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教学                                                                                          

 127 

新时代劳动者理论意涵及其实践路径 

檀向群 

（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000；池州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安徽池州  247000） 

摘  要：新时期产生新型劳动者，劳动者需要正确解读时代命题，主动回应党和国家的召唤，深度思考在新时期的劳动者应该
是什么样的。如何才能做好新时期劳动者？广大劳动者应发扬勤劳苦干的精神，接续奋斗，开创美丽劳动新时代，为实现人民共同
富裕和中华民族复兴伟大梦想而接续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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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党和国家在新时代建设与创造

的依靠力量和强大优势，历史和实践共同见证了全体劳动者在
社会主义社会革命和建设时期取得的伟大成就。十八大以来，
尤其是十九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劳动者在党和国家事
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二十大报告中特别提到要继续弘扬劳动
精神，尊重一切劳动，鼓励全体人民通过勤奋劳动成就自身发
展，实现共同富裕，打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发展新天地。
如何解读时代命题，成为新时期一名合格的劳动者，是全体人
民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这一新的历史阶段任务的积极回
应和主动解答。 

一、什么是劳动者 
（一）劳动者群体的历史划分 
“劳动”一词历史悠久，有多种释义。初见于《周易》坎

卦，以其北方水象动而不止喻为劳作之意，[1]后引申为农业生产
[2]、辛勤劳动[3]、身体活动[4]等涵义。传统文化语境中，劳动多指
与脑力劳动相对应的体力劳动。二十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科学
劳动思想开始传入中国，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学论述，重
新唤起人们对劳动这一概念的考量与反思。 

“劳动者”是一个外来词，是对具备生产能力，以从事生
产获取收入的人的统称。劳动者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和社会属
性，不同年代不同语境下所指的群体也不同。劳动者最早出现
在国内报刊上是指以体力劳动为生的人。[5]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
笔下的劳动者也有着不同的群体对象。比如《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的“劳动者”，[6]《国家与革命  马克思关于国家的学说与无
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的“劳动者”，[7]《纠正土地改革宣传
中的“左倾”错误》中的“劳动者”[8]都特指出卖劳动力的人民。
随着时代发展，国内劳动者群体的划分不断发生改变。新民主
主义革命时期，劳动者指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
游民无产者。[9]大生产运动时期，劳动者包括抗日根据地的一切
党政军民学力量。解放战争时期，劳动者是无产阶级、农民、
独立劳动者（独立工商业者、自由职业者及脑力劳动的知识分
子）[10]。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科技人员纳入了劳动者群体，[11]

从事体力劳动的和从事脑力劳动的工作者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
劳动者[12]。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期，全体人民[13]、全体社会成员
[14]都是劳动者。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时期，全体中华儿女[15]

都是劳动者。 
（二）劳动者的政治属性 
劳动最初是不具备政治属性的，从事劳动的人也没有特定

的阶层。春秋时期虽有“劳心者”与“劳力者”之说，但社会
皆以劳为美，以逸为恶。[16]战国时期从事劳力的农工商者被认
定是小人。[17]东汉时期劳动者群体进一步固化为用体力做事的

人[18]，劳动失去了其原有的价值和意义。直到新的劳动产业的
兴起快速消解了传统社会结构，工人和农民走上了政治舞台成
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翻身做了国家的主
人。新时期，劳动者依然与中国共产党同呼吸共命运，党永远
是劳动者的先锋队和领路人，劳动者永远是党的拥护者和支持
者。 

（三）劳动者的价值属性 
当下，社会生产力没有完全释放，体力劳动者所占比重依

然较大[19]。由于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的收益差距明显，社
会价值导向向脑力劳动者倾斜，导致社会上“苦事不想做，轻
事做不来”的现象普遍存在。劳动时间要求劳动者权益基本平
等。马克思说过“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的价值决定的”，[20]而劳
动价值是由“耗费于、体现于、凝固于该商品中的相应的劳动
数量或劳动量决定的”，劳动者投入到劳动过程中的时间是测量
商品劳动量的价值准绳。[21]劳动时间作为“活的劳动”方式[22]

存在于商品之中，属于劳动者的不可再生资源，在劳动价值上
理应有着更合理的分配方式。 

二、新时代劳动者的根本要求 
新时期劳动者需要站好政治关、把好思想关、守住初心关、

练好技术关，做一名名副其实的新时代劳动者。 
（一）把握时代大势 
新时代劳动者要善于使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对

时代变化与发展保持较高的敏锐力和觉察力，理性看待时代机
遇与挑战。在巨大的历史成就面前，保持清醒头脑，积极思考，
努力探索，为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寻求破解之道。 

（二）较高思想素质 
坚定的政治信念为新时代劳动者保驾护航。新时代劳动者

要有高度的政治自觉、政治自信、政治自强，要始终坚守对党
忠诚的政治初心，坚定地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持续深化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为什么好的思考和认识。新时代劳动者不仅在政治上忠诚，
还要在思想上干净。要敢于内观、敢于自我批评，保持思想上
常清常新，做一名纯粹的时代新人。面对各种非主流思潮、复
杂的社会现象敢于斗争，经受得住各种诱惑和考验，坚守底线，
做一名不负于党、不负于国家的新时代劳动者。 

（三）坚守初心使命 
“民生在勤，勤则不匮。”中华民族是勤于劳动、善于创造

的民族。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历史的辉煌；也正是
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今天的成就。[23]新时代劳动者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和建设者。劳动是人民的底色，无论
时代如何改变，劳动的底色都不能褪色。每一位劳动者都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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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底色，用习近平劳动思想武装自己，用劳动精神锤炼自己，
用劳动智慧成就自己，在新征程中不断总结经验、凝聚智慧、
实现自我、创造未来，用劳动的智慧和汗水开辟出一条中国式
共同富裕之路。 

（四）过硬的专业素养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礼赞劳动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

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根本上靠劳动、
靠劳动者创造。”通过劳动实现创造，而创造的前提在于劳动者
个人的专业素养。“一勤天下无难事。”勤能生巧，勤能生慧。
新时代劳动者要具备扎实的理论知识、熟练的操作技术、蓬勃
的工作热情和良好的职业修养。 

新时代劳动者要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学会用两条腿
走路；新时代劳动者要弘扬斗争精神，要有愚公移山的勇气和
决心；新时代劳动者要有自我革新的本领；新时代劳动者还要
有清晰的价值观，要明白个人的价值只有在为党和国家事业奋
斗中才能体现的道理，只有实现“大我”的繁荣昌盛，才能成
就“小我”的人生价值。 

三、新时代劳动者的养成和践行 
新时代劳动者的养成需要全社会各方力量的共同支持，在

社会中营造全民劳动氛围，树立全过程劳动意识，形成终身劳
动习惯。 

（一）营造全民劳动氛围 
劳动是人的本质特征，成为一名劳动者是人与生俱来的本

能，也是社会赋予的一项基本权利和义务。进一步完善和健全
劳动法规为全民劳动提供保障。在党和国家新的历史跨越阶段，
全体中华儿女都有主动投身到党和国家事业建设中进行劳动的
权利和义务。要进一步健全劳动者权利保障法规和机制，加大
对社会劳动的监督力度，在全社会消除影响劳动权利平等实现
的不合理限制和歧视，让人人享有公平劳动的权利。进一步宣
扬和引导全民劳动，消除社会负面影响。改变劳动作为惩罚手
段与方式的隐性心理阴影，纠正传统的劳动教育方式，破除陈
旧的不正确的劳动观念和行为，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家庭和
个人主动参与的劳动新气象，让公平劳动、主动劳动、自主劳
动在全社会积极传播和弘扬。 

（二）树立全过程劳动意识 
全过程劳动，是指劳动者全程参与商品生产过程，使得商

品价值与劳动价值基本相等的行为过程。在不断实现共同富裕
的进程中，劳动者的待遇将不会有大的差别，全过程劳动不以
获取利润为目的，纯粹劳动将会成为社会普遍现象，这时，全
过程劳动则体现为劳动者对劳动过程的享受，着重于劳动过程
中的体验和感觉。由此产生对劳动本身的执着力、专注力和持
久力将会大大提升，从而促进社会生产活力迸发，进一步推进
高质量发展。纯粹的劳动也将会成为一门学问和艺术，劳动美
丽将成为社会普遍共识。 

（三）养成终身劳动习惯 
劳动创造了人本身，[24] 并成为人们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方式

和价值本源。终身劳动习惯不仅有益于青少年情志的开发，还
有助于老年群体的身心健康。研究表明劳动参与行为一定程度
上能够提升退休老年群体的自评健康，日常生活能力及改善老
年群体慢性患病情况起到积极促进作用[25]，几乎所有类型劳动
参与都显著增加了老年人的积极情感[26]。 

终身劳动习惯的养成，要求新时代劳动者具备不断创新的
能力，以适应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快速发展的社会生产力需要，
劳动将会以不同于过去的常见形态出现，并且产生出新型劳动
业态和新型劳动者。劳动者需要主动打破思想藩篱，深化劳动

认知，活化劳动形态，不断实现劳动创新，将终身劳动观念深
植入心，化为向外探索的行为习惯，突破自我限制，实现人的
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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