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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景一

【内容提要】 马克思认为资本积累的本质是把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ꎮ 资本积累的不断深化会激

化资本主义基本矛盾ꎬ 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ꎮ 基于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分析框架ꎬ 分析

当代西方数字资本问题ꎬ 发现数字资本通过数字生产资料的采集占有、 数字商品的生产流通ꎬ 将数字

资本积累的增殖链条融入资本主义经济生产体系ꎮ 在此过程中ꎬ 数字资本家依托数字平台、 垄断数字

技术ꎬ 将数字劳动者嵌入算法主导下的生产体系ꎬ 无偿占有其创造的剩余价值ꎬ 进行数字资本的生产

与积累ꎮ 伴随数字资本积累过程ꎬ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生产、 交换、 分配和消费环节显现出个别平台

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ꎬ 形式上等价交换与实质上隐蔽剥削的矛盾、 数

字资本与职能资本之间的矛盾ꎬ 数字资本与数字劳动者对抗性分配矛盾、 国家间的数字资本收益分配

不均矛盾ꎬ 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中的劳资矛盾等具体形式ꎮ 矛盾随着时间推移不断累积ꎬ 衍生出数字平

台生产相对过剩与数字金融投机下的经济停滞危机、 财富分配两极分化下的社会对立危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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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２１ 世纪ꎬ 大数据、 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技术为数字资本占有数字资源提供新的基础框架ꎬ 数

字平台为数字资本的生产流通提供新的组织模式ꎬ 数字劳动为数字资本获取剩余价值提供新的剥削

方式ꎬ “新技术、 新组织形式、 新剥削模式、 新就业机会和新市场都会出现ꎬ 创造出一种资本积累

的新途径”①ꎮ 数字技术加持下的新资本积累形式———数字资本积累的出现ꎬ 没有改变马克思对于资

本积累问题实质的把握ꎬ 即资本积累程度加深会激化资本主义基本矛盾ꎬ 矛盾激化导致资本主义危

机爆发ꎮ 本文基于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框架ꎬ 以当代西方数字资本问题的动态变化与演进机理为研

究对象ꎬ 梳理西方数字资本积累基本过程ꎬ 揭示数字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具体形式ꎬ 阐明当代西方

资本主义经济、 社会领域相互交织的潜在危机具有日益加剧的趋势ꎮ 因此ꎬ 资本主义终将走向灭亡ꎬ
社会主义必然取得胜利ꎮ

一、 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分析框架: 积累—矛盾—危机

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ꎬ 依据积累—矛盾—危机的基本逻辑 (见图 １)ꎬ 以揭示资本积累的内涵实

质与一般规律为逻辑起点ꎬ 梳理资本流通过程解开资本积累实现的秘密ꎬ 阐述资本积累程度加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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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激化资本主义基本矛盾ꎬ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激化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ꎮ

图 １　 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分析框架: 积累—矛盾—危机

１. 资本积累的内涵实质、 实现过程及其一般规律

在 «资本论» 第一卷中ꎬ 马克思从资本的生产过程出发ꎬ 梳理剩余价值生产过程ꎬ 阐明了资本

积累的内涵实质ꎬ “把剩余价值当做资本使用ꎬ 或者说ꎬ 把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ꎬ 叫做资本积

累”ꎮ 资本积累的源泉是雇佣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ꎬ 但资本家决不会把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全部用

作个人消费ꎬ 在扩大再生产中ꎬ 资本家会留存一部分已经实现了的剩余价值用作追加资本ꎬ 成为

“直接积累的资本”①ꎬ 用于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ꎬ 从而在更大的生产规模上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ꎮ
资本积累的实质表现为规模扩大的资本主义再生产ꎬ 只有在扩大再生产中ꎬ 隐藏在等价交换原则背

后的资本家对工人的无酬劳动的剥夺占有规律才会暴露出来ꎮ
在 «资本论» 第二卷中ꎬ 马克思追溯资本流通过程ꎬ 指出资本积累的实现过程是资本主义经济

的整体性活动ꎬ 此过程的直接目的是要把实现了的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ꎬ 即生产出的蕴含剩余价

值的商品只有回到流通领域出售转化为货币ꎬ 剩余价值才能实现ꎮ 产业资本依序经过三个阶段的流

通阶段ꎬ 依次采取货币资本、 生产资本、 商品资本的循环形式ꎮ 其中商品资本循环的起点和终点都

是包含了剩余价值的待售商品ꎬ 商品是部分出售或全部出售ꎬ 将影响能否顺利实现剩余价值或能实

现多少剩余价值ꎮ 在资本循环过程中ꎬ 实现的剩余价值被用于扩大再生产时ꎬ 形成了资本积累ꎮ
马克思在 «资本论» 第一卷中指出ꎬ 职能资本、 产业后备军、 现役劳动军之间存在着层级对立

的逻辑关系: 第一层级是职能资本与产业后备军之间的对立ꎮ 职能资本能力规模的积累伴随着无产

阶级绝对数量、 劳动生产力产业后备军的积累ꎮ 第二层级是无产阶级内部竞争与职能资本的对立关

系ꎮ 无产阶级内部竞争ꎬ 即产业后备军一极是失业与贫困ꎬ 现役劳动军一极是过度劳动ꎬ 产业后备

军越贫困ꎬ 施加给现役劳动军的就业竞争压力就越大ꎬ 迫使现役劳动军更服从于资本的摆布ꎬ 他们

所受的劳动折磨越重ꎬ 越有利于资本的积累ꎮ 这种层级对抗性分配关系就是资本 “财富积累” 与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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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 “贫困积累”ꎬ “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 一般的规律”①ꎮ
２. 资本积累程度的加深导致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激化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资本积累深化中有不同的具体表现形式ꎮ 第一ꎬ 在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中ꎬ
个别资本家竞相应用先进技术ꎬ 提高劳动生产率ꎬ 使其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以获得超额剩

余价值ꎮ 但从社会生产整体角度ꎬ 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制度安排使相互联系的各个生产部门和各个企

业在生产计划布局层面被分割、 断裂ꎬ 这使基本矛盾表现为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

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ꎮ 第二ꎬ 在规模不断扩大的再生产过程中ꎬ “不仅生产商品ꎬ 不仅

生产剩余价值ꎬ 而且还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关系本身: 一方面是资本家ꎬ 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②ꎮ 这

就使得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趋势进一步扩大ꎬ 受资本家的剥削程度进一步加深ꎮ 劳资之间的矛盾

冲突不断ꎬ 从整个阶级来看ꎬ 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ꎮ 第三ꎬ 在剩余价值的实现过

程中ꎬ 剩余价值的实现有赖于产品的出售ꎮ 如果商品没能顺利售出ꎬ 那么资本家榨取的剩余价值就

无法得到实现ꎮ 而商品的出售又取决于市场和 “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③ꎬ 资本家在

积累过程中为了追求剩余价值增殖ꎬ 不断地把可变资本的表现形式即工资控制在维持积累顺利进行

的最低限度ꎬ 这就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社会消费力的发展空间ꎬ 矛盾也就表现为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

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ꎮ
３.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激化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ꎬ 而引发危机的各种直接原因则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在资本积累深化过程中的具体表现ꎮ 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

矛盾ꎬ 导致了一般利润率的下降ꎬ 进而引发经济危机ꎮ 在现实的生产、 流通过程中ꎬ 剩余价值表现

为利润ꎬ 剩余价值率表现为利润率ꎬ 为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和提升竞争力ꎬ 资本家们提高劳动生产

率和资本有机构成ꎬ 不断地把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ꎬ 由此产生的直接结果是 “在劳动剥削程度不变

甚至提高的情况下ꎬ 剩余价值率会表现为一个不断下降的一般利润率”ꎬ 而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

使得资本家们盲目追求利润最大化ꎬ 不断增加资本量来延缓利润率的下降ꎬ “利润率下降ꎬ 同时ꎬ
资本量增加ꎬ 与此并进的是现有资本的贬值”ꎮ 从资本必须执行职能和自行增殖来说ꎬ 一部分资本

必然闲置下来ꎬ 形成过剩资本ꎮ 资本过剩包含着资本的生产过剩ꎬ “是指能够作为资本执行职能即

能够用来按一定剥削程度剥削劳动的生产资料———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生产过剩ꎻ 而这个剥

削程度下降到一定点以下ꎬ 就会引起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混乱和停滞、 危机、 资本的破坏”④ꎮ
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

之间对立的矛盾ꎬ 导致了生产相对过剩和贫富两极分化ꎬ 致使经济危机爆发ꎮ 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

是追求价值增殖ꎬ 资本主义的生产有无限扩大的趋势ꎬ 但相应资本积累的规模扩大ꎬ 产业后备军与

现役劳动军的过剩人口不断增加ꎬ “积富和积贫是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ꎬ 它不仅在分配上造成

了两极分化趋势ꎬ 而且在流通中造成了普遍的生产过剩ꎮ 随着资本积累的不断深化ꎬ 雇佣劳动力的

工资收入日益落后于资本的利润增长ꎮ 工资和利润分别是社会消费和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ꎮ 当社会

消费的增加落后于资本积累的增加达到一定规模时ꎬ 消费相对于积累的巨大缺口就会导致市场供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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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严重失衡和经济危机的爆发”①ꎮ

二、 数字资本积累的基本过程: 前提—生产—流通

数字资本是主导数字劳动生产和数字商品交换的过程以实现剩余价值增殖的资本新形态ꎮ 与 １９
世纪的机器一样ꎬ 数字技术本身不能实现价值增殖ꎬ 但改变了价值创造和增殖的形式ꎬ ２１ 世纪的资

本虽以数字形态出场ꎬ 但未改变其资本积累问题的本质ꎬ 即数字资本仍然是以数字劳动为核心生产

要素ꎬ 以数字技术和数字平台为核心载体和增殖场域ꎬ 以数字商品为主要流通方式ꎬ 来不断实现自

身的无限积累ꎮ
１. 数字资本的生产前提: 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分离

资本原始积累是通过直接、 暴力手段对本国和他国劳动者的生产、 生活资料的剥夺ꎬ “广大人

民群众被剥夺土地、 生活资料、 劳动工具ꎬ ———人民群众遭受的这种可怕的残酷的剥夺ꎬ 形成资本

的前史”②ꎮ 而数字资本原始积累是资本和技术合谋以实现对数字生产资料的剥夺ꎬ 不同之处在于生

产资料与劳动者分离这一过程以更隐蔽的形式进行ꎮ
数字平台通过提供免费服务ꎬ 在短时期内吸引和聚集用户ꎬ 并且以同意授权、 功能绑定的方式ꎬ

对其在线搜索、 网页浏览、 点赞评论等数字轨迹进行收集整理ꎬ 攫取和垄断呈指数级增长的用户数

据ꎬ 对数据的筛选和占有也成为平台的专有权力ꎮ 数字平台借助机器学习和智能算法的深度加工ꎬ
将用户零散的数据转化为有价值的规模数据③ꎬ 这意味着一般数字资源只有经过数字平台的生产ꎬ
才能进行有意义的流动和交换ꎬ 以此将分散用户的数据所有权整合到数字资本家手中ꎬ 为其提供源

源不断的生产资料和利润源泉ꎮ 数字资本对数字生产资料的剥夺占有ꎬ 使生产资料进一步与用户的

数字劳动分离ꎬ 为数字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提供前提ꎮ
２. 数字资本的生产过程: 数字商品的生产与再生产

数字商品生产过程主要涉及信息、 服务、 制造产业中数字媒体的生产和使用相关的工业和信息

劳动ꎮ 基于特征各异的平台技术形式与用工模式ꎬ 数字资本控制数字劳动和生产过程ꎬ 实现数字商

品的生产与再生产ꎮ 数字劳动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ꎬ 以数字平台为载体ꎬ 以基于数据驱动的算法管

理为控制形式ꎬ 实现劳动按需精准匹配的劳动新形态ꎮ 当前较为典型的数字商品生产与劳动过程体

现为: 社交 /内容型数字平台ꎬ 数字资本提供劳动工具ꎬ 数字技术是辅助材料ꎬ 数字资源是生产原材

料ꎬ 数字雇员和数字用户是劳动力ꎮ 数字资源是由数字用户源源不断生产出来的ꎬ 被数字平台无偿

占有ꎬ 通过雇佣数字技术工人对数字资源进行分析整理ꎬ 生产出具有交换价值的数字商品ꎮ 因此ꎬ
剩余价值是由数字用户和数字雇员共同创造的ꎮ 数字用户的劳动为平台积聚大量数据ꎬ 数据经过专

业技术工人的分析整理后ꎬ 形成具有描述性和指向性的数字商品ꎬ 打包出售给生产商和广告商ꎬ 赚

取剩余价值实现数字资本的增殖ꎮ 例如ꎬ 社交平台脸书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上的数字用户进行内容创作、
发表评论ꎬ 谷歌 (Ｇｏｏｇｌｅ) 网站上用户搜索浏览等行为ꎬ 等等ꎮ

众包劳动型数字平台ꎬ 资本通过改变数字生产的社会组织形式和技术基础实际地控制劳动过程ꎬ
无限延长众包劳动者的劳动时间、 提高劳动强度来增加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ꎮ 数

字资本通过 “核心—边缘” 的网络化生产组织形式ꎬ 使数字平台占据核心地位ꎬ 数字平台只需要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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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用户、 劳动者和供应商ꎬ 凭借对数字资源的私有权ꎬ 应用算法技术调度数字劳动ꎬ 无偿占有劳动

者的劳动成果ꎬ 实现剩余价值最大化ꎮ 数字资本将平台劳动过程设计成 “赶工游戏”ꎬ 借助智能算

法主导游戏的 “任务分配、 监督管理、 绩效考核和非雇佣化无酬劳动”①ꎬ 使劳动者自愿延长劳动时

间ꎬ 不断提高劳动强度来适应 “赶工游戏”ꎬ 数字资本制造同意、 消解反抗ꎬ 从强制和同意的结合

中确保劳动过程中剩余价值的生产ꎮ
数字经济时代ꎬ 数字资本家把劳动力再生产过程再次纳入资本积累过程ꎬ 数字资本积累的范围

延伸至个人消费领域ꎮ 数字劳动者的消费时间不断转化为数字商品的再生产时间ꎬ 数字劳动者的消

费资料不断转化为生产资料ꎬ 通过与自身劳动相结合即 “生产消费合一”ꎬ 实现剩余价值的再生产ꎮ
此外ꎬ 西方数字资本通过投资于全球数字价值链的关键部分以获得垄断地位ꎬ 实现了对发展中国家

的数据资源和数字劳动的掌控ꎬ 进一步地把数字商品的再生产拓展至全球范围ꎬ 实现加速积累ꎮ
３. 数字资本的流通过程: 数字商品的流通

数字商品资本循环是从凝结着剩余价值的数字商品投入市场全部出售ꎬ 数字资本转化为货币形

式ꎬ 再购买生产资本重新投入生产过程ꎬ 实现资本增殖ꎬ 最后以数字商品的形式继续回到资本循环

之中ꎮ 在马克思所指的 “惊险的跳跃” 过程中ꎬ 剩余价值的实现过程取决于市场、 依赖于数字商品

的顺利出售ꎮ 数字商品不仅作为最终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凝结数字劳动者生产的剩余价值ꎬ 而且作为

新的生产要素参与到流通过程中分割职能资本家的剩余价值ꎮ 数字资本借助数字平台基础设施ꎬ 在

数字商品的价值运动中实现了对职能资本的剩余价值的分割与压榨ꎮ
第一ꎬ 数字商品进入生产领域ꎬ 数字资本利用高效精准的市场分析数据不断精准、 优化生产经

营策略ꎬ 为商品生产搭建快车道ꎬ 降低生产盲目性ꎬ 加快对产业工人的剩余价值的剥夺ꎮ 在此基础

上ꎬ 产业资本让渡一定的产业利润给数字资本ꎮ 第二ꎬ 数字商品进入流通领域ꎬ 数字资本利用定向

化的广告信息ꎬ 不仅细分消费者群体而且精准捕捉和预测了消费者的需求和习惯ꎬ 缩短商品的流通

过程ꎬ 节约流通费用ꎬ 促成剩余价值快速实现ꎬ 在此过程中商品资本让渡一定的商业利润给数字资

本ꎮ 基于数字平台ꎬ 通过出售数字商品ꎬ 数字资本进一步剥夺了职能资本的剩余价值ꎬ 实现了价值

增殖ꎮ 第三ꎬ 数字商品进入交换领域ꎬ 数字资本和货币资本合谋在深层次上压榨了职能资本的剩余

价值ꎮ 凭借近乎零边际生产成本和规模报酬递增等优势ꎬ 数字平台吸引大量货币资本投入ꎬ 生长转

化为形塑市场交换关系的数字基础设施ꎮ 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进行价值交换的双边市场和中介组织ꎬ
数字平台实质是市场交换 “守门人” (交易中心)ꎬ 即产业资本和商品资本依附于数字平台才能确保

利润 (剩余价值) 实现ꎬ 因此必须接受数字平台的利润分配规则ꎬ 即数字资本削弱职能资本对于利

润 (剩余价值) 分割的议价权力ꎬ 最大程度压缩产业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利润空间ꎬ 例如从全球层面

看ꎬ 消费者、 零售收入因亚马逊电商平台强大的议价权力转向、 汇集到亚马逊总部ꎬ 随之供应商、
生产商也成为依赖平台的企业②ꎬ 说明产业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大部分利润被转移到数字资本和货币

资本ꎮ 不止于此ꎬ 当前西方国家出现的金融投机数字化与数字平台金融化ꎬ 意味着货币资本与数字

资本交叉持股、 相互扩张ꎬ 加剧了数字资本的积聚与集中ꎮ

三、 数字资本积累导致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激化

在数字经济时代ꎬ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本质上并没有发生变化ꎬ 数字资本家作为数字平台和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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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的私人占有者ꎬ 与生产资料组织社会化生产相矛盾ꎮ 数字资本家是数字生产资料的所有者ꎬ 在

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过程中ꎬ 通过对数字资本、 数字技术、 数字劳动的组织管理来无偿占有剩余

价值以实现资本积累ꎮ 随着数字资本积累的深化ꎬ 数字资本家通过新的技术基础和平台垄断组织ꎬ
重塑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ꎬ 使基本矛盾在生产、 交换、 分配和消费各个环节的具体形式和存在特点

发生深刻变化ꎬ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断激化ꎮ
１. 生产环节: 个别平台生产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

为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ꎬ 个别数字资本家依托数字平台ꎬ 通过算法管理对劳动者实施全方位监

控和隐形控制来提高劳动生产率ꎻ 通过众包、 劳务派遣等灵活用工模式延长、 扭曲劳动者的工作时

间ꎬ 规避对劳动者的社会保障责任ꎬ 降低企业用工和生产成本ꎮ 这说明在数字平台网络化生产形式

中ꎬ 个别数字资本家依托算法技术ꎬ 通过垄断技术分工和生产组织的权力ꎬ 能够延长剩余劳动时间ꎬ
缩短必要劳动时间ꎬ 从而无偿占有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ꎮ 但在整个社会生产中ꎬ 数字平台

在核心业务基础上多元化布局ꎬ 构建与扩充数字平台生态圈ꎮ 在数字平台生态圈中ꎬ 由于个别平台

垄断、 信息壁垒、 竞争手段多样化等因素ꎬ 头部平台企业为抢占数字资源、 圈占数字用户ꎬ 故意压

低产品价格ꎬ 提供免费的同质化服务ꎬ 破坏市场竞争ꎬ 导致小平台只能嵌套依附于占主导地位的头

部平台生产网络中以生存发展ꎬ 个别平台生产有组织与混乱的大小平台嵌套型①无组织生产体系构

成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ꎮ
２. 交换环节: 形式等价交换与实质隐蔽剥削之间的矛盾、 数字资本与职能资本之间的矛盾

劳动力商品和数字资本的交换是在数字平台媒介上进行的形式等价交换ꎮ 零工平台充当市场中

介和消失的雇主ꎬ 数字劳动者根据平台发布的任务ꎬ 以众包方式提供劳动ꎬ 通过平台获取一定的计

件工资ꎬ 表面没有违背商品交换的等价原则ꎬ 实则掩盖了数字资本家对数字劳动者的剥削ꎮ 在零工

经济模式下ꎬ 貌似数字资本并未直接与数字劳动进行交换ꎬ 资本家也并未占有劳动力创造的剩余价

值ꎬ 实质上平台依托数字技术不断压低劳动力价格ꎻ 而陷于数字鸿沟的劳动者所创造的很大一部分

剩余价值被平台通过抽成和收取服务费中介费的形式占有ꎮ 数字资本作为 “看不见的雇主”ꎬ 隐身

于算法技术之中ꎬ 在劳动过程中应用意识形态规范、 技术监控、 管理策略等形式对劳动者的控制、
剥削呈现出碎片化、 隐蔽化与深刻化的特点ꎮ

作为价值交换的双边市场和中介组织ꎬ 数字平台占据商品交换的中心位置ꎬ 也是决定着职能资

本所包含剩余价值实现与否的市场 “守门人”ꎮ 数字资本家对于数字商品的绝对占有和数字平台的

绝对控制ꎬ 使得传统职能资本家不得不依附于数字资本家ꎬ 形成数字资本与职能资本之间的 “支
配—依附” 关系ꎮ 以此关系为基础ꎬ 数字资本重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ꎬ 位于引领和支配其他职能资

本的基础性地位ꎬ 影响和引导着其他产业经营的基本格局ꎬ 在工业、 教育、 医疗、 能源与金融等产

业领域扮演创新基础设施与协调资源的角色ꎬ 例如工业物联网平台: 西门子工业云平台 (Ｍｉｎｄ￣
Ｓｐｈｅｒｅ)ꎬ 教育平台: 技能分享 (Ｓｋｉｌｌｓｈａｒｅ)ꎬ 医疗平台: 共享医疗 (Ｍｅｄｉｃａｓｔ)、 苹果健康 (Ａｐｐｌｅ
Ｈｅａｌｔｈ)ꎬ 能源平台: 太阳城 (Ｓｏｌａｒｃｉｔｙ)ꎬ 金融平台: 贝宝 (ＰａｙＰａｌ) 等ꎮ 基于其所有的结构性霸权

和基础性秩序框架ꎬ 数字资本家对传统职能资本家生产的剩余价值进一步掠夺ꎬ 一定程度上加深了

数字资本与职能资本之间的矛盾冲突ꎮ
３. 分配环节: 数字资本与数字劳动者对抗性分配矛盾、 国家间的数字资本收益分配不均矛盾

分配中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表现为: 技术加持下数字资本主导利益分配格局ꎬ 置身于数字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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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劳动者收益在此格局愈发显现出 “马太效应”ꎬ 资本积累伴随着相对贫困的积累ꎮ 数字资本家

强制占有劳动者创造的数字商品ꎬ 以此剥削和控制劳动者ꎬ 数字劳动者的劳动产品对其自身来说成

为异己的存在物ꎬ 数字劳工的异化劳动促进数字资本和劳动之间的财富分配不均ꎬ 无论是数字雇员

生产的数字商品ꎬ 还是数字用户产生的使用痕迹ꎬ 都被数字资本家以极低价格甚至免费占有ꎬ 这些

数字商品并不属于数字劳动者自身ꎬ 经过平台系统的大数据分析ꎬ 成为需要劳动者付费的有价数据ꎬ
数字劳工生产的产品越多就越贫困ꎬ 数字资本家剥削占有数字劳动创造的劳动产品与数字资源ꎬ 与

相对贫困的数字劳动者形成了不可调和的对抗性分配关系ꎮ
西方数字资本积累与垄断导致国家间数字资本收益分配不平等ꎮ 伴随着超级平台企业的野蛮生

长ꎬ 垄断不再局限于一国的某一行业或部门之中ꎬ 而是通过上下游关系延伸至全球社会生产体系ꎬ
渗透到发展中国家各个行业领域之中ꎬ 以此为基础ꎬ 西方数字资本全球积累进程也愈演愈烈ꎮ 以美

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凭借数字技术优势ꎬ 精心构筑 “带围墙的花园”ꎬ 使得发展中

国家的数字资源被圈占ꎬ 形成了数字资本独享的数字流和数字池ꎮ 同时ꎬ 西方数字资本凭借垄断优

势ꎬ 通过操控数字劳动标准ꎬ 设置技术壁垒ꎬ 垄断数字资源ꎬ 在全球数字利润价值分配链条中占据

主导作用ꎬ 获得高额垄断利润ꎬ 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靠廉价的数字资源和数字劳动力的输出处于价

值链的最低端ꎬ 国际数字收益逐步向西方数字资本集中ꎮ 西方数字资本的积累和扩张ꎬ 扩大了全球

的数字鸿沟ꎬ 加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数字收益分配矛盾ꎮ
４. 消费环节: 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中的劳动与资本的矛盾

数字资本不仅重塑了数字劳动过程ꎬ 而且通过产消合一的数字劳动重塑了劳动力再生产过程ꎬ
将其纳入资本循环之中ꎮ 在数字劳动中ꎬ 生产和消费的同一性是在同一个过程所具有的二重性中体

现出来的ꎬ 用户加入数字平台进行个人消费的同时也为平台提供数据和内容ꎬ 使其消费的过程同时

成为数字的生产过程ꎬ 这类用户被称为数字产消者ꎮ 劳动力再生产过程的新变化ꎬ 在扩大再生产过

程中满足了资本积累的需要ꎬ 却加深了劳资之间的矛盾ꎮ 首先ꎬ 数字产消者对数字资本家的实际隶

属不断加深ꎮ 数字产消者的消费时间和消费资料都纳入资本的生产过程和再生产过程ꎬ 消费时间转

变为数字资本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时间ꎬ 消费资料进一步转变为扩大再生产追加的不变资本ꎬ 而与

劳动者相分离ꎮ 正如哈里克里弗所描述的: “资本试图以自身利益塑造所有休闲或空闲时间以及

活动ꎮ 因此ꎬ 我们不是自动将闲暇的 ‘非劳动时间’ 视为空闲时间或与资本完全对立的时间ꎬ 而是

被迫认识到资本已经试图将这些时间整合到其积累过程中ꎮ 换句话说ꎬ 资本试图通过建立社会工厂

来将 ‘个人消费’ 转变为 ‘生产性消费’ ”①ꎮ 其次ꎬ 数字资本家对数字劳动者的剥削进一步加强ꎮ
劳动力再生产纳入资本积累的过程中ꎬ 数字资本的利润来源于劳动者的消费资料转化为生产资料ꎬ
然后和自身劳动相结合创造的那部分剩余价值ꎮ 数字平台无须投入生产资料ꎬ 无须向数字用户支付

工资ꎬ 资本家将资本积累过程所需投入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转嫁到劳动者身上ꎬ 加重资本对劳动

者的剥削程度ꎬ 加剧劳资矛盾冲突ꎮ

四、 数字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激化导致经济、 社会潜在危机

数字资本在生产、 交换、 分配和消费环节的具体矛盾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累加、 发酵和强化ꎬ
会衍生出生产相对过剩、 经济再生产停滞、 贫富两极分化的经济、 社会等领域相互交织的潜在危机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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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威胁到数字资本积累的可持续性ꎬ 这也是资本积累的内在悖论ꎮ
１. 潜在的经济危机: 数字平台生产相对过剩与数字金融投机下的经济停滞

生产与消费的暂时平衡是以不平衡为前提的ꎬ 只要数字资本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目的不变ꎬ
生产和消费之间始终存在一定差额处于不平衡的状态ꎮ 数字用户的免费劳动被数字资本家占有ꎬ 数

字用户的数字消费也被进一步纳入资本积累过程ꎬ 这就使得消费和价值增殖之间保持合理的比例成

为不可能ꎬ 普遍的生产过剩始终存在ꎬ 经济危机不可避免ꎮ 特别是在当前西方资本主义金融化背景

下ꎬ 数字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深度融合、 脱实向虚ꎬ 阻碍实体经济健康发展ꎬ 产生数字金融投机风险

与经济滞涨等潜在危机ꎮ
数字平台生产过剩表现为掠夺式数据生产与全行业生产扩张ꎮ 数字平台对用户数据搜集、 数字

劳动过程监控进行掠夺式生产ꎮ 物联网、 智能感应装备、 云储存等技术使个人信息数据呈现爆炸式

增长ꎬ 数字平台凭借数字技术垄断优势ꎬ 独占、 提取、 分析和处理海量数据ꎬ 拥有控制全局的 “上
帝视角”ꎬ 将用户和劳动产生的数据变为可持续的经济收益ꎬ 如优步的上帝之眼 (Ｇｏｄ Ｖｉｅｗ) 应用

程序可以轻易追踪到曾经使用过约车服务用户的所在位置ꎬ 肆意攫取用户数据ꎬ 进行掠夺式数据生

产和资本积累ꎮ 数字平台通过开发新业务与全行业扩张ꎬ 基于跨产业垂直整合等方式对强相关领域

和未来蓝海产业进行布局ꎬ 将不同生产主体纳入平台生态系统ꎬ 形成生态圈以建构超级数字平台ꎮ
例如ꎬ 全球最大的网络电子商务公司———亚马逊ꎬ 基于物流基础设施 (Ｆｕｌｆｉｌｌｍｅｎｔ ｂｙ Ａｍａｚｏｎ) 和网

络基础设施 (Ａｍａｚｏｎ Ｗｅｂ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两大核心业务板块ꎬ 将业务扩展至电商零售、 云服务、 广告出

版、 消费终端、 金融支付ꎬ 其业务范围扩大到数字经济、 科技研发、 金融借贷、 实体经济等领域ꎬ
数字资本实现对各行业剩余价值的超量剥削ꎮ

数字金融投机风险表现为数字平台估值积累模式产生平台垄断、 资产泡沫的潜在危机ꎮ 数字平

台估值积累模式是数字平台基于金融投资逻辑ꎬ 其资本积累集中、 生产扩大的直接目的是形成平台

垄断后实现资本市场金融估值最大化ꎬ “投资者并不是基于 Ａｌｐｈａｂｅｔ (谷歌)、 脸书和亚马逊的经营

风险而对它们给予了高溢价ꎮ 他们看重的是这几家巨无霸企业的市场占有率是否持久ꎬ 以及网络效

应与数据库规模是否能够最终让它们站上市场之巅ꎬ 赢得垄断利润”①ꎮ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ꎬ 美国 Ｍ２ 从 １９ １２ 万亿美元增长至 ２１ ７３ 万亿美元②ꎬ 信贷资本积累速度持续加快ꎮ 基于垄断利

润的预期ꎬ 数字平台通过兼并重组、 股份制上市等形式ꎬ 成为大量盈余或者过剩资本集中的最终出

口ꎬ 虚拟化推高数字平台资产价格ꎮ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ꎬ 福布斯公布全球 ２０００ 强科技公司总市值为 １５ ６
万亿美元ꎬ 相当于全球股市市值的 １５％ ꎬ 其中美国拥有 ７２ 家企业ꎬ 远高于其他国家ꎮ 公司市值全

球排名第一的是苹果公司 (Ａｐｐｌｅꎬ ２ ６ 万亿美元)、 第二是微软公司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ꎬ ２ １ 万亿美元)、
第三是谷歌母公司字母表 (Ａｌｐｈａｂｅｔꎬ １ ６ 万亿美元)ꎬ 这 ３ 家公司市值总额占 ２０００ 强公司市值总额

的比例为 ４０％ ③ꎮ 金融资本与数字资本相结合ꎬ 使数字平台垄断趋势扩大ꎬ 数字平台不再满足于作

为中介参与数字生产过程为数字资本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ꎬ 而是转变为数字资本的投机活动载体和

金融资本投机场所ꎬ 这就使得金融风险不断加大ꎮ 数字平台金融化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潜在薄

弱环节ꎬ 难免重蹈 ２１ 世纪初美国互联网投机泡沫破灭的覆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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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阿里尔扎拉奇、 〔美〕 莫里斯Ｅ 斯图克: «算法的陷阱: 超级平台、 算法垄断与场景欺骗»ꎬ 余潇译ꎬ 北京: 中

信出版社ꎬ ２０１８ 年ꎬ 第 ３１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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撕下罩在数字资本主义身上高科技高生产力的面纱ꎬ 当前西方资本主义显现出经济停滞衰退的

现实ꎬ 表现为债务飙升、 经济停滞、 失业率高企、 通货膨胀等ꎮ 美国国债从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的 ２３ 万亿

美元飙升至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的 ２９ 万亿美元ꎻ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９ 日—１８ 日ꎬ 十天内美国股市暴跌熔断 ４ 次ꎻ
２０２０ 年 ＧＤＰ 跌幅达到 ３ ５％ ꎬ 创 １９４６ 年以来新低①ꎮ 大数据、 物联网、 人工智能等技术的组合创

新ꎬ 在模式识别、 智能装备、 预测分析等方面迅速发展ꎬ 导致产业升级之后大量体力和脑力相关程

序类工作被技术替代的不可逆现实ꎬ 这反映出当前资本主义经济是低就业的增长ꎬ 新冠肺炎疫情则

放大了数字技术失业危机ꎬ 美国劳工统计局发布的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的 １４ ８％高失业率验证了这一观点ꎬ
美国失业率已经达到自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ꎻ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ꎬ 美国劳工统计局报告称消费

者价格指数 (ＣＰＩ) 上升至 ８ ６％ ꎬ 通胀指数创下 ４０ 年以来最高水平②ꎮ
２. 潜在的社会危机: 财富分配两极分化之下的社会对立

数字资本积累服从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ꎬ 即 “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ꎬ 同时在另一极ꎬ 即在

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ꎬ 是贫困、 劳动折磨、 受奴役、 无知、 粗野和道德堕落的

积累”③ꎬ 数字资本财富急剧增加与劳动者贫困持续加重导致当代西方社会尖锐对立的社会危机ꎮ
资本积富、 劳动积贫ꎬ 是数字资本主义积累无法摆脱的桎梏ꎮ 数字平台作为网络生产组织的中

心ꎬ 凭借着平台垄断和算法技术ꎬ 决定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链条的底层逻辑ꎮ 数字平台生成的巨额

利润流向数字资本家ꎬ 数字用户与数字劳动者一无所获ꎮ ２０２２ 年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排行榜前十名

中ꎬ 美国数字资本家占据半数: 第二名是杰夫贝索斯 (亚马逊公司创始人ꎬ １７１０ 亿美元)、 第四

名是比尔盖茨 (微软公司创始人ꎬ １２９０ 亿美元)、 第六名是拉里佩奇 (谷歌公司创始人ꎬ １１１０
亿美元)、 第七名是谢尔盖布林 (谷歌公司创始人ꎬ １０７０ 亿美元)、 第九名是史蒂夫鲍尔默

(微软公司前首席执行官ꎬ ９１４ 亿美元)④ꎮ 与数字资本野蛮生长形成鲜明对比ꎬ 美国劳动力总人数中

零工工人所占比例从 ２０１８ 年的 ３４％增长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４３％ ⑤ꎬ 零工就业劳动者多从事数字平台劳动ꎬ
陷于低收入不稳定的经济社会动荡中ꎮ ２０２１ 年国际劳工组织 ( ＩＬＯ) 对于美国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

(ＡＭＴ ＵＳＡ)、 众华 (ＣｒｏｗｄＦｌｏｗｅｒ)、 点击者 (Ｃｌｉｃｋｗｏｒｋｅｒ) 等微任务劳动众包平台的调查发现ꎬ 通

过将劳动者定义为 “独立承包商”ꎬ 数字平台规避劳动法律和社会责任ꎬ 致使平台劳动者的社会保

障福利水平保持较低水平ꎬ 劳动者有健康保险占比 ６１％ 、 工伤保险 ２１％ 、 失业保险 １６％ 、 有养老金

３５％ ꎻ 微任务平台劳动者的时薪 ４ ５ 美元也远低于美国联邦最低时薪 ７ ２５ 美元的标准ꎬ 考虑到有偿

工作时间 (实际工作) 与无偿工作时间 (寻找任务、 获得资格证书、 与客户交流并评论、 最终没有

提交的无报酬的工作任务)ꎬ 每小时收入则降至 ３ ３ 美元⑥ꎮ 数字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也是美国财富

分配格局的缩影ꎮ 截至 ２０２２ 年第 １ 季度ꎬ 依据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发布的家庭收入水平与财富百分

比数据计算ꎬ 最富有的 １％ 美国人净资产总额是 ４４ ９２ 万亿美元 (占财富总额 ３１ ８％ )ꎬ 最贫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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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美国人净资产总额是 ３ ９２ 万亿美元 (占财富总额的 ２ ８％ )①ꎮ
资本主义本身固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与剥削性生产关系决定了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ꎬ 资本主导

的财富分配格局决定资本主义 “支配—被支配” 的社会结构ꎮ 同时ꎬ 资本主义利用数字技术壁垒强

化经济分配不平等关系ꎬ 加速技术财富权力集中ꎬ 数字鸿沟、 脱实向虚、 产业空心化ꎬ 造成传统产

业和实体经济的就业岗位流失ꎬ 附着在产业结构变化之上的中产阶级规模快速萎缩ꎬ 资本主义社会

向 “沙漏型” 两极社会形态转变ꎬ 引发新的社会、 民主危机ꎮ 近年来西方社会发生的 “占领华尔

街” 运动 (阶级对立)、 “弗洛伊德” 事件 (种族对立)、 美国国会暴乱 (政治对立) 等社会抗议运

动此起彼伏ꎬ 映射出经济上的贫富分化、 社会上的阶层隔离已经扩散传导至政治领域ꎬ 美国越来越

陷入两极对立的社会危机之中ꎮ

五、 结　 语

２１ 世纪步入数据时代ꎬ 数字作为这个时代的核心资产ꎬ 成为资本竞相掠夺的目标资源ꎮ 数字资

本基于算法技术和平台组织ꎬ 实现了对数字资源的剥夺占有ꎬ 在推动数字资源的商品化和资本化过

程中实现了资本积累ꎮ 随着资本积累过程的深化ꎬ 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矛盾不但没有得到解决ꎬ 反

而愈加扩大累积ꎬ 在生产、 交换、 分配、 消费各个环节中以新的具体形式呈现出来ꎬ 在未来的某个

时刻ꎬ 在更大的范围只会以更普遍的经济、 社会危机形式得到强制解决ꎮ 因此ꎬ 资本主义必然走向

灭亡ꎬ 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ꎮ
政治上的坚定源自理论上的清醒ꎬ 在批判资本主义新变化中应深化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

识ꎮ ２０１２ 年以来ꎬ 中国数字经济总体规模连续位居世界第二位ꎬ 发挥着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

引领支撑作用ꎮ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 建设数字中国ꎮ 新的经济形态需要良好的

制度支撑ꎬ 我们应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ꎬ 引导数字经济健康发展ꎻ 坚持人民至上的基

本立场ꎬ 实现全体人民的数字收益共创共建共享ꎻ 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ꎬ 释放数字技

术对解放、 发展生产力的重要作用ꎮ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不仅长于宏大叙事ꎬ 关注抽象理论研究ꎬ 更善于对现实问题的本质

解析ꎮ 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分析框架是建立在机器大工业生产基础之上的ꎬ 但对于数字经济时代的

数字资本主义问题分析依然具有非凡的透彻性和预见性ꎮ 本文应用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研究框架ꎬ
分析了技术变迁背景下数字资本积累问题及其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潜在危机的作用影响ꎬ 这有利

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具体化ꎬ 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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