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嬗变与跃进：新质生产力赋能背景下的劳动过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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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质生产力从根本上为中国劳动过程发展赋予了新的动能，也为研究中国劳动问题、构建中国

劳动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和视角。在传统劳动过程演进历史和规律的基础上，新质生产力赋能背

景下的当代劳动过程发生了新的嬗变，具体表现为劳动主体智能化、高效化、自主化，劳动资料多元化、数字化、

绿色化，劳动对象无限化、虚拟化、个性化。与此同时，当代中国劳动过程也面临着诸如缺乏重大创新、发展

不甚平衡、生产关系亟待调整等问题和难点。为了实现劳动过程跃进，必须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培育高水平、

高质量、高效能相耦合的劳动者；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增强发展新动能；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通过高质量的劳动过程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进程

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开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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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古今，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本身就是一部生产力嬗变与跃进的历史。在生产力与生

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终力量 [1]。2023 年 9 月，习

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强调：“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

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2]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

不仅是对传统生产力的扬弃和超越，而且是中国共产党在新征程上把握时代发展大势、洞悉科技

发展前沿的基础上探索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理论成果，对于新时代实现经济高质量

发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劳动过程理论最早由马克思在《资

本论》中提出，后续学者沿着马克思的基本路径取得了一系列从宏观到微观的研究成果，但是囿

于资本主义时代的局限性和受传统研究范式的影响，劳动过程理论一直带有明显的西方语境色彩，

在分析中国本土劳动过程问题时有所阻碍且还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从根本

上为中国劳动过程发展赋予了新的动能，也为研究中国劳动过程问题、构建中国劳动自主知识体

系提供了新的范式和研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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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综述

生产力的结构要素和劳动过程的组成要素具有内在契合性，在既往的劳动过程研究中，部分

学者也曾将生产力视为推动劳动过程发展的根本动因或底层逻辑，但限于理论术语本身的局限，

传统生产力或先进生产力一度成为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具象表达。新质生产力的正式提出使得生产

力理论发生了新的术语革命，因而在其赋能的背景下，数智时代的劳动过程嬗变和跃进有了明确

的理论基础。

（一）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一经提出，就在学界引发了广泛讨论，并形成了一系列从理论解读到学科交叉应

用的学术成果。新质生产力的内涵意蕴要从“新”和“质”两个维度来理解。新质生产力之“新”

体现在核心动力之“新”、生产依托之“新”、目标旨意之“新”，它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动能，

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生产依托，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的先进生产力 [3]。新质生产力之“质”

释义为注重质量、追求品质和更为优质 [4]。

在理论逻辑层面，乔榛和徐宏鑫认为新质生产力遵循生产力历史演进的基本规律，体现了人

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新逻辑，必将把人类社会带到一个新境界并将重新定义生产力的性质 [5]。彭

绪庶指出，颠覆性创新引致主导技术体系的更迭、通用目的技术的产生与发展、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革命的兴起、促进科技转化应用制度体系的健全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内在逻辑 [6]。新质生

产力反映了 21 世纪新科技革命和生产力发展新特点，应当成为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的

新的术语革命 [7]。

在实践应用层面，新质生产力在宏观上能够通过牵引效应、结构效应、乘数效应、增长效应

赋予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8]，回答了新时代新征程如何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命题，

为推进中国式经济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 [9]。在微观上，有学者通过构建新质生产力

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定量的研究方法对中国省域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 [10]，或是基

于上市企业财务报表数据，研究了 ESG 发展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 [11]。此外，部分学者从新质

生产力的视域出发，对我国职业教育的要素配置和行动逻辑 [12]、体育用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13]、

新兴气体能源创新发展 [14] 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推动了新质生产力在交叉学科领域的融合发展。

（二）劳动过程理论

马克思概括出一般劳动过程的概念：劳动过程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

的需要而对自然物的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自然条件”。

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为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 [15]215。马克思逝世后，劳

动过程理论发展有所停滞，但是伴随着布雷弗曼代表作《劳动与垄断资本——二十世纪中劳动的

退化》的出版，劳动过程理论又重新得到了人们的重视。布雷弗曼强调劳动过程中的概念和执行

相分离；泰勒和福特分别创建的泰勒制和福特制强化了劳动过程中的劳动控制；布洛维则从劳动

的游戏机制、内部劳动市场机制、内部国家机制入手，揭示了资本家如何使工人从强制性生产向

认同性生产转变 [16]；创办于 1983 年的国际劳动过程会议（IL-PC）对性别与劳动过程、新技术与

劳动过程等议题的探讨反映了西方近 40 年来劳动过程理论的发展趋势 [17]；布莱顿研究小组的劳动

过程理论、法国帕洛瓦斯的劳动过程变迁理论、汤普逊的劳动过程核心理论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劳

动过程研究的代表性理论 [18]。此外，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奈茨、威尔玛特等学者开始将性别、

年龄、认同、公民权、种族、国籍等问题纳入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理论，并借用福柯“自我政治”

的后现代主义分析范式来强调劳动过程中的“规训”[19]。对于劳动过程的主体性研究有助于考察

微观个体的行动趋向，但是过于强调行动逻辑背后的微观因素会脱离马克思的原初旨意，阶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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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淡化，剥削被进一步掩盖。

当代国内关于劳动过程理论的研究较为有限。大部分仅局限于对布洛维的三部作品、劳工抗

争和管理控制策略的相关劳动过程文献或社会学视角下的劳动过程研究等进行引入与述评 [20]，另

一部分学者则将西方劳动过程理论运用到中国现实问题的研究中，聚焦被数字控制的外卖小哥 [21]、

陷入生产竞赛的网文写手 [22]、禁锢在“中介平台模式”的“中心—外围”生产方式之中的网约车

司机 [23]、隐匿于平台之后的人工数据标注员 [24] 等研究对象，产生了一系列社会学、管理学、经济

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

当前学界从内涵特征、出场逻辑、实践路径等角度对新质生产力进行了论述，指出新质生产

力是新的发展动能，为深入研究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新质生产力的出场必然会引起

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调整，并且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劳动过程的发展变化。我国劳动过程理论

研究深受西方范式和语境影响，在本土化的过程中一是在应用上有所局限，二是缺乏符合中国语

境与时代特点的学术创新。新质生产力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能够为研

究中国劳动过程问题赋能，开辟中国劳动过程理论研究的新境界。

二、传统劳动过程的演进历史与规律

马克思指出，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15]208。

人类即劳动主体通过使用各种劳动资料将自身的劳动作用于各种劳动对象，从而获得预期或者预期之

外的劳动成果，这是人类劳动过程的基本逻辑和规律。人类社会历经农耕时代、工业时代、后工业时代，

再到当前的数智时代，劳动主体、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类劳动过程的演进

与规律（见表 1）展现了人类波澜壮阔的奋斗历史，也为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指明了前进方向。

表 1人类劳动过程的演进历史与规律

发展阶段 标志性事件 劳动主体 劳动资料 劳动对象 生产力形态 产业形态 发展规律

农耕时代
原始农业的
出现、铁器
牛耕的使用

低水平的
劳动力

各种农具、牲
畜等

土地、各种
动植物等

人力、畜力
农业、手工
业、简单
商业等

劳动力＋劳动资
料＋劳动对象＋

简单协作

工业时代
第一次工业
革命、第二
次工业革命

中高水平的
劳动力

各种机械、机
器、自动化装
置、电气电动

化设备等

棉花、矿石、
煤炭、原油、
木材、电子
元器件、机
器设备等各
种自然和
工业原料

蒸汽力、机
械力、电力

轻工业、重
工业、制造

业等

科学技术 ×（劳
动力＋劳动资料
＋劳动对象＋生

产管理）

后工业时
代

第三次工业
革命

高水平、高
素质的劳动

力

计算机、生产
流水线、工业
机器人、无人
自动化装置等

信息、系统、
软件开发等

电力、信息
力、核动力

新工业、高
新技术产业

等

高新技术 ×（劳
动力＋劳动资料
＋劳动对象＋科

学管理）

数智时代

第四次工业
革命、工业
4.0、中国制

造 2025

高水平、高
质量、高效
能相耦合的

劳动力

超级计算机、
各种算法平

台、人工智能
技术、元宇宙、
区块链、物联
网、大科学装

置等

数据、信息、
虚拟平台、
智能机器人、
新能源、先
进材料等

算力、网力、
信息力

高精尖产
业、战略性
新兴产业、
未来产业等

（劳动力＋劳动
资料＋劳动对象
＋科学管理）

优化组合×（科学技
术革命性突破＋生产
要素创新性配置＋产
业深度转型升级）

注：发展规律部分参考了中国生产力促进中心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王羽的“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公式”。参见：王羽 . 新
质生产力理论公式构建和思考 [EB/OL].(2024-02-04)[2024-08-25]. http: //www.cnaja.com/index.php/hyyw/89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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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劳动过程

生产力可以看作人类改造和控制自然的能力，生产力作用于劳动过程集中表现为人与自然之

间的物质变换关系。劳动过程实质上是一部自然塑造和影响人类社会、人类改造和控制自然的辩

证运动过程。

在前资本主义时代，人类社会历经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劳动过程发展缓慢但

又呈现渐进的趋向。原始社会的劳动过程还未成形，那时刚从古猿进化而成的原始人类对于自然

的认识相当有限。他们过着集体生活，拥有最简单的劳动资料——石器，从而参与到采集、狩猎、

捕鱼等日常活动中。原始社会的生产资料归氏族公社所有，食物、器物等劳动产品的分配实行平

均主义原则。这种初步的劳动过程虽然满足了原始人类的果腹需要，但是人类在生存方面仍然面

临着严峻的挑战。人类智力的进步、社会分工的发展、金属器具的广泛生产和使用推动了原始社

会的瓦解，人类开始步入奴隶社会。在奴隶社会，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奴隶被迫为奴隶主劳动

和服务且只能获得微薄的生活资料。金属等生产工具的革新和协作的进一步紧密使得人类改造自

然的能力逐步加强，劳动过程的生产效率有所提升。但是由于奴隶主对于奴隶的压榨，人类劳动

过程开始出现剥削性质和阶级对抗属性，对后续劳动过程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封建社会的劳动过程集中体现了农耕时代的劳动过程特征与规律。首先，封建社会的农民围

绕土地这个核心劳动对象展开劳作，以耕种、灌溉、收获等基本生产活动为主。由于封建主占有

土地等生产资料，依附于其的农民不得不通过实物地租、货币地租、劳役地租等形式上缴自己的

剩余劳动成果，在精耕细作中被反复剥削和压榨。其次，封建社会将家庭等生活单位纳入劳动过

程，呈现男耕女织的基本形态。这种自给自足的生产模式有利于凝聚分散的劳动力，维护劳动过

程的稳定性。最后，封建社会的劳动过程容易受到外界自然因素的影响。虽然各种耕种和灌溉工

具有了质的提升，但是古代人类在自然力面前十分渺小，他们的日常劳作深受气候、土地、水利、

自然灾害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劳动过程不确定性较强。此外，劳动生产效率低、小范围内的劳动

密集等也是古代劳动过程的显著特点。

（二）资本主义时代的劳动过程

马克思深刻指出：“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

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

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25]60218 世纪 60 年代由英国率先发起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拉开了工业时

代劳动过程剧变的序幕。首先，基于传统工匠的实践经验和精巧技艺，科学和技术开始结合，以

蒸汽机为动力的各种机器逐步取代了人力，促进了生产效率的显著提升。其次，第一次工业革命

使得手工工场退出了历史舞台，各种工业工厂成为新的劳动场域，开始出现现代工厂制度的雏形。

最后，伴随着全球交往的进步和世界历史的形成，传统劳动过程开始融入世界市场体系，受到世

界市场的影响。

19 世纪中后期第二次工业革命几乎同时在欧美国家、日本等地展开，此时资产阶级已经完全

占据了全球统治地位，特别是工业资产阶级的壮大，使得技术再一次发生革命性剧变，人类迎来

了电气时代和机器大工业时代。这一时期，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集中在重工业领域，劳动过程开

始变得复杂化、精细化，科学和技术有了较为深度的融合，电力产业、石油化工产业、飞机制造

产业、无线电通信产业等行业迅速发展。正如马克思所感叹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

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6]。继蒸汽力、

机械力、电力之后，生产力发展迎来新的飞跃。

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依托空间技术、生物技术、计算机技术、核技术等科技突破，新工业、

高新技术产业迅猛发展，不仅改变了既往的劳动过程形态，而且重新塑造了整个人类社会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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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化等生态。特别是从泰勒主义、福特主义转变而来的新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科学管理、

劳动控制等成为劳动过程的重要内容。但是，科技作为一把双刃剑，推动人类社会形态迈上更高

阶段的同时，凌驾于自然力之上的傲慢姿态也带来了各种生态环境问题。基于人类中心论的观点，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获得源源不断的利润、强化资本主义世界垄断地位，毫无节制地向自然索取，

由此产生了诸如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日本核废水排放、亚马逊雨林火灾等事件，这些案例直

接揭示了传统劳动过程的破坏性、不平衡性和非人道主义，长此以往，人类社会岌岌可危。因而，

革新传统劳动过程，使得劳动过程发生新的嬗变和更高的跃进便成为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议

题。

三、新质生产力赋能背景下的当代劳动过程嬗变

在理论层面，马克思指出了劳动过程更替的一般规律——“就劳动过程只是人和自然之间的

单纯过程来说，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这个过程的一切社会发展形式所共有的。但劳动过程的每

个一定的历史形式，都会进一步发展这个过程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形式。这个一定的历史形式达到

一定的成熟阶段就会被抛弃，并让位给较高级的形式”[27]。既往的传统劳动过程，特别是资本主

义劳动过程日益暴露出不平衡性、剥削性、生态环境破坏性等弊端，亟须新的生产力革命助推新

型劳动过程的产生。

沿着唯物史观的基本路径，在生产力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中，从“不搞科学技术，生

产力无法提高”[28]“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29]“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

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30]“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

发展，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牢固基础”[31] 等重要论述的提出，再到习近平总书记

明确指出“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

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

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32]，这足以表明新质生产力的出场彰显

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超越资本主义劳动过程、解放人类劳动力、实现共产主义带来了曙光。

新质生产力赋能背景下的劳动过程嬗变集中表现为劳动主体、劳动资料、劳动对象核心三要

素的变化。劳动主体是劳动过程的基础也是最活跃的因素。随着新质生产力的深入发展而引起的

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化，劳动主体日益智能化、高效化和自主化。劳动资料在劳动过程中起

到中介作用，逐步呈现多元化、数字化和绿色化的趋向。劳动对象作为生成最终劳动产品的重要

基础，表现出无限化、虚拟化和个性化的发展态势。这三大变化着的要素相互耦合，推动着战略

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培育和繁荣。

（一）劳动主体智能化、高效化、自主化

人类劳动同动物活动的区别之一是作为劳动主体的人类能够发挥意识的能动作用，随着外界

条件的变化而不断调整着有目的的活动或者劳动本身。新质生产力作为数智时代推动经济社会发

展的根本动力，首先会促使劳动主体愈发智能化。这主要表现为人的认知思维方式发生重大转变，

能够更为客观地认识万事万物的发展变化规律，辩证思维能力、历史思维能力、系统思维能力、

战略思维能力、底线思维能力、创新思维能力不断增强，从而推动主体及时捕捉外界有效信息、

学习科学技术、丰富全球视野、作出科学决策。这不仅使得劳动主体有着先进且完备的现代知识

结构，而且同时具备丰富的技能和较强的实践能力。

基于劳动主体的智能化，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能够充分运用科学管理知识，借助万物互联和

远程化的各种数字装备实现跨时空的交流合作，投入更为专业的工作中，实现更为高效的生产。

如果说原先劳动主体的效率生产是“N ＋ N”或者“N×N”的逐次叠加，那么在新质生产力赋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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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智时代的劳动主体生产效率则呈现 Nn 的倍增。

此外，劳动主体最具革命性的突破是劳动者的自主化程度大大提升。依托于现代互联网技术，

劳动的场域能够打破现实地理条件的限制而在全球无限扩张，劳动的时间也被各种算法模式拆解

和重组，劳动者实现了时空上的劳动自由。但是由于受到平台的组织控制、技术控制和用户第三

方的劳动期待，劳动主体相对自由而并非自主。新质生产力作为先进生产力，其衍生发展的各种

先进技术和生产工具再一次延伸了人类劳动，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剥削属性的批判和扬

弃，能够将劳动主体从数字异化的劳动状态中解放出来，使得劳动者实现真正的劳动自由和劳动

自主。这与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劳动状态不谋而合：“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

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

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

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33]

总之，在新质生产力的推动下，劳动力呈现出高水平、高质量、高效能相耦合的发展状态，

其作为劳动过程中最活跃的影响因素，实现了数智时代超越以往劳动力水平的第一次嬗变。

（二）劳动资料多元化、数字化、绿色化

“劳动资料是劳动者置于自己和劳动对象之间、用来把自己的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的物

或物的综合体。”[15]209 由此可见，作为中介环节的劳动资料，其性质和状态不仅关系到劳动主体

能力的发挥，而且还会影响劳动对象的最终状态。新质生产力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显

著特质，直接决定着劳动资料也必然实现多元化、数字化、绿色化的嬗变。

受到认知、实践和科技水平限制，传统劳动资料一般是土地、道路、运河、各种机械、厂房等，

劳动资料极其有限。由于传统生产力跃升为新质生产力，人类探索和改造自然世界的能力进一步

增强，劳动资料日益多元，超级计算机、人工智能、元宇宙、物联网、大科学装置等都成为常见

的劳动资料。丰富的劳动资料体现了技术的革新和发展，满足了多重劳动过程的整合和推进。

除此之外，劳动资料多元化的背后离不开强大的数字化效应。当前普遍应用的劳动资料都离

不开数字技术的支持，特别是其中被编码的各种数据，能够依托数字平台和强大的算法发挥强大

的数字效益，由此拉动数字财富的创造和数字经济的发展。劳动资料的数字化不仅能够提升劳动

过程的效率，而且可以发挥普惠效应和倍增效应，这些被加码的资料在介入劳动对象后进行重组

和加工，可以再次成为新的劳动资料投入劳动过程再生产，数字化赋能控制了投入资料成本、延

长了产业链价值。需要指出的是，劳动资料的数字性质不能否认其客观的物质性，只有充分认识

到数字化的劳动资料依旧是连接人类和自然界的物质中介，才能够在数智时代数字化劳动资料的

物质选取上探寻绿色化的生产道路。

新质生产力讲求创新和质优，这从根本上要求企业必须提升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意识，一

是选取更为环保、污染更小的生产资料，二是加强科技创新和过程控制，减少生产过程中的资料

损耗和废料排放。劳动资料的绿色化是实现绿色生产和清洁生产的必要之举，既符合新时代下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理念，又满足了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过去传统劳动过程的长尾效应

依然存在，因而劳动资料实现完全的绿色化嬗变还需要一定时间，这就要求开拓物质资料来源，

加强数字化赋能，精准推动劳动资料的绿色化转型和应用。马克思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

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

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15]210 新质生产力赋能下的劳动资料多元化、

数字化和绿色化体现了数智时代人类劳动力的重大跃迁，同时塑造着新型社会关系，为我们实现

高质量、更高效的生产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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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劳动对象无限化、虚拟化、个性化

自然世界的广博性使得一切原料都可能成为劳动对象，在此基础上，新质生产力的赋能再次

延展了劳动对象的可能性。新材料、新能源、新医药等各种新型劳动对象被纳入劳动过程，由此

催生出庞大的新工业、新农业、新医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劳动对象的无限化不仅表

现为种类和应用上的丰富性，而且体现在作为典型代表的数据或信息的激增和扩展使用。

首先，数据或信息本身具有不可估量的无限价值。数字经济是以人工智能、互联网平台等为

载体，以数据或信息等生产要素为核心，重新整合了现代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全过程的新型

经济发展形态。2022 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 50.2 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 41.5%。预计

2023 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将达 56.1 万亿元，2025 年有望达 70.8 万亿元 [34]。其次，数据或信息的

来源广泛且开放，计算机系统从外界捕捉的信息、生成的数据，人工经过调查输入的信息，甚至

互联网用户在平台上的浏览和使用痕迹，都可以成为劳动对象的来源，并且由于互联网和平台的

共享性和实时性，数据和信息能够凭借较低的成本获得。再次，数据或信息可以进行重复加工，“收

集—筛选—编辑—存储—应用”这一流程能够反复循环进行，数据的多次加工并不会影响其本身

的价值，相反会因为有效信息的叠加而生成更高的使用价值。最后，在大多数情况下，数据或信

息具有共享性和非排他性，同一数据可以应用到不同场景或者被不同的劳动主体使用，这种共时

共享的应用生态能够扩大人际关系网络和经济结构网络，在人力、物力、财力、算力的多重叠加

中催生无限的经济效益。

数据作为劳动对象具有无限化特点的同时还具有虚拟化的特点，这是新质生产力赋能劳动过

程的一个重大嬗变。不同于既往的劳动对象，数智时代的劳动对象从物质形态扩展至非物质形态，

它们被劳动主体作用于虚拟场域，并与各种虚拟劳动资料相结合，最终生成各种非物质财富和包

括未参与到市场交易的数字产品、未参与市场交易的数据资源和数据资产等在内的数字非商品财

富 [35]。

此外，受到后福特主义和新福特主义等思潮的影响，劳动过程更加强调灵活性和弹性生产，

劳动对象的选取和加工也变得日益个性化，这种模式的兴起和深入推广具有一定优势。第一，提

高了劳动主体、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之间的匹配度和耦合度，能够提升资源的利用效率；第二，

有助于促进生产工艺和劳动产品的创新，延长产业链，提高附加值；第三，满足了中介用户或者

第三方用户的适用性和个性化需要。总之，劳动对象作为被改造的物质综合体，其无限化、虚拟化、

个性化的嬗变趋势深刻影响着当代劳动过程的发展。

四、新质生产力赋能背景下的未来中国劳动过程跃进

生产力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决定性力量，新质生产力作为人类社会生产力在新

的时代条件下的跃迁，深刻揭示了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物质变换关系的未来走向。就当代中国劳动

过程而言，新质生产力的赋能虽然面临着诸如劳动过程缺乏重大创新、发展不甚平衡、关系亟待

调整等问题和难点，但是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

上，新质生产力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理论指导与核心动力，将有助于促进未

来中国劳动过程跃进，从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共同富裕。

（一）当前中国劳动过程发展的问题与难点

1. 劳动过程缺乏重大创新

劳动主体借助劳动资料实现劳动对象的物质转移，从而创造新的价值并满足人类需要。随着

时代的变迁，在这一过程中科技的研发、投入和转化直接制约着经济的发展速度和规模。劳动过

程的创新关涉基础研究的投入、科学技术的革新、科技转化的产出与市场化的融合，本质上是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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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的自主创新和供给能力的培养，核心在于重大创新的突破。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重大创新的缺乏从根本上制约着劳动过程的发展。当前，我国

从 1 到 N 的渐进性创新能力逐步增强，甚至从 N 到 Nn 的规模式和激增式创新也有了较大进步，

但是在从 0 到 1 的颠覆性和领军性的创新方面还存在较大不足。数据显示：2021 年中国基础研究

经费占研发经费的比重为 6.09%，与发达国家普遍处于 15%—20% 的水平相差甚远 [36]；2022 年全

国共投入研究与实验发展经费 30,782.9 亿元，但其中基础研究经费所占比重为 6.57%，仅比上年

提升 0.07 个百分点 [37]，基础研究资金投入存在结构性失衡。从科技的革新、转化与市场化的程度

来看，以作为核心推动力的中国 AI 大模型产业发展为例，由于国内拥有 1 万枚 GPU 的企业很少

且英伟达 A100 及以上性能的 GPU 被列入管制清单，中国 AI 大模型产业遭遇算力瓶颈。此外，以

Transformer 为代表的主流大模型架构仍存在诸多局限，高质量的训练数据集仍需扩展，大规模爆

款应用尚未出现 [38] 等问题，也集中反映出我国 AI 大模型产业发展中面临着创新不足的现状。总之，

无论是推动劳动过程发展的基础性创新，还是赋能劳动过程的核心动力创新，都是未来努力的重

点方向。

2. 劳动过程发展不甚平衡

除了 3 个简单要素（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外，自然地理条件、国家政策方略、

外部市场条件等也是影响劳动过程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此基础上，劳动过程日益偏离到发展不平

衡的轨道上。首先，区域发展差异会造成不同地区的劳动过程发展不平衡。姚树洁和王洁菲构建

的数字经济指数评价指标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数字经济下的区域空间劳动过程发展不平衡性：

2015 年仅有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大于 0.3，5 年后，重庆、四川、福

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才超过 0.3。从空间维度来看，不同省份之间数字经济发展呈现非均衡势态，

东部沿海地区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中部和西部大部分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39]。

再缩小一定的范围，城乡之间的差异也是劳动过程发展不平衡的主要矛盾，城市内部劳动者多从

事相对技术水平高、收入高、劳动体面的工作，而广大乡村的劳动部分还停留在小农经济时代，

劳动强度大且季节性突出。除此之外，由于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的劳动过程被纳入世界市

场体系，内外部市场条件的差异性也会造成劳动过程发展的不平衡。

虽然近些年由外国投资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逐步转移至其他发展中国家，但是由于我国依旧

存在着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因而暂时还无法摆脱“哭泣曲线”效应。中国劳动过程的发展程度关

乎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和世界话语权，缩小中国与世界劳动过程的发展差距是必须攻关的任务。聚

焦于各种产业，由于多年来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思路，我国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发展和投资

不协调，产业之间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结构性矛盾，导致劳动过程发展不平衡。一些重工行业劳动

技术成熟、工艺流程完善，而在一些农业、科技产业、医药产业、环保产业的劳动过程中，则存

在动力不足、投资不足、政策不足、发展前景迷茫等问题。此外，区域和行业的差异性，使得不

同劳动过程中的收入水平也存在不平衡性，一些金融行业、风投行业、科技行业、传媒行业的劳

动收入效益较高，而诸如农业、轻工业、传统服务业的劳动收入水平较低，不仅暴露出教育投入

和技能掌握的不平衡，而且扩大了收入分配差距。

3. 劳动过程中的生产关系亟待调整

“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

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25]724 新质生产力代表着更高更优的发展动力，因而与之相对应的生产

关系也需要及时调整和改革。

劳动过程中的生产关系体现为劳动主体与劳动资料之间的归属和结合关系、各劳动主体之间

的分工协作关系、劳动产品的分配关系等。这些关系的变革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第一，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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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体制机制还不完善。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有关提升劳动者的科学素养、营造和谐优良的营商

环境、提供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相关政策等对于构建新型劳动关系具有重要作用。第二，当下存

在供给和需求相对应的结构性障碍，这种无效供给、低端供给会使得劳动者陷入无意义的低端产

业内卷和恶性竞争，同时人民的有效需求和美好生活需要又驱使劳动者投入新型劳动过程，重新

审视劳动资料的结合和劳动对象的改造。第三，目前的产业生态还不够完整，特别是缺少服务于

高精尖产业和未来战略产业的生态环境。除了要彻底打通上下游产业链，实现高新技术产业的共

生共荣，还要积极调整劳动过程中束缚生产力的劳动关系，让高素质的劳动力同高质态的劳动资

料相结合，让高素质的劳动力形成规模化效应，合力推动产业的创新和突破。第四，当前世界局

势风起云涌，贸易保护主义、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冷战主义、逆全球化、局部军事冲突盛行。大

国博弈的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国家全面升级对华围堵遏制，叠加全球经济长期低迷，

中国面临的外部冲击骤然增多 [40]，这使得中国劳动过程同世界劳动过程之间在技术和市场上存在

激烈竞争，同时会影响到国家内部劳动主体关系和生产关系的和谐。为了有效应对外部冲击，在

动荡中逆流而上，调整劳动过程内部的冲突和矛盾关系，理顺劳动要素的一致性和向心性就显得

尤为重要。

（二）未来中国劳动过程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指向

1. 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培育高水平、高质量、高效能相耦合的劳动者

新质生产力赋能背景下的劳动主体具有高水平、高质量、高效能相耦合的显著特征。高水平

意味着劳动者拥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素养，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高质量体现在劳动者从事具有较

高科技含量的工作，并且能够产出质优物美的劳动成果；高效能则需要劳动者进一步提升生产效

率，在已有的劳动基础上发挥倍增效应和乘数效应。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人才是第一资源。”[41]

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和劳动队伍，实现劳动过程的跃进，需要各式各样的人才。

从事基础研究和科技研发的高端人才和领军人才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的核心动力，立足于

一线、直接参与到劳动生产过程的专业型人才和实践型人才是实现数实融合、产业优化升级的关

键要素。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服务国家现代化建设事业，在劳动者素质和人才培养方面，必

须大力发展教育。首先，要坚持以科学的理念引领教育事业发展的全过程，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

全面领导，办扎根祖国大地、助力国家建设发展、使人民满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教育。其次，在

科学教育理念的指导下，要扩大科技教育资源投入，开拓科学教育视野，注重培育劳动者的创新

思维。再次，要提升劳动者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通过制定各种科技转化政策、推动产学研深

度融合、营造学实并举的良好氛围来促进劳动者积极投身国家现代化建设事业。最后，要充分肯

定劳动者的价值，不断提升劳动者的社会地位。体面劳动、诚实劳动是衡量新时代劳动者的重要

指标，让广大社会主义劳动者从事体面劳动，并在诚实劳动中创造社会价值、实现个人价值是未

来中国劳动过程发展的重要目标。2024 年 1 月，国家首次颁发了“国家工程师奖”，该奖项是对

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推动工程科技造福人类的劳动者和劳动团体的重要嘉奖，正如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的，“希望全国广大工程技术人员坚定科技报国、为民造福理想，勇于突破关键核心技术，

锻造精品工程，推动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服务高质量发展，为以中

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更大贡献”[42]。

2.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增强发展新动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立则民族立，科技强则国家强。”[43]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能够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为新时代劳动过程高质量发展增强新动能。首先，要营造创新争优的

良好氛围，激发广大社会主义劳动者敢为人先的创造活力。劳动者是盘活劳动资料、实现自然界

物质转化的核心动力，除了大力发展教育，培育高素质劳动者外，还需要在整个社会营造尊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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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和尊重科学、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的浓厚氛围，从而以倍增式的速度积累社会劳动力，以磅礴

力量推进科技创新。其次，要加强基础研究、加大投入，为科技重大创新打下深厚基础。虽然基

础研究战线长、投入大，但是一旦在基础研究上取得突破，将有助于科技实现颠覆性创新。加大

我国基础研究方面的人才培养和资金投入，是追赶世界科技发展潮流、解决我国当下缺芯卡脖难

题的重要举措。再次，要完善科技创新和转化的体制机制，加速产学研深度融合。科学技术孕育

于实验室，但生根落地于各行各业，破除束缚科技创新的不合理制度和机制，鼓励高校、科研院

所与企业交流合作，让科学技术通过产业催化实现人与自然的真正交融，推动人类创造更加美好

的未来。最后，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与世界前沿技术接轨。客观而言，西

方国家的科技和工业发展拥有百年积累，而我国科学技术事业起步较晚，导致我国科技发展水平

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定差距。因而，在立足自主研发和自主创新的同时，也要具备深邃的国际

视野，通过学者访学、产业合作、共商共建共享等方式融入世界科技前沿发展潮流，通过自立与

借力实现新一轮科技革新。实现劳动过程的高质量发展，必须发挥科技的引领作用，特别是增强

发展新动能，这是推动新时代劳动过程创造更大价值和财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关键要素。

3. 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新质生产力是构建全新产业生态的新动能，关系到整个国家的产业布局和转型升级，特别是

科技创新资源的整合，引领着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方向，也推动着劳动过程实现新

的跃进。国家产业的系统布局和转型升级首先要处理好传统产业同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之间的关

系。诸如机械制造、石油化工、交通运输等是适应传统生产力发展水平而兴起的传统产业，虽然

面临着生产工艺逐步淘汰、效率落后、收益降低、污染环境等问题，但是在促进人民福祉、稳定

就业等方面依旧发挥着重要作用，且根据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规律来看，传统产业转型过程中孕

育着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其蓬勃发展提供宝贵的物质基础和实践经验。

当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主要围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展开，涵

盖新能源、新材料、新医药、新农业、新交通等各个方面。环顾世界，欧盟委员会推出的《2030
数字罗盘：欧洲数字十年之路》、美国政府颁布的《芯片与科学法案》、日本经济产业省商务服

务小组编写的《生物制造革命推进事业研究开发计划》等都体现了各国对于新兴产业的布局和规

划。同时，中国也陆续制定了《中国制造 2025》《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数据要素 ×”

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 年）》等发展文件，从顶层设计到产业落地不断提升国家新兴产业实

力在全球的竞争力。此外，中国积极谋篇布局，大力规划发展未来产业，争做世界未来产业发展

的先行者和领跑者。2023 年 8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了《新产业标准化领航工程

实施方案（2023—2035 年）》，指出元宇宙、脑机接口、量子信息、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

能、生物制造、未来显示、未来网络、新型储能 [44] 都是可以大力发展的未来产业方向。抢占未来

产业发展先机，不仅能够应用先进技术带动当下产业经济腾飞，而且可以引领世界科技发展潮流，

增强在世界经济中的话语权。总而言之，壮大发展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是实现劳动过

程跃进、提升劳动过程质量和效益的必要之举。

五、结语

当前，有关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讨论百家争鸣，从劳动过程的视角出发聚

焦当代劳动发展，将有助于洞察并分析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劳动资料的充分利用、劳动对象的扩

大、劳动效率和质量的提升等重要问题，做好这些关键环节能够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

纵观人类社会，从过去的刀耕火种到现在的数实融合，生产力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

和底层逻辑，赋予了人类探索世界和创造文明的无限可能。理论是行动的先导，新质生产力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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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为劳动过程的嬗变和跃进提供了强大动力。未来，在新质生产力的赋能下，亿万社会主义劳动

者将勤勉不懈，奋勇争先，以磅礴的劳动力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进程、迎接人类文明新形

态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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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ransformation and Leap: Labor Processes in the Context of 
Empower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bstract: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fundamentally provides new momentum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labor processes, and it also offers new 

research paradigms and perspectives for studying labor issues in China and constructing a Chinese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on labor.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laws of traditional labor processes, the contemporary labor process in the context of empower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has undergone new transformations, and it specifi cally manifests in the intelligent, effi cient, and autonomous nature of labor subjects, the diversifi cation, 

digitization, and greening of labor materials, and the infi nite, virtual, and personalized character of labor objects. Meanwhile, contemporary Chinese labor 

processes also face challenges such as a lack of signifi cant innovation, uneven development, and urgent adjustments in production relations. To achieve 

a leap in the labor process, it is essential to focus on major national strategic needs, cultivate high-level, high-quality, and efficient laborers, achieve 

high-level technological self-reliance, and enhance the new momentum of development. By integrating scientifi 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resources, it 

is possible to lead the development of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and future industries. Thus, through high-quality labor processes, we can create material 

and spiritual wealth, promote the great progress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and initiate a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Key words: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labor process; era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digit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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