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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及其现实意义的研究
刘　军

（包头师范学院，内蒙古 包头 014030）

摘要：自十八大以来，有关热爱劳动、崇尚劳动、劳动最光

荣的理念便逐渐在全国范围内铺开并且得到了各界人士的广泛关

注。本文主要就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创新的主要内容及其历史意义、

当代价值展开深入探讨与详细阐述，一方面有利于赋予马克思主

义劳动观新时代意义与使命，另一方面将为全面继承与发扬马克

思主义劳动观内涵，帮助人们对劳动有正确了解认知奠定坚实的

基础，希望能够真正为当代大学生以及其他人民群众树立正确的

劳动价值观、针对性解决劳动问题贡献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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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人类诞生的那天起，劳动便作为一种特殊的运动伴随着人

类发展，劳动使人快乐，是新时代劳动观所倡导的主要理念。众

所周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是马克思的两大伟大发现，很多

学者认为，劳动是贯穿这两大发现的重要桥梁。因此，马克思主

义劳动观便成了当前研究的重心，其现实意义直接影响着当代人

民群众劳动观建立的正确与否。希望本文的研究为我国构建和谐

劳动关系真正提供切实的理论与实践指导。

一、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创新的主要内容

21 世纪是我国经济迅猛发展的关键时期，随着我国社会开放

程度越来越高，市场经济在给人民群众生活带来活力的同时反而

进一步削弱了人民群众对劳动的重视，各种不尊重劳动的行为层

出不穷。高校大学生处于物欲横流、利益催动的社会大环境中，

有时候很难不被影响与感染，渐渐地，在耳濡目染之下，部分大

学生很可能会丧失各种明辨是非的能力，最终导致轻视劳动、过

分追求眼前利益的思想与行为屡见不鲜。在此背景下，国家有必

要全面创新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主要内容，并且在把握马克思主

义立场、观点以及方法的基础上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且先进的劳

动观念，以便为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现实意义的凸显创造有利条件。

（一）劳动主体论

广大人民群众是劳动的主体，从始至终，国家都将人民群众

的利益放置于首位，以人民群众实现美好生活为主要奋斗与发展

目标，创造性地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与此同时，

国家通过各种途径也在积极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充分发挥出主观能

动性投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劳动实践中，进而形成了一系

列关于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创新的新思想与新理念。具体说来，主

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尊重新时代不同劳动者的劳动。随着社会进步，相较

于以往单一的劳动主体，新时代各种新兴产业以及劳动者应运而

生，层出不穷，不管劳动主体还是劳动形式都呈现出来多样化的

特征。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尤其强调劳动者的平等，切记

不可以将职业划分为三六九等，每一份职业都有其存在的必然性

与价值，都值得被我们尊重。这种新理念、新思想从根本上扭转

了部分过时的劳动观念，由此形成了一系列崭新的新思维、新论断，

格外凸显时代性与先进性。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在先进科学技

术的带动下，催生了一系列新型劳动者，如外卖员、快递员、网

店店主、网络博主、代驾司机、家政服务人员等，他们同样在通

过辛勤的双手创造财富，他们是新时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

必然不可忽视。

其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人民为中心，不应仅仅

停留于响彻全国的口号，更应将其与实践紧密结合，劳动与人之

间的关系密不可分，不管从国家、社会还是劳动者自身的角度出发，

以人民为中心，都应成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以及落脚点，以便始

终为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更新与发展提供指引。

（二）劳动创造论

在新时代背景下，在传统马克思主义劳动创造价值理论的基

础上，国家应立足新时代、新背景创造性地重新审视劳动价值，

科学审视劳动创造价值这一崇高地位。劳动创造价值、劳动创造

财富，有利于从根本上扭转社会对劳动问题的种种误解，同时进

一步夯实劳动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地位，有利于规范人民群众的

价值导向。

例如，新时代应鼓励劳动人民创新，充分调动起来他们劳动

创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尤其应强化他们对科技创新的重视，切

实推动科技兴国战略有效落地实施，进而为劳动领域创新发展提

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源泉。

（三）劳动教育论

新时代的劳动教育旨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综

合型人才，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应贯穿高校教育，其有着跨越时空

的现实意义。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劳动教育主要包含劳动观教育

以及劳动实践教育两个方面。其中，劳动观教育主要指的是引导

学生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形成正确的劳动态度，唯有尽可能多

地丰富他们的劳动情感，才有利于促使学生以及其他劳动主体全

身心地投入到劳动实践中，尽情享受劳动带来的快乐与幸福。劳

动实践教育则是劳动教育的根本途径，是理论结合实践的根本需

求，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素质与技能水平。

（四）劳动环境论

当前，绿色发展理念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深化与发展，绿色

发展的劳动理念便是劳动环境论的主要内容。劳动环境论是马克

思主义劳动观创新的延伸与发展，它主要回答的是人与人和谐发

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主要问题，直接关系着人民幸福、社会

稳定，同时对于国家长治久安也能发挥出积极效应。例如，针对

高校大学生，从某种程度来看，大学生的劳动风尚决定着未来社

会的直接走向。照此看来，家庭、学校以及社会等多方应携手开

展大学生劳动实践，从根本上抵制大学生喜好攀比或者崇尚不劳

而获的行为与思想，帮助他们建立正确的劳动观，树立崇高的劳

动信念，最终为劳动新风尚发展储备雄厚的后备力量。

二、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历史意义与当代价值

（一）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历史意义

1. 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

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形成主要由“商品”入手，进而一步步

创建了“剩余价值论”，“剩余价值论”便是马克思主义劳动观

的主要理论组成内容之一，该理论的提出也标志并且揭示了资本

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由此看来，科学分析并且领悟剩余价值论内

涵的前提就是要正确认识劳动，尤其是剩余劳动，唯有如此，才

能灵活联系剩余价值论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并且找出二者

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

2. 确证了劳动者历史主体地位

唯物史观在诞生之前，唯心史观一直在社会历史观中占据着

统治地位，唯物史观彻底否定了唯心史观，真正且科学地揭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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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主体。马克思创建唯物史观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劳动观

的可持续发展。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劳动观揭示了劳动的重要性，

满足了人民群众的生存性，简言之，只有生命个体的存在，才会

有社会的存在，继而才能够促进人类社会的长远发展。另一方面，

立足社会发展规律，进一步揭示了推动社会发展以及前进过程中

生产力的关键作用，而生产力的主要来源为人民群众的劳动合力。

除此之外，腐朽落后的政权最终被推翻从根本上依赖的还是劳动

人民的力量，正是由于广大人民群众合体之后形成的磅礴力量，

新中国成立目标才得以实现，人民群众才看到了胜利的曙光。最后，

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科学且系统地揭示了劳动

创造价值的独特内涵，劳动者是创造社会财富的根源。由此看来，

劳动者的历史主体地位与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

正是因为我国始终坚持劳动者的主体地位，“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才得以成立。劳动者作为国家的主人翁，

他们不仅可以行使监督的权利，而且还可以参与到国家以及社会

治理的全过程当中，人民当家做主不再只是一句空话，反而落实

于实践当中。

3. 为广大劳动人民指明奋斗目标

从宏观角度出发，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为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指

明了两个重要的奋斗方向。其一，通过剩余价值论揭示了资本家

怎样进行对劳动者的剥削，消灭剥削，是广大人民群众内心的呼喊，

也是他们真切的愿望，只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可能真正实现

历史赋予无产阶级的特殊使命。其二，新社会主张人人平等，先

进的科学技术、发达的教育思想、美丽的生态社会是新社会的现

实写照。尤其是在新社会中，大家可以共享劳动成果，通过齐心

协力共同创造美丽新世界，最终可能会创造历史。从古至今，在

历史长河之中，我国已经基本实现了第一个奋斗目标，一代又一

代的劳动人民正在前仆后继向着第二个奋斗目标前进。由此看来，

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在为人民群众指明奋斗途径的同时也进一步确

立了奋斗目标，意义深远。

（二）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当代价值

1. 树立正确劳动价值观

从经济学层面出发，劳动价值观主要指的是劳动可以创造价

值，简言之，唯有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合二为一，才能创造财富。

我国之所以能够从根本上摆脱落后的局面，跃居为世界上最大的

发展中国家，究其根本原因，离不开从历史到现在一代又一代劳

动人民的艰苦奋斗。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仅仅依靠一小部分人的

劳动也很难打造如今局面，唯有所有劳动人民团结一心，汇聚庞

大的中国力量，才有可能实现这一宏伟目标。

正确的劳动价值观，主要指的是我国所有劳动人民群众应尊

重劳动，崇尚劳动，努力成为新时代背景下合格的劳动者。这一

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家庭、学校、社会以及个体的通力合作。以学

校教育为例，无论是高校还是其他学校，都应加强对学生的劳动

教育，特别应科学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让劳动最光荣、

劳动最美丽、劳动最伟大之风在校园的每个角度盛行。教师应为

学生劳动努力搭建实践平台，同时还应注重校园劳动文化建设。

2. 科学推进劳动教育

21 世纪，劳动教育的重要性越发凸显，以马克思主义劳动观

为指导推进劳动教育，是适应时代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全

面提升我国劳动者综合素质的内在需求。另外，不难发现，当下

部分高校学生的劳动意识薄弱，不会劳动、不想劳动的消极现象

日益显现，尤其受到应试教育理念的影响，劳动教育正在被逐渐

淡化、弱化，非常不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与长远发展。因此，科

学推进劳动教育，已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首先，学校应适当增加劳动课程的比例，并且定期组织开展

丰富多彩的劳动实践活动，鼓励所有学生积极参与，如慰问劳动。

其次，学校或者班级应尽可能多地组织一系列劳动竞赛、劳动演

讲等活动，在强化学生劳动意识的同时还能进一步丰富其劳动知

识。最后，高校应鼓励学生在校期间除了要取得个人专业领域相

关证书之外，还应广泛涉猎其他领域，争取获得更多的职业证书、

技能证书。总而言之，高校应时时刻刻将劳动教育思想与内容渗

透于日常教育教学的全过程中，帮助学生养成良好且高尚的劳动

思想、劳动道德以及劳动品质。

3. 推动劳动形式创新

关于科学技术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早已经对此做出

了阐释。当前，伴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自动化等新兴技术的

发展与广泛应用，各类新鲜元素不断涌现，他们逐步渗透于经济

市场内部，致使劳动形式变得更加多元化。毋庸置疑，创新型劳

动已经慢慢成为 21 世纪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劳动形式。

首先，基于剩余价值理论，在创新型劳动的成果下，可以将

体力劳动转向智能机器、自动化技术等方面的劳动，如此有利于

大大减轻人的劳动负担。另外，创新型劳动的发展带动着我国科

学技术在逐步向着更加先进的方向迈进，尤其是核心技术的研制，

加快制造业转型与升级，有利于我国早日实现由“制造大国”转

变为“制造强国”的目标。

其次，高校应格外重视不同形式的劳动教育，通过多种途径

刺激大学生的创造性，最大限度地激发他们的创造性思维，培养

他们敢于质疑的批判精神。

4.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人与社会共同发展才有利于构建更加和谐的劳动关系，作为

生活于社会中的劳动者，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势必需要与时俱进、

开拓创新，只有自身不断进步，才能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快速发展。

首先，法律是捍卫劳动者权益的根本武器，是构建人与人、人与

社会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保障。其次，加大力度投入教育经费，

并且善于通过多种途径收集资金，以进一步培养学生敢于拼搏、

敢于创造的劳动品质，提升其劳动实践能力，进而为促进个人与

社会的协同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对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创新内容、历史意义

以及当代价值进行了深入剖析，实现了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劳动观

的突破，建立了对劳动的全新认识。在全国劳动人民共圆“中国梦”

之际，希望为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提供更多帮

助，全面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的和谐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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