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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深刻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基础上，理性审视当今社会存在的劳动异化现象及

其扬弃途径。完善和优化收入分配制度，实现劳动者在产品分配上的公平；激发社会创造性劳动活力，

增强劳动者的使命感幸福感获得感；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原则，促进劳动者的自由全面发展；营造风

清气正的社会氛围，构建劳动者的和谐交往关系；认清网络异化的表现形式，合力塑造和净化网络

精神家园。扬弃劳动异化现象，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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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对“异化劳动”进行了科学系统的研

究，形成了异化劳动理论。异化劳动理论深刻揭

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劳动现象产生的根

源、具体表现、扬弃途径等。作为一个历史范畴，

异化劳动现象的彻底扬弃必然要求人类社会进

入高度发达的阶段。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揭示，

促使我们对现阶段社会的劳动异化现象做出理

性的判断与审视。劳动异化现象是指人的劳动实

践及其成果不受主体的掌控，反过来支配、操控

主体的客观社会事实。当今中国社会存在的劳动

异化现象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劳动现象有本

质区别。深刻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

对探析当今社会存在的劳动异化现象具有重要

的启示作用。本文基于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着

眼于马克思对劳动产品异化、劳动活动异化、类

本质异化和人与人相异化四个维度的分析，结合

当今网络信息时代特征，从以下五个方面来探析

当代劳动异化现象及其扬弃途径。 

    一、完善和优化收入分配制度，实现劳动者

在产品分配上的公平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者和劳动产品

之间的异化不断加剧，劳动产品“作为一种异己

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

相对立”[1]。在这里，劳动产品对劳动者来说是

独立的、陌生的，“他(指工人——引者注)创造的

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工人的

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2](158)。劳动者不

得直接占有或使用产品，并且其生产的产品越多

自身就越贫穷。在这种生产方式下，社会的贫富

差距逐渐拉大，社会矛盾也日益突出。 

    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为避免出

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物质异化现象，我们需要坚

持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努力实现发展成果由全

民共享。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中明确指出：“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

构。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来说是

如此，而且就形式来说也是如此。” [3]在马克思

看来，分配方式与生产方式紧密关联，生产条件

的分配方式决定产品的分配方式。因此，坚持公

有制在分配方式上的主体地位，有利于满足构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内在要求。劳动者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主体，他们共同从事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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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也应该共享劳动成果。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决

定了按劳分配在分配方式上的主体地位，以按劳

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保证了劳动者在物质分

配地位上的平等，为劳动者在社会地位上的平等

奠定基础。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有效地避

免了资本主义社会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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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创

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2](156)

的异化现象。 

    同时，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

决定了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多种分配

方式并存坚持了机会平等的分配原则，体现了国

家对信息、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的尊重。在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信息、技术、管理等生

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目前我

国生产要素区域分配不均衡，导致落后地区与发

达地区、城市地区与农村地区的生产要素对经济

增长贡献差距极大。因此，要加强落后地区和农

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开发区域特色产业，吸

引更多资本和人才流向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

缩小其与发达地区和城市地区所占生产要素贡

献度的差距。 

    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

产力，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

创造社会财富，生产力越发达，社会能创造越丰

富的社会财富。完善和优化分配制度是为了分配

好社会财富，为彰显公平正义提供制度保证。中

国式现代化事业将二者有机统一于高质量发展

的过程中，从根本上消除贫富差距过大的不良

现象，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这是扬弃劳动

异化现象的重要途径，也是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

发展和人民对美好生活需求之间的矛盾的根本

路径。 

    二、激发社会创造性劳动活力，增强劳动者

的使命感幸福感获得感 

    在马克思看来，劳动产品包含异化，那么生

产劳动产品的活动也必然包含异化，即资本主义

条件下劳动过程的异化。马克思指出这种异化的

劳动形式有以下三方面的特征：首先，这种劳动

对劳动者来说是“外在的劳动”，不是其自我实

现的源泉；其次，这种劳动不是自愿、自觉的劳

动，而是强迫性的，不是人的本质活动，仅仅是

满足劳动以外其他需求的一种手段；最后，这种

劳动是别人的，而不是他自己的。在这种劳动中，

劳动者不属于自己，而属于别人。在这种劳动过

程中，人们都是规模化大生产的产物，失去了个

性和创造性，成为生产机器的零部件。人们沦为

工厂里机器的奴隶，理想和现实对于大多数劳动

者来说是分离的，所以劳动者为了获取自己或家

庭的必需商品而工作，不可能充分发挥劳动主体

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在现代社会，劳动者的个性和需求是多种多

样的。单调、枯燥、乏味的生产过程会使劳动者

“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会像逃瘟

疫那样逃避劳动”[2](159)。因此，要克服资本主义

社会劳动过程中的异化现象，必须时刻维护劳动

者的正当合理权益，激发和保护劳动者的积极性

和创造性，增强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

感。一方面，国家应健全和完善劳动保障法律法

规，确保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矛

盾都可依据法律法规得到解决。明确违反劳动法

律法规行为的处理规定，使用人单位负起主体责

任，自觉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国

家要建立和完善劳动保障监察检察制度。加大对

劳动保障检察执法的投入，定期对企业遵守劳动

保障法律法规情况进行监察检察，严格查处违反

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行为，切实保障劳动者在日

常劳动过程中的合法权益。 

    此外，注重培养劳动者使命感、敬业心、创

新力、工匠精神等品质，使其实现从功利化向非

功利化的飞跃，把全部情感、思想、意志、目的

投入到生产劳动中，在劳动过程中收获物质财富

和精神财富，满足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在知识

经济主导的当今世界，“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

的劳动，而是越来越多地涉及人的高层次发展展

开的创造性劳动”[4]，是人的发展的需要。创造

性劳动作为人的高层次需求，是劳动者在激烈的

竞争中把握先机、赢得主动，让一切生产要素的

活力迸发，创造出全新的、高质量的产品的根本

动力，也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出更多社会

价值的根本动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新征程上，政府引导市场主体深入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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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营造创新发展的良好

环境，充分发挥人才和“互联网+”的作用，从

理念、制度、科技和管理等多方面激发全社会创

造活力，彻底扬弃劳动异化现象。 

    三、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原则，促进劳动者

的自由全面发展 

    马克思认为生产活动和“对客观世界的工

作”是人类的特有属性，是人类自我实现的必要

条件。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异化劳动逆转了

这一关系，从人身上夺走了生产的目标，同时它

也夺走了人的物种生命——物种存在的真正客观

性。也就是说，当“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

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是把人的类生活变成

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2](159)时，劳动者就

脱离了自身，脱离了自身的主体功能，也就脱

离了整个物种。 

    异化劳动理论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

劳动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资本的增值，而不是真正

促进人的解放和发展。这一目的会导致人丧失主

体性，物质崇拜、资本崇拜和金钱崇拜等现象普

遍存在。部分资本家通过不正当的方式获得财富

或者做白日梦，在精神上陷入信仰危机、出现道

德滑坡，从而损害经济社会发展，破坏正确的社

会价值取向。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在于人在劳动

过程中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异化劳动理论始

终围绕“人”这一核心，主张劳动者从资本主义

压迫下获得解放，实现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从

而实现对人与其类本质异化的扬弃。 

    “追求自身受益是人的本性，人民群众作为

受益主体本身就是一种内生的逻辑。在这种逻辑

驱使下，人类才开始进行各种生产劳动，推动社

会生产力的发展。”[5]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是实现共

产主义的物质前提，“共产主义是人的自我异化

的积极扬弃，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

的真正占有”[6]。因此，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过程中，我们应当充分利用各生产要素，最大限

度地发挥人的主体性，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同时，要始终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使

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

生态建设等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原则，使人

的发展成为劳动的目的，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惠及

全体人民群众。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实现人对自身

类本质的完全复归，实现社会各方面的稳定协调

发展，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另外，马克思在论述人的类本质异化问题时

谈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他指出：“没有自然界，

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7]

然而，随着人类对自然界的不断探索和开发，导

致环境演变和自然灾害的加剧出现，如新冠疫

情、燃料泄漏、气候变暖、冰川融化、海啸、地

震、泥石流等，人类社会面临严重的生态危机。

我国提出在当前生态条件下完整准确全面贯彻

新发展理念，用科技力量强劲助力生态文明建

设，尽早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人、社

会和自然之间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把经济社

会绿色循环发展推进到更高水平、更高境界。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现代化。”[8]因此，在发展过程中，要树

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理念，尊重自然规

律、顺应自然规律，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的最大化，促进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协

调统一，共建繁荣、清洁、美丽的世界，为人民

的健康生活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自

然环境。 

    四、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构建劳动者

的和谐交往关系 

    当劳动者将其劳动产品与“一个外来的、敌

对的、强大的和独立的物体”联系起来，那么“另

一个外来的、敌对的、强大的和独立的人”一定

是“这个物体的主人”；当劳动者的劳动活动是

外在的、不自由的，那么他一定“处于另一个人

的支配、胁迫和束缚之下”[2](163)。因此，通过异

化劳动，劳动者不仅产生了他与劳动产品和生

产过程的异化关系，同时也产生了阻碍他自由

发展的异化现象，最终造成了他与其他人之间

的异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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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

相异化。”[9] 

    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交往关系中，个体与个

体、个体与社会的矛盾日益尖锐，人们只是在满

足个人需要的手段上看待社会的联系和交往。人

类依赖物质的独立性表现为以赚钱为手段，以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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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物质为目标，因而形成了商品拜物教、货币拜

物教和资本拜物教。更严重的是，人的身份、地

位成为以财产为支撑的抽象符号，这导致人

们在追求名利的过程中将人的自然的交往关

系转化为利益关系，转化为“存在于生产者

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10]。受西方价

值观念的影响，这种交往异化现象在社会主义的

中国也仍然存在，表现为过分追名逐利引发人际

关系破裂；各领域“内卷”“躺平”“摆烂”现象

严重；越来越多的人沉迷于虚拟网络世界；等等。

凡此种种导致人与人之间失去原有的温暖情怀

与和谐秩序。这种以金钱为导向的交往关系，也

使社会出现了更多的行贿受贿现象，造成了社会

风气滑坡、诚信道德缺失、社会普遍冷漠的不良

社会氛围。为此，我们呼吁人的关系回归人性、

回归良知，主张“用爱来交换爱”“用信任来交

换信任”[2](247)。 

    从我国现实国情来看，劳动异化现象表现为

人与人之间交往关系的敌对化、冷漠化和不和

谐。扬弃的关键途径在于进一步加强党的作风建

设，优化党内政治生态和政治风气，加大反腐倡

廉力度，永葆党的先进性、人民性和纯洁性，从

而形成服务人民、奉献社会的良好风尚。同时，

需要推进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建立科学管理制度，促进人与人之间关系

的和谐发展，激活全社会各要素积极性，实现机

会公平和有序竞争，共同促进社会的繁荣发展。

这里强调国家应该完善社会保障机制，更加重视

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完善公共救助体系，推

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给人民更多的人文关

怀，培养良好社会心态。 

    五、认清网络异化的表现形式，合力塑造和

净化网络精神家园 

    当今世界，互联网已经完全参与到人们的日

常生活和工作中，深刻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式、

思维方式和交往方式，给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

变化。网络异化是指人创造和使用的网络变成外

在的异己力量反过来奴役人、掌控人，让人沦陷

为不自由不幸福的客体。在这种境况下，“人不

能把自己看成是自身和丰富性的载体，而看成是

一个贫乏的‘事物’，依赖于某种自身以外的力

量，把他生存的意义投射到这种力量的身上” [11]。

网络异化现象造成了网络与人文价值、伦理道德

的对立，不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网络异化主要表现为工具异化、操作异化、

内容异化、思维异化四种形式。第一，“低头族”

“手机控”人群越来越庞大，“机不离手”成为

社会上常见的现象是工具异化的显著表现。网络

工具变成人的主宰，人沦为网络工具的附庸，造

成了人与工具的异化。第二，应用软件的过度发

明和加速优化促使操作异化现象的出现。应用软

件的“傻瓜式”“一键式”智能化操作弱化了人

们的基本实操能力，一旦离开应用软件，便不能

正常生活。人们过度依赖应用软件带来的便利，

同时承受丧失基本劳动技能的恶果。第三，内容

异化主要是由纷繁复杂的海量资源造成的。过剩

的不良的网络资源导致人们陷入价值危机、信任

危机、认同危机之中。网络内容不再是为人而存

在的，反过来人淹没迷失在网络内容之中。第四，

过度使用网络使人的思维由“我通过网络获得什

么”向“网络通过我实现什么”转变。人们难以

发现自身信息茧房以外的多元化世界，丧失主动

探索的精神，思维模式逐渐固化，悬置主体意识、

缺乏理性批判精神，沦为思维视野狭窄和思维方

式简单的片面的人。此外，网络主要通过图文、

影像等直观化符号来传播信息，这种表现形式会

使人们的思维由抽象化转变为直观化，由系统化

转变为碎片化，由深刻化转变为肤浅化，导致人

们缺失能动性、整体性、创造性的思维活动。 

网络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也

逐渐背离人，使人陷入深深的依赖与恐慌。“人

网异化的根源不在网在人”[12]，扬弃人与网络之

间异化的关键因素在于人。针对以上种种网络异

化现象，人们需要坚持以人为本，合理利用网络；

培养思辨能力，鉴别网络信息；投身社会实践，

提升网络能力，科学治理网络对人的奴役现象。

网民要理性建网、依法治网、绿色用网、文明上

网，合力塑造和净化网络精神家园，从而更好地

利用网络为人们的生产生活服务。 

    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下的异化劳动现象进行全面而深刻地批判。其

深刻的论述对当今世界、当代社会主义国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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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自由解放事业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尽管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遭受过很多质疑，但

恰恰是这些质疑显示出它经久不灭的重要性和

颠扑不破的真理性。应当看到，劳动异化现象的

产生是人的对象化和对象的人化的过程，是社会

发展的必然过程，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劳

动异化现象终将被扬弃。扬弃劳动异化现象是一

个循序渐进的历史过程。基于互联网时代特征，

我们认真学习和把握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运

用异化劳动理论透视我国社会中的劳动异化现

象，透视网络时代劳动异化现象的内在本质，

进而助力寻求有效的扬弃劳动异化现象的途

径。这有利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有利于

促进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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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the deep understanding and grasp of Marx’s theory of alienation of labor, the paper 

examines rationally the labor alienation phenomenon and the way of sublation in today’s society. It thinks that to 

improve and optimize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system can realize the fair distribution of products for workers; to 

stimulate social creative labor vitality will enhance workers’ sense of mission, happiness and gain; to adhere to the 

value principle of people first can promote the free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workers; to create a clean and 

positive social atmosphere would build a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ers, to recognize the expression 

form of Internet alienation, and join forces to shape and purify the spiritual home of Internet, so as to better 

promote the liberation and fre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and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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