩余价值剥削隐秘性 

首先，数字平台数据存在剥削。数字平台通过掌控数据资源来实现对剩余价值的剥削。在数字经济

中，数据成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资料，掌握着数据的平台企业能够通过分析和挖掘数据价值，获取巨大的

经济利益。这些平台通过收集用户的个人信息、消费习惯、社交行为等数据，建立起庞大的数据库，并

通过算法和人工智能技术对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和利用。通过这种方式，平台企业能够精准地推送广告、

提供个性化服务，从而实现商业价值的最大化。然而，在这一过程中，用户的个人信息和隐私往往被无

偿或低价获取和利用，用户的劳动成果(如创作内容、社交互动等)也被平台无偿占有，成为平台获取剩余

价值的重要手段。在巨型数字平台，这种情况更加严重。 
其次，数字劳动过程存在剥削。数字经济中的劳动过程更加灵活和碎片化，这也为剩余价值的剥削

提供新渠道。数字劳动的生产方式主要包含有目的数据生产、无目的数据生产和拥有明确分工的数字劳

动生产三个方面[3]。在数字经济时代，许多工作都可以通过网络和远程办公的方式完成，这使得劳动过

程变得更加灵活和分散。同时，许多工作也被拆分成若干个小的任务或项目，通过众包、共享经济等方

式分配给不同的劳动者完成。这种碎片化的劳动过程使得劳动者更加难以组织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也

为资本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来剥削劳动者的剩余价值。例如，一些平台企业利用算法和评分系统对劳动者

进行监控和管理，通过降低工资、提高工作强度等方式来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 
最后，数字经济的资本积累发生变化。数字经济中的资本积累也呈现出新的特点，进一步加剧了剩

余价值的剥削。在数字经济时代，资本积累的速度和规模都得到了空前的提升。一方面，平台企业通过

不断扩张市场份额、提高用户黏性等方式来获取更多的利润；另一方面，这些企业也通过并购、投资等

方式来进一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市场地位。这种资本积累的过程往往伴随着对劳动者的压迫和剥削的加

剧，因为企业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往往会采取降低成本、提高劳动强度等措施来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 

3.2. 数字劳动剥削分析 

在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的当下，数字经济与各行各业紧密交织，共同推动了新兴产业的蓬勃兴起与迅

速壮大。在这一进程中，数据已然跃升为诸多新兴产业不可或缺的核心生产要素，其重要性日益凸显。

智能化、信息化和网络化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仅极大地提升了生产效率，也重塑了传统的劳动形态。 
然而，在这一片繁荣的背后，数字劳动剥削的问题也逐渐显露。劳动的场所由传统的厂房转移到了

互联网平台。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打破了空间的阻隔，虚拟的信息空间已经成为资本家榨取工人剩余价值

的新场所。数字经济时代剩余价值剥削形式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往往让人在不知不觉中沦为被剥削的对

象。以“玩工”现象为例，玩家在游戏中投入的大量时间，实际上被游戏公司巧妙地转化为了无偿的劳

动时间，为其节省了巨额的品牌营销和广告推广费用。数字时代背景下，数字劳动剥削具有隐蔽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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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候性和即时性等特点，技术逻辑与资本逻辑实现联姻，对数字劳动者实现无限剥削[4]。 
与此同时，数字劳动的全天候监督也给劳动者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和压迫感。在传统经济模式下，

资本家对劳动者的监督主要依赖于分工方式，受到时间、空间等多种因素的限制。但在数字经济时代，

数字设备和信息技术的应用，使劳动者的劳动过程始终处于资本家的监督之下，这无疑加重了资本家对

劳动者的进一步控制[5]。这让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感到更加束缚和压抑。 
此外，数字劳动的即时性特点也模糊了工作与生活的界限，使得劳动者难以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点。

在传统工作模式下，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和劳动场所都受到相对固定的规定和限制。但在数字经济时代，

数字劳动可以随时随地进行，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这种灵活性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劳动者，但

也使得他们的工作时间和生活时间变得难以分割。新技术的运用使得各阶层劳动者的工作与生活的界限

日益模糊，劳动者的压迫感和束缚感也随之增强。 
数字劳动剥削的隐蔽性、全天候性和即时性等特点，不仅对劳动者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严重影响，也

制约了数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必须高度重视数字劳动剥削问题，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劳动者的合

法权益，促进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这既是对劳动者负责的表现，也是推动数字经济持续繁荣的必然要求。 

4. 数字经济时代剩余价值实现途径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指出，剩余价值的实现主要依赖于两种方式。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相对

剩余价值的生产。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只同工作日的长度有关；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使劳动的技术过程

和社会组织发生彻底的革命[6]。总而言之，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仅仅关联于工作日的时长，即通过延长

劳动时间来增加剩余价值的产出。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则涉及劳动技术过程和社会组织的深刻变革，

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必要劳动时间来实现剩余价值的增长。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理论对数字经济

时代剩余价值依然适用。 

4.1. 数字经济时代绝对剩余价值 

首先，延长数字劳动时间。虽然数字经济时代的劳动形式与传统工业经济时代有所不同，但延长劳

动时间依然是增加绝对剩余价值的一种手段。例如，许多互联网公司的员工需要长时间工作，甚至经常

加班。此外，一些数字平台也通过算法和技术手段，让劳动者在不知不觉中延长劳动时间，如推送个性

化内容、优化工作流程等，使劳动者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更多任务，但实际上也延长了他们的总体劳动

时间。 
其次，提高数字劳动生产率。数字经济时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化数字经济时代科学技术的突飞

猛进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等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7]。通过技术创新、算法优化、自动化等手段，可

以提高数字劳动的生产效率，从而在相同时间内创造更多的价值。例如，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的应用

可以提高数据处理和分析的效率，使劳动者在相同时间内能够处理更多的数据，创造更多的价值。 
再次，扩大数字劳动范围。数字经济时代，随着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数字劳动

的范围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传统行业和领域被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成为数字劳动的新领域。例如，

在线教育、远程医疗、智慧物流等新兴行业都是数字劳动的重要领域。这些新兴行业的发展为绝对剩余

价值的产生提供更多空间。 
最后，加深数字劳动剥削。虽然劳动者的劳动形式和时间更加灵活多样，但数字劳动剥削的问题也

日益突出。凭借对数据即数字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资本家得以通过数字经济平台等现实场域进行剩余

价值生产和剥削[8]。这些数字经济平台利用算法和技术手段对劳动者进行更加隐蔽和灵活的剥削，如降

低单价、提高任务难度、限制提现等。这些手段使得劳动者在创造更多价值的同时，却获得了更少的报

酬，从而实现了数字平台对绝对剩余价值的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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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数字经济时代相对剩余价值 

在数字经济时代，相对剩余价值的实现展现出了全新的面貌，但其本质依然根植于马克思的剩余价

值理论之中。数字经济时代相对剩余价值，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工业生产中的劳动生产率提升和必要劳

动时间的减少，而是融入了数字化、智能化等先进技术，呈现出更加复杂、多元且高效的特点。 
首先，数字经济通过深度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实现了劳动生产率的质的飞跃。在传

统工业时代，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往往依赖于生产工具的改进和劳动组织的优化。而在数字经济时代，这

些先进技术能够精准地分析生产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找出瓶颈和浪费，进而通过算法优化、自动化替

代等方式，实现生产过程的高效。这种提升不仅体现在生产速度上，更体现在产品质量、个性化满足等

方面，从而创造了更多的相对剩余价值。 
其次，随着科技进步以及机器的普及，数字经济时代的劳动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9]，这也为相对剩

余价值的实现提供更多机会。在数字平台上，劳动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技能、兴趣和时间来选择合适的任

务，实现更加个性化的劳动供给。同时，数字平台也可以通过算法和数据分析，对劳动需求进行精准匹

配，提高劳动力市场的配置效率。这种灵活的劳动形式不仅降低了必要的劳动时间，还使得劳动者能够

在更短的时间内创造出更多的价值，从而实现相对剩余价值的增长。 
最后，数字经济时代还通过创新商业模式和价值链重构等方式，实现了相对剩余价值的最大化。在

传统工业时代，商业模式和价值链往往相对固定，企业之间的竞争主要集中在生产效率和成本控制上。

而在数字经济时代，商业模式和价值链的边界变得模糊且可重塑，企业可以通过创新商业模式、整合内

外部资源、优化价值链等方式，实现价值的最大化创造和捕获。这种创新提升了企业的竞争力，但也为

相对剩余价值的产生开辟新的路径。 

5. 针对数字经济时代剩余价值剥削的对策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剩余价值剥削问题在数字经济领域呈现新表现。为了构建公平、可持

续的数字经济生态，可以从完善数字劳动立法体系、加强平台企业监管以及提升劳动者的数字素养与技

能三个维度出发，制定并实施一系列有效对策。 

5.1. 完善数字劳动立法体系 

首先，必须明确数字劳动者的法律地位，这是构建数字劳动立法体系的基础。在法律层面上，需要

对数字劳动者的身份与权益进行清晰而全面的界定，这一界定应涵盖所有类型的数字劳动者，包括但不

限于自由职业者、平台经济下的劳务提供者等。要确保这些数字劳动者能够享有数字劳动者的劳动报酬、

劳动安全、最高工作时限等基本权益，充分发挥数字资本优势[10]，从而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其次，需要明确数字平台与劳动者之间的法律关系。这种关系可能是雇佣关系、合作关系，或者其

他形式的新型劳动关系。明确这种法律关系对于解决数字劳动领域的争议具有重要意义，它能够为争议

双方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有助于维护劳动关系的稳定和谐。 
再次，鉴于数字经济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应细化数字劳动法规，包括工作时间管理、数据隐私保护、

算法透明度、健康安全保障等。特别是要规范平台企业使用算法进行任务分配和绩效评估的行为，防止

算法偏见和过度剥削现象的发生。尊重和保护数字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是数字经济时代必须重视和解决的

问题[11]。 
最后，应提升劳动合同的灵活性与公平性。在数字经济时代，劳动合同的形式和内容都需要更加灵

活和多样。因此，应鼓励使用电子合同等新型合同形式，以适应数字经济的发展趋势。同时，必须确保

合同条款的公平合理，充分保护劳动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和退出权。对于平台企业的格式合同条款，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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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严格的审查机制，防止其利用优势地位损害劳动者的利益。通过提升劳动合同的灵活性与公平性，

能够更好地保障数字劳动者的权益，促进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 

5.2. 加强平台企业的监管 

强化对平台企业的监管是数字经济治理的重点[12]。为此，需要构建工商、税务、网信、劳动等多个

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协同监管机制，以形成有效的监管合力。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手段，

可以实现对平台企业运营情况的实时监测和风险评估，从而确保监管的及时性和准确性。 
在监管过程中，要特别关注平台企业可能存在的市场垄断、数据垄断以及不正当竞争行为。这些行

为不仅损害了中小企业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阻碍了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必须加大反垄断执

法力度，严厉打击这些违法违规行为，以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同时，要积极推动

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促进市场竞争和创新，为数字经济的繁荣创造良好的环境。 
为了提升监管的透明度和公信力，还需要建立公开透明的监管规则和程序。这意味着监管决策的制

定过程需要更加科学、民主，充分听取并考虑各方的意见和建议。为此，应鼓励公众积极参与监管过程，

通过听证会、意见征集等方式，广泛收集社会各界对平台企业监管的看法和建议。这样不仅可以增强监

管的民主性和科学性，还可以形成共治共享的良好局面，共同推动平台企业的健康发展和数字经济的繁荣。 

5.3. 提升劳动者的数字素养与技能 

随着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劳动者数字素养正逐步成为重要一环[13]。因此，应当开设专门的数字素养

与技能相关课程，如数据分析及其实操等。这些课程需紧密结合数字经济时代的实际需求，确保劳动者

在学习后能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针对在职劳动者，可以开设数字素养与技能的在职培训。通过线上网课与线下集体授课相结合的方

式，确保培训的有效性。这种模式旨在使劳动者能在工作中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学习和

提升自己的数字素养与能力。为了持续激发劳动者学习数字素养课程的积极性，企业可以实施相应的考

核制度和奖励机制。在企业内部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让劳动者既能够习得新的知识和能力，又能够间

接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企业之间可以进行数字素养与技能培训的相互交流。针对劳动者普遍面临的数字素养与技能相关问

题，企业之间可以共同研讨，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这种方法不仅能解决企业遇到的相关问题，还能促

进劳动者不断进步，实现多方共赢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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