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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通信和数字媒体的高速发展下,数字劳动渐趋成为
不可或缺的劳动形式。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劳动”更是一
个新的时代课题。当前从数字劳动形式中分析劳动价值论[1]；
将数字经济的价值本体从一般交换价值中分离出来[2]；西方学者
围绕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劳动是否存在剥削[3]等展开研究。本文
运用可视化分析软件，通过科学知识图谱分析对“数字劳动价
值论”的热点、趋势。

1　数据来源与研究工具
研究文献来自 CNKI，通过高级检索方式，分别设置主题

为“数字经济”、“数字劳动价值论”，时间为 2 0 0 9 年 2 月
至 2020 年 12 月，共检索出 97 条结果。对检索出的文献数据
进行筛选，最终得到 85 篇有效文献作为分析样本。

本研究使用陈超美博士所开发出的知识图谱绘制工具
CiteSpace，对关键词、作者、机构作为网络节点分别进行文
献词频统计和知识图谱分析。

2　研究基本情况分析
某一研究主题的热度及其变化情况可以通过相关主题的发文

量反映，通过计量统计，2009年——2021年“数字劳动价值论”
的发文量情况呈现逐年递增，2009年该主题发文仅为1篇，2020
年全年发文量为38篇，近几年发文量增速快，说明数字经济时代
的数字劳动价值论的研究开始成为新时代发展的新课题。

通过对来源期刊情况分析，研究主题的分布领域和该领域来
源刊物的水平及特点，可以为研究走向提供依据。CNKI数据库中
发表关于“数字经济”、“劳动价值论”的相关期刊、文献共包含发
文机构64个，研究机构多集中在高校和社会研究中心，其中中国
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发文量最多，共计12篇。

借助CiteSpace对“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劳动价值论”核心研
究成果的关键词共现情况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显示，关于“数
字经济时代数字劳动价值论”的主题研究中，数字劳动（42次）、
劳动价值论（13次）、数字经济（16次）、人工智能（16次）等
关键词出现频次较多且中心度较高，研究关键词所包含的内容相
对较为集中。

3　研究热点及趋势
3.1　研究热点
研究热点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整个学科领域的研究动向。

通过关键词聚类分析，显示聚类图谱以“数字劳动”为核心，主
要向7个研究热点方向发散，包括“区块链”、“人工智能”、“数
字经济”、“受众商品论”、“异化劳动理论”、“互联网时代”。可
以将这些研究热点归结为两方面：

一是，经济形态的变革随着每次新的生产要素的产生和发
展发生，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经济形态的变革，生产要素也随之
产生变革。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进入了万物互联时代，信息
通讯技术不断发展，催生出了大数据这种新的生产力的出现，
信息传输的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迸发强大的生机与活力。
资本循环方式，商品、货币流通方式颠覆了传统的形式，劳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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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代化信息和通讯技术不断发展，是全球经济发展和社会向数字经济时代迈进的助推器，在数字经济时代的推动下，

“劳动”渐趋数字化，数字经济时代的劳动价值论成为必要的时代课题。可视化计量结果显示该研究当前存在发文量较少、发文机

构、研究热点较集中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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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要素也随着数字时代被“数字化”，国民结构也随之发生改变。
二是，“资本家通过积累利润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随着资

本的不断积累，资本家逐渐改变了获取剩余价值的方式，通过革
新技术、改进生产方式等措施不断获取相对剩余价值”[4]。而随
着现代数字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数据作为一种创造价值的新
形式成为了替代纯体力劳动的一种关键生产要素，帮助企业获
取主要利润。所谓的数字劳动是指智力成果依靠数据信息构成
的无形资产，以数据信息、数字技术和互联网为支撑，囊括
工业、农业、经济、知识、信息，存在一定空间，消耗人
们时间的数据化、网络化工作形式。

3.2　研究趋势分析
突变分析代表在特定的时间段内，某一关键词出现的频次

及其急剧变化情况。对关键词进行突变分析有利于对文献进行
可视化分析以达到对热点前沿的预测。关键词突现结果显示，
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2009 年兴起阶段和2015 年以后。在兴起
阶段，关于“数字经济”、“数字劳动”的概念首先是在国
外学术圈引发讨论，尤其是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学
界开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对数字资本主义的历史和理
论进行了探讨和阐释，他们通过讨论劳动价值论，聚焦到数字劳
动这一更为具体的问题上。近几年，我国开始构建数字经济发展
的稳健环境，学界对我国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后数字劳动的研究也
急剧增加，关键词多集中在“劳动价值”、“人工智能”、“社交媒
体”，为数字经济发展新态势做出新研究，探索新思路。

4　结论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劳动的出现是互联网高速发展和数字信息

技术不断革新的大势所趋，通过对该主题研究现状及热点分析，
我国关于“数字经济”、“数字劳动”、“劳动价值论”的研究一直
呈现上升趋势，但发文量较少、研究机构之间缺乏交流与联系、
研究热点较为单一，需在未来研究中进一步加强合作，拓宽研究
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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