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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传播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数字劳动
尹 良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0）

0 引言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认为资本积累与增值的实质

是剥削劳动力的剩余价值，这是资本生产关系的基础。但时下的

劳动关系在此基础上发生了变化，是由于信息通讯技术和数字

技术已经渗入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无形之中改变人们原有

的生产生活方式，还孕育出一种新型的劳动形式———数字劳动。

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数字劳动和情感、技术性失业危

机等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

1 数字劳动的勃兴
当下人们的生活中充满了无限的便利，无论是人们的饭菜订

单还是快递包裹，这样的无延时到达的本质还是基础的人力运

输，信息通讯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发展并没能消灭空间差距。当前

公众所享受的便利都是来自于他人“不可见劳动的付出”。

那么，劳动研究之所以要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分

析，是因为当下的劳动范畴已经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形

式，或者说也不仅包含广义化的“工作”，还包含很多互联网经济

下的新型职业或是临时性职业，而这一职业的工作场所并不在

工厂或是单位，所以互联网经济下的劳动研究需要结合社会的

发展情况。

数字劳动的概念正是在这个情况下提出的，结合了劳动、政

治经济学和传播研究，既符合当下实际情况关注到劳动过程，又

能够注意到科技因素带来的变化。当前的雇用形式、劳动形式都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劳动更是贯穿在整个生命中。所以传播政治

经济学视域下的数字劳动理论研究具有其重要的意义。

2 数字劳动的研究现状
2.1 数字劳动与情感问题
在全球经济由“服务业和信息业主导”时，人们的劳动过程中

也需要加入大量的审美意识、丰富的创意和情感等大量的因素，

其中情感劳动为主的数字劳动占到了很大的部分，“偶像经济”

和“网络主播”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例如，网络主播可以不受工

作地点的限制，从自己的兴趣爱好出发，向大众展示自己的生活

状态。但并不是所有的主播都是自愿行为，为了吸引粉丝的注

意，网络主播需要营造一个特定讨喜的人格设定，在直播过程中

展现出粉丝喜爱的“情感”，而其自身的情感诉求被压抑。这一现

象在流水化培养网络主播的公司更为常见，这就使网络主播的展

示情感和自身真实情感之间的剥离，以及产生自我身份认同的

危机。

这种“人设”的维持还得持续到线下和粉丝之间互动，来达到

吸引和取悦粉丝的目的，这样维持和粉丝之间的关系，以便于在

直播时收到粉丝持续的“礼物打赏”，由“情”转化为“钱”。最后更

多是进行带货直播，将粉丝的观看量转化为产品的订单量，将情

感劳动转化为数字化的表演形式。这种劳动模式也会受到一些

限制，当粉丝流失或者消费能力降低等都会直接影响到劳动报

酬。当下的“偶像经济”也是同样的道理，将外在形象条件较好的

艺人由公司进行训练包装，创造人设，艺人只需要按照公司要求

展示设定好的人设形象即可，无须展现自己的情感，通过粉丝的

反应公司会对艺人的人设做出相应的调整，成熟的艺人公司更

是深谙粉丝心理。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网络上也会频频爆出“塌

房”事件的原因，是因为艺人展现的形象并不是艺人本身的形象

所在。从这个角度就分析出了数字劳动下的情感劳动在市场变

化下受到的影响和面临的困境。

2.2 数字劳动与数据问题
在互联网下生活的人类，绝大多数的行为都数据化，绝对剩

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之间的边界已经变得非常模糊，加之劳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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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扩展至整个生命时间，以及科技发展带来的劳动效率的提

升，无法辨认资本榨取的是劳动力的相对剩余价值和绝对剩余

价值。

当下数字化的生活中，用户的很多行为都被大数据整合，用

户不自觉间就参与了数据的生产之中，为资本创造了剩余价值。

用户不自觉产生的数据行为中包含个人信息、人际关系以及个

人喜好偏向，这些数据是各个企业争相竞争的方面，是为了更精

准地进行广告投放，从而获取利润。但是用户在此期间进行的

“无意识劳动”并没有被用户给到相应的报酬。例如，外卖平台会

实时更新外卖员的行走路线、工作时间等信息，从而通过后台的

数据运算整合出接单送单的最佳路线，提升外卖员的工作效率，

这是外卖员自身付出体力劳动之外为后台进行的无意识工作。

再如，网络用户在上传图片、视频等内容时，其实就是无意识的

工作，网民在平台上发布的信息内容，会被平台或商家间接用来

宣传，前期无收入时期就是“免费劳工”，待到有明显的点赞数据

提升时，就变成了“准雇佣者”，这都是取决于粉丝数和点赞的多

少，都是数据的操控。数字劳动的劳动过程产生的数据是巨大的

价值来源，但同时人类的生活和工作等各个方面又成为资本剥

削的对象，这种剥削越来越隐匿和日常化。

2.3 数字劳动与技术性失业危机问题
人工智能的发展不仅仅是需要科学技术的发展，更是需要后

续众多数据的收集，使人工智能越来越智能化，从而能够做出相

应的决策，但是随之带来的问题是会持续“抢占”现有的工作岗

位，因此数字劳动与技术性失业的危机问题就成了传播政治经

济学的研究对象。每次技术革新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也加剧了

人们的失业忧虑。在未来的数字劳动发展中，机器人确实会代替

人类进行很多精准的工作，工作效率远远超过人类，公司也不必

承担劳资关系中的一系列问题。虽然机器人可以替代部分人类

参与部分岗位的劳动，但对于复杂的决策和突发性问题的处理

还是需要人类的决策和判断进行处理，所以工厂被机器人完全

取代是不太可能存在的，更多的是在最后形成一个机器人和人

类和谐共存的工作局面。

其实传播政治经济学工作者对于数字化导致的技术性失业

问题的研究，体现的是对于人类未来工作情况的思考以及劳动

者自身利益的关注。企业要在随后的工作中提供给劳动者合适

的工作环境、合理的福利待遇以及个人职业发展中的自我价值

体现。同时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也需要国家根据实际发展

情况，制定完善的劳动法规以保护劳动者自身权益。

3 数字劳动的未来研究
3.1 数字劳动的主体性研究
随着信息通讯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当下的劳动主体被

迫在各种算法下提升劳动效率、增加劳动时间，从而为公司创造

更多的价值。数字劳动的主体具有其自身的独立性、能动性和影

响力，若只是把劳动者当作更高级的“人工智能机器人”，一方面

是不能够发挥其最大价值，另一方面也不符合未来劳动者对于

公司价值的认同和自身价值的实现。当下传播政治经济学下的

数字劳动研究旨在解决劳动者如何摆脱物质性和制度性的桎

梏，发挥人工智能机器人所替代不了的主观能动性，从而实现自

身价值，达到真正的自由。

3.2 数字劳动与社会公共性研究
当前绝大多数公司致力于“点击率”，只是用数字劳动来为资

本创造剩余价值，这是不可取的。互联网需要承担起公共服务责

任，需要利用已有的大数据，进行资源整合服务社会公众。目前

对于大数据并没有进行有效的监管，使资本肆意占用和牟取利

润现象越来越严重。虽然部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者认为政府

和企业各司其职就好，但是这一点是基于用户的授权使企业合

法获取数据和信息，而不是企业为了获取信息恶意盗取或利用

隐藏程序窃听用户信息，同时还要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的，需要

避免任何数据反过来侵害用户的利益。因此，共同创造良好的互

联网环境还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样用户可以自行选择数据是否

被使用和收集，也才更能够提升自身的生活体验。

3.3 数字劳动与交叉性分析方法
数字劳动的研究会涉及许多不同的群体和不同的劳动形式，

但是这些劳动者面临的问题或者困境是相似的。对于这些问题

的分析需要结合社会阶层、性别、社会身份等多个因素来分析研

究，这之间还包括各种各样的关系等，这样的研究才能够立足当

下的实情，分析结果对于实现劳动者的主体性和形成工厂整体

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这样交叉性分析的方法能够更全面具体

的考虑问题，不仅可以从一个因素来看，还可以结合整个因素来

分析，更可以探究各个因素之间的联系。

4 结语
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这是无可厚非的。

数字劳动的兴起，使传播政治经济学有了新的研究方向，在结合

西方数字劳动研究的基础上，立足于当下的中国劳动市场现状，

结合中国劳动者的劳动特点，从劳动保障和维护劳工权益出发

开始研究；也展开研究“数字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下的劳

动问题，这些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迫切

要求与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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