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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剧，中国正处于复杂的社会转型期。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作为马克思主义

宝贵的精神财产，在当今时代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通过分析中国面临的老龄化现实情境，探讨了

劳动价值理论在老龄化背景下的创新与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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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process of population ageing intensifies, China is in the midst of a complex social transition. 
As a valuable spiritual property of Marxism, the Marxist labour theory of value still plays an im-
portant role in today’s era.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nnovation and expansion of labour theory of 
value in the context of ageing by analysing the real situation of ageing faced by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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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国际背景下，全球都在经历老龄化，中国需应对来自逆全球化思潮和国内经济转型带来的双重压

力。科技创新、产业结构优化和人民对高生活品质的渴求为应对老龄化提供了机遇。因此要充分学习马

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构建应对老龄化的中国策略。 

2. 相关理论概述 

2.1. 劳动价值理论的主要内容 

劳动价值论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结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论之一。在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下，劳动价值论直接揭示了资本家对劳动者赤裸裸的剥削，并且强调了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分配是

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的关键。马克思正是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完成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构建。 
第一，商品二因素及其相互关系。马克思认为商品是使用具体的表现形式，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要想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进行剖析，就不得不对以商品作为出发点。马克思认为：“政治经济学从商

品开始，即从产品由个别人或原始公社相互交换的时刻开始”[1]。古典经济学家并没有对价值和使用价

值做出明确的区分，马克思则在过往经济学家研究的基础上，对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做出了区分。马

克思指出：“商品之所以成为商品，实现为交换价值，只是因为它的所有者不把它当做使用价值来对待。

只有通过商品的转让，通过商品同别的商品相交换，商品的所有者才能占有使用价值”[2]。 
第二，商品的使用价值指的是商品所能够满足人类某种需求的属性。在马克思看来，这个属性是商

品的自然属性，并且是由商品的物质形态所决定的。使用价值是具体的、质的方面，意味着不同商品因

其自然属性而具有不同的使用价值。使用价值是商品存在的前提条件，但它本身不体现商品的社会属性。

商品的价值指的是商品中所包含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凝结。马克思指出，商品的价值由生产该商品所

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这是在现有社会正常生产条件下、社会平均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生

产某种商品所需的劳动时间。二者之间存在着对立统一的关系，使用价值和价值在商品中具有独立性：

使用价值源于商品的自然属性和具体劳动，而价值源于商品的社会属性和抽象劳动。然而，这两个方面

在商品中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任何商品都必须同时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才能在市场上作为商品进行

交换。 
第三，劳动二重性及其相互关系。劳动二重性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马克思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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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劳动，另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就具体的有用的劳动这个

属性来说，它生产使用价值”[3]。对于商品二重性的理解和劳动二重性的理解是分不开的。所谓抽象劳

动是指劳动的一般人类劳动形式，劳动的一般人类劳动形式，是剥离了具体形式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

抽象劳动反映了商品的社会属性。具体劳动是是指特定形式的劳动活动，它生产出具有特定使用价值的

商品。具体劳动的质的方面决定了商品的自然属性。同样的，劳动的二重性也具有对立统一性，具体劳

动和抽象劳动在概念上是对立的，但是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任何的具体劳动都是抽象劳动的具体表现。

劳动二重性通过阐释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揭示了商品生产的本质和内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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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劳动价值理论的历史背景、理论根源 

2.2.1. 历史背景 
第一，经济背景 19 世纪中期，欧洲正经历着深刻的经济变革。工业革命的深入发展使得生产力水平

迅速提高，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取代了自然经济成为主导经济形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资料集

中在少数资本家手中，大规模的机器生产取代了手工业，小作坊式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

生产力迅速发展，生产的组织能力越来越强。同时，资本家为了获得利润开始了无限制的生产，而工人

的消费能力却没有与之增长，从而导致工人失业，社会矛盾加剧，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也因此爆发。第

二，社会背景。虽然工业革命的快速发展带来了生产力的提高，但同时也加剧了社会矛盾。尽管工人付

出了巨大的劳动，但是却并未从中获益，反而收到资本家的剥削。第三，阶级矛盾日益严重。资本主义

制度下固有的弊病使得资本主义不断爆发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迫使大量工人失业，阶级矛盾与日俱增并

最终爆发。这些都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产生提供了基础。 

2.2.2. 理论渊源 
第一，威廉·配第的劳动价值观念。威廉·配第作为古典经济学的先驱，提出了劳动创造价值的概

念。配第认为，土地和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他在《赋税论》中写道：“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

母”[4]。这表明配第已经认识到劳动的作用，但是却未能区分使用价值和价值。第二，亚当·斯密的劳

动价值理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系统地阐述了劳动价值论。他继承了配第的思想，认为劳动是

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并且第一次系统化的论述了劳动价值论。斯密指出，“劳动是衡量一

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4]。商品的价值取决于生产该商品所需的劳动量，并明确区分了使用价值

和交换价值，斯密的劳动价值论为马克思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但同时斯密也因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

财富的源泉已不是劳动而是收入，即商品价值的决定从劳动问题转变为收入问题，这导致他不自觉地陷

入价值二元论[5]。第三，大卫·李嘉图的价值量决定理论。大卫·李嘉图进一步发展了劳动价值论，他

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出，商品的价值取决于生产该商品所需的劳动时间。李嘉图纠正了斯

密关于价值决定的错误观点，认为商品价值的决定因素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不是个别劳动时间，并

为马克思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理论基础。 

2.2.3. 主要内容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核心就是劳动创造价值，但是其具体内容确实包括多个方面的。第一，商品

的二因素。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社会中最普遍的因素-商品出发来研究劳动价值论，在马克思看来商品是用

于交换的劳动产品，是同时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统一体。同时，商品也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凝结。

第二，劳动二重性理论。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二重性，同样的劳动也就具有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二

重性。一方面抽象劳动创造价值，另一方面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因此，劳动二重性又是商品二因素

的根源。第三，商品价值量。商品的价值量是通过劳动量来衡量的，并且商品的价值并不是由个人劳动

时间所决定的，而是由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所决定的，因此，商品的价值量和劳动时间成正比和劳动生

产率成反比，劳动生产率越低，劳动时间就越多，商品的价值就越高。 

3. 中国老龄化的特点 

中国老龄化进程在不断加快中，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截至 2020 年底，中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已

达到 2.64 亿，占总人口的 18.7%。这一数字预计将在 2030 年超过 3 亿，并在 2050 年达到 4.87 亿，占总

人口的 34.9%。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已经远远超过全球的平均水平，就目前的老龄化现象来看，老龄化有

已经不仅仅代表着一个人口统计学的现象，更是反映出生育率的下降和预期寿命延长的双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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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人口老龄化规模大且速度快。由于中国从 1982 年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出生率不断下

降，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居民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再加上医疗科技手段不断提高，居民

预期寿命不断延长，死亡率维持在较低水平，这就导致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巨大改变[6]。这就意味

着，中国以相当快的速度完成了许多西方国家数十年才能完成的人口结构变化。预计到 2050 年，中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将接近 5 亿，占总人口的 34.9%。 
第二，低生育率与高预期寿命并存。就当今中国而言，显而易见的是由于计划生育的实施和个人观

念的变化，整个社会的生育率正处于不断下行的趋势中。然而，由于生活水平和医疗条件的提升，平均

预期寿命不断提高，从而导致了高预期寿命的出现。这种双重因素的并存加剧了人口结构的失衡，同时

也增加了社会和家庭的负担。 
第三，“未富先老”的挑战。所谓的“未富先老”挑战，是指在一些经济尚未完全发达、社会保障

体系尚未健全的情况下，就已经步入了老龄化社会。当前中国面临着“未富先老”的困境。自改革开放

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但是在经济尚未完全发达的情况下，中国的老龄化情况也不容乐观。2000 年我国

人均 GDP 为 856 美元，而一些欧美国家如法国、德国、美国和瑞典在 1900 年时，人均 GDP 分别为 2849
美元、3134 美元、4096 美元和 2516 美元，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远超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7]。也就是

说，如果以老龄化时期作为标准，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是领先于同一老龄化阶段的中国的经济发展

水平的。 
第四，城乡差异显著。城乡之间的老龄化程度差异明显，尤其是农村地区的老龄化问题更为突出，

年轻劳动力趋向于往城市中迁移，导致农村的老年人口更多。其次，我国的农村和城市之间的经济发展

状况、医疗卫生条件也高于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进一步加剧了农村人口的老龄化，城市人口老龄

降低的代价却是农村人口老龄化的提高。 

4. 老龄化进程中劳动价值论体现 

4.1. 劳动结构 

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中并没有直接指出劳动结构这一词，但是马克思却从劳动结构的构成要素-劳动

力，切入，阐述了劳动结构的变化。马克思认为活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只有无差别的劳动才创

造价值，虽然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协同创造的结果，但是只有人的活劳动才直

接创造价值，所以活劳动是指在生产过程中劳动者体力和脑力的支出，而物化劳动靠活劳动转移价值，

本身并不增加价值[8]。尽管当下由于老龄化和技术的发展，劳动力和劳动结构都收到影响，但一切劳动

还是要归根结底于以人类为主体的活劳动上。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最主要的影响就是劳动结构的变化，并对劳动市场造成了显著的压力。首先，劳

动力的减少，国际上通常将劳动年龄人口定义为 15~64 岁，而老龄化人口的加剧会直接影响到劳动力的

供给，从而导致企业在招聘劳动力时面临着更多的困难。据联合国人口司的数据显示，全球 60 岁及以上

的人口比例从 2000 年的 10%增加到 2020 年的 13%，预计到 2050 年将达到 21%。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

导致可雇佣的劳动力总量降低，特别是在制造业和建筑业，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更为突出。预计到 2030 年，

日本的劳动力短缺将达到 644 万，到 2040 年可能会增至 1100 万。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导致可雇佣的劳

动力总量降低，特别是在一些制造业和建筑业上，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更是突出。另外，劳动力供给不足

导致市场面临冲击。人口老龄化会导致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呈现下降趋势，并且给

劳动市场带来一定的冲击力。按照传统观念，老年人已经推出了劳动力市场，并且与尚未进入劳动力市

场的妇女儿童不同，甚至不能参与生产并生产出价值的人口。这种情况就表明，当一个国家的老年人口

占比上升时，就意味着其他阶层的人口就下降了。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力供给下降是不争的事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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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 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程度每加深 1%，潜在的和真实的劳动力供给会下降约 2% [9]。 

4.2. 劳动价值 

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认为，劳动力价值是构成商品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商品价值量是由生产

某种商品时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则是指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

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同时，马克思还严格区分使用价值和价值“交换价

值首先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10]。老年劳动力虽然经验丰富，

但可能面临体力下降、技能更新缓慢等问题，这会影响其创造价值的效率和能力。因此，老龄化会间接

影响劳动力价值的构成和变化。 
但是人力资本理论认为，老年劳动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技能，这些无形资产在决策、管理和培训

中具有重要价值。首先，技术进步与劳动价值。在老龄化背景下，老年人的劳动价值也需要重新评估，

尤其是要注重老年人的经验和技能价值，促进老年人实现“老有所为”的社会。老年人积累了相当丰富

的工作经验。这些工作经验都是老年人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所积累的，作为一种宝贵的工作经验可以传

授给年轻人实现知识的传承和创新发展。其次，多元化的劳动形式，社会多元化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多

元的就业形式。老年人通过积极参与短期项目的合作或合同制的工作，使得自身价值得到充分发挥，为

企业提供高价值的服务。在欧盟国家中，将会有超过 30%的老年人在退休后仍从事某种形式的兼职或合

同制工作。最后，积极参与志愿服务。支援服务作为一种公益性活动，虽然没有经济报酬，但是其为老

年人所带来的精神价值已经远超物质价值了。通过参与志愿服务，老年劳动者可以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网，

促进代际交流和合作，增强社区凝聚力和社会资本。这种劳动形式不仅丰富了老年人的生活，还对社区

发展和社会和谐具有积极作用。 

4.3. 劳动生产率 

“在这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或者是由于增加了一定时间内劳动力的支出，也就是提高了劳动强

度，或者是由于减少了劳动力的非生产耗费”[11]。通过马克思的论述可以看出，马克思认为劳动生产率

和劳动时间息息相关，并且还包含着对劳动者劳动强度和劳动力耗费的考量，同时也是对于劳动者在劳

动过程中的劳动价值的衡量。人口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产生了复杂且多方面的影响。首先，相比起刚工

作的青年人，老年人具有相对丰富的经验和责任感。从短期时间来看可以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还能

够对企业的长远发展提供建议。但是从长期来看，老年劳动者在体力和认知上的劣势也逐渐显现。除此

之外企业在招聘老年劳动者时，还要考虑到老年劳动者的医疗和身体健康问题，这对于企业来说，又是

一项成本。除此之外，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短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技术的发展。通过加强对技术和人

工智能的研究，企业可以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尤其在我国的中西部地区，技术对于中西部劳动生产率

提高的作用更加明显，因此可以得出，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经济不平衡不发达地区更加明

显。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企业能否有效利用技术的优势扩大劳动生产率这些都有待考量。 

5. 老龄化社会中劳动价值理论的再思考 

5.1. 老年劳动力的价值再评估 

在老龄化背景下，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和评估老年劳动力的价值。传统上，人们往往将劳动价值与年

龄挂钩，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劳动能力下降，价值也随之减少。然而，在现代社会中，随着医疗条件

的改善和教育水平的提高，老年劳动力的身体素质和认知能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持，他们的经验和技

能往往成为独特的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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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老年劳动力的技能和经验价值。青年劳动力和老年劳动力相比较之下最显著的优势就是精力

和精神状态，他们可以在早上九点开始工作之后晚上五点以后依然可以做到加班。但是在一个企业中并

不是工作时间越长所带来的工作效益就越高，在面对复杂的问题时，青年劳动者往往表现得不如老年劳

动者。老年劳动者凭借多年的工作经验，可以在面对复杂困难问题时给出最佳解决方案，提供更高的生

产效率。以我国的经济发达地区北京为例：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统计，北京地区的老龄化程度显

著。65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已由 2000 年的 8.4%增至 2010 年的 8.7%。作为我国的政治文化中心，

人才数量也是遥遥领先的北京，必须重视这些“慢慢老去的人才”[12]。 
第二，老年劳动力的社会与情感价值。面对当前快节奏的生活，年轻人在工作中难免会浮躁或急于

求成。相比之下，老年人在心态上更加平和，他们所展现出的工作态度、工作作风以及对工作的坚定忠

诚，为年轻人树立了卓越的模范和榜样。老年劳动力通常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和忠诚度，积累了丰富的工

作经验，能够更全面地理解工作任务的重要性，并在工作中表现出高度的责任感，确保任务按时高质量

完成。同时，他们愿意长期为企业服务，减少了员工流动性，稳定了团队结构。这种忠诚度不仅减少了

企业在招聘和培训新员工上的成本，还增强了企业的整体凝聚力。 

5.2. 劳动价值理论的创新与拓展 

第一，引入新的劳动价值评价指标。 
在老龄化进程中，传统的劳动评价指标已经不再适应，亟需新的评价指标进行客观评价，公正衡量

老年人的劳动价值。首先，老年劳动者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所带来的劳动价值远不止所能看见的，还包

括很多隐形价值，比如在技能的能力的教授和传承上。老年劳动者以丰富的经验在团队中起着指导和凝

聚的作用。其次，老年劳动者由于其身体的特殊性，健康情况直接影响着最终的劳动生产率。而传统的

评价指标仅仅局限于劳动者的生产能力上，忽视了健康问题，因此新的评价指标应该包含对于健康状况

的评估。考虑到老年劳动者的甲亢状况会影响到其劳动生产率，因此更应该对这一群体的健康状况展开

定期的评估和检查。最后，老年劳动者其中的一大优势就在于责任心和忠诚度，而精神文化也是企业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新的评估指标还应该包括对劳动者情感评估。 
第二，拓展劳动价值理论的应用领域。劳动价值理论不仅应该在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中应用，还需

要拓展到新的经济领域，以适应现代经济的发展趋势。 
首先，劳动价值论的应用领域应得到进一步的扩展。随着数字经济和互联网的发展，数字经济时代，

生产劳动的范围从物质生产部门逐渐向非物质生产部门扩展。数字化劳动如大众所熟知的数据处理、软

件开发和在线服务已经成为了新的劳动形态并且具有创造生产价值的潜力。因此，劳动价值理论应当包

含对数字劳动和知识劳动的价值评估，从而更好反映其在现代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其次，老龄化社会中，

服务业和健康产业的比重不断增加。健康老龄化和产业转型成为必然选择，这些领域的劳动价值需要新

的评价标准。服务业尤其是健康护理行业，需要考虑劳动者在提供情感支持和专业照护方面的价值，这

些无形资产对提升整体社会福利具有重要作用。最后，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的发展对劳动价值理论提

出了新的挑战和机遇。随着人工智能的普及，劳动价值理论需要重新评估人类劳动和机器劳动的互动关

系。虽然自动化能够提高生产效率，但人类劳动在创新、监督和控制方面仍不可或缺。因此，劳动价值

理论应当包含对人工智能背景下人类劳动价值的再定义，以确保全面评估其在现代生产过程中的贡献。 

6. 结语 

老龄化背景下，老年劳动者的经验和技能在现代经济中具有重要的价值，需要新的评价指标来全面

衡量。同时，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为劳动价值理论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要求我们拓展其应用

领域。充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对促进老龄化进程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https://doi.org/10.12677/ar.2024.114248


冯金鑫 
 

 

DOI: 10.12677/ar.2024.114248 1729 老龄化研究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14. 

[2]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6 卷下)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0: 411, 422. 

[3]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4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60. 

[4] 马克思. 资本论(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5: 57.   

[5] 黄小华.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及其当代价值[D]: [硕士学位论文]. 长春: 吉林农业大学, 2023. 

[6] 周子涵. 中国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结构的影响[D]: [硕士学位论文]. 大连: 东北财经大学, 2022. 

[7] 程志强, 马金秋.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演变与应对之策[J]. 学术交流, 2018(12): 101-109. 

[8] 万寒松.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视阈下劳动主体性思想论略[D]: [硕士学位论文]. 北京: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 2012. 

[9] 呼倩.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劳动供给效应——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J]. 广东财经大学学报, 2019, 34(4): 33-48. 

[10]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23. 

[11]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4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1: 395. 

[12] 张昕. 老年劳动力资源的开发与规范——以北京市老人为例[J]. 劳动保障世界, 2019(20): 3-4. 
 

https://doi.org/10.12677/ar.2024.114248

	中国老龄化进程中的劳动价值理论再思考
	摘  要
	关键词
	Rethinking Labour Theory of Value in China’s Ageing Process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相关理论概述
	2.1. 劳动价值理论的主要内容
	2.2. 劳动价值理论的历史背景、理论根源
	2.2.1. 历史背景
	2.2.2. 理论渊源
	2.2.3. 主要内容


	3. 中国老龄化的特点
	4. 老龄化进程中劳动价值论体现
	4.1. 劳动结构
	4.2. 劳动价值
	4.3. 劳动生产率

	5. 老龄化社会中劳动价值理论的再思考
	5.1. 老年劳动力的价值再评估
	5.2. 劳动价值理论的创新与拓展

	6. 结语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