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编号：２０９５－０３６５（２０１０）０３－００１６－０４

劳动者素质技能提高

对异化劳动的创造性毁灭

肖　潇

（中央民族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摘　要：否定之否定规律是世界联系和发展的基本规律，它从总体上揭示了事物发展的辩

证过程。然而，在异化劳动对其自身的否定过程中，劳动者有意识、有目的提高自身素质技能

的活动积极，能动地推进了异化劳动的发展与消亡，使其不再仅仅表现为一种自然过程。其

中，科技劳动与教育劳动是提高劳动者素质技能的主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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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异化劳动学说是马克思早期经济理论的核心

部分。经过马克思十几年的探索与改造，异化劳

动学说发展为剩余价值理论，成为了整个马克思

主义经济学的精髓。单就异化劳动学说而言，虽

然它未曾完整地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规律，
但从异化的角度出发，结合辩证法中否定之否定

的规律来探讨劳动在不同社会制度下具体发展历

程与演进趋势，仍具有重要意义。同时，通过异化

劳动的研究，也会对否定之否定规律给以一种新

阐释，丰富其内涵。

一、异化劳动的产生、发展与消亡符合

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基本特征

否定之否定规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关

于世界联系与发展的三大基本规律之一。与量变

质变规律、对立统一规律相比，否定之否定规律从

总体上揭示了事物发展的辩证过程，因此更具有

综合的性质。否定之否定规律表明，任何肯定自

身存在的事物内部都包含着否定的方面，由于这

一否定方面的作用及其发展，使事物转化为自己

的对立面，由肯定达到对自身的否定；而后，再由

否定进到新的肯定，即否定之否定，使事物的运动

变化发展 呈 现 为 螺 旋 式 上 升 或 波 浪 式 前 进 的 过

程。
在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劳动表现 为 三 个

不同的发展阶段：原始的自然状态下的劳动、异化

劳动与自由和解放的劳动。原始的自然状态下的

劳动存在于原始社会中，劳动者占有全部劳动产

品并主导生产过程，劳动手段从属于劳动者本身，
不存在剥削与压迫。异化劳动存在于整个阶级社

会之中，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表现得最为典型，是对

原始的自然状态下的劳动的异化、进而否定。首

先，异化劳动的直接结果是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

异化，这是对原始的自然状态下的劳动中劳动者

占有全部劳动产品的否定。马克思曾有论断：“资
本主义的大量经济事实“无非是表明：劳动所生产

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
作为不 依 赖 于 生 产 者 的 力 量，同 劳 动 相 对 立。”
［１］劳动者创造出劳动的产品这一对象却“表现为

对象 的 丧 失 和 被 对 象 奴 役，占 有 表 现 为 异 化、外

化。”［１］其次，异化劳动造成劳动者 与 生 产 过 程 相

异化，这是由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异化所决定的，
是对原始的自然状态下的劳动中劳动者主导生产

过程的否定。劳动者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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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被迫的强制劳动。”［１］“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

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

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２］再

次，异化劳动进一步使劳动者个人与人的类本质

相异化，这是对原始的自然状态下的劳动中劳动

手段从属于劳动者本身的否定。异化劳动从劳动

者手中剥夺了劳动产品，使劳动者从属于生产过

程，因此，人的类本质由于异化而改变。“无论是

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 能 力———变 成 对 人 来

说 是 异 己 的 本 质，变 成 维 持 他 的 个 人 生 存 的 手

段。”［１］最后，异化 劳 动 的 归 宿 是 人 与 人 相 异 化，
这是对原始的自然状态下的劳动中不存在剥削与

压迫的否定。“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

他人相对立。凡是适用于人对自己的劳动、自己

的劳动产品和对自身的关系的东西，也都适用于

人对他人、对他人的劳动和劳动对象的关系。”［１］

然而，异化劳动在否定原始的自然状 态 下 的

劳动的同时，也在否定它自身，特别是随着生产力

的提高与社会制度向更高层次的演进，这种否定

就愈显著。当共产主义社会到来时，阶级将最终

消亡，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成为现实。劳动产品

将重新归劳动者所有，劳动者对生产过程各尽所

能，实现自主、自由的控制，劳动手段将重新从属

于劳 动 者 本 身，一 切 剥 削、压 迫 被 共 同 富 裕 所 取

代，从而彻底完成自由和解放的劳动对异化劳动

的否定，实现否定之否定。劳动的自由和解放，是
劳动异化的对立面，是在异化劳动对原始的自然

状态下的劳动的否定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是

否定异化劳动自身的因素，也是推动异化劳动发

展并最终消亡的因素。

二、劳 动 者 素 质 技 能 提 高 是 否 定 异 化

劳动的根本动因和动力

劳动的自由和解放，不可能依赖自然的力量，
只有靠劳动者自身的力量来完成。劳动的自由首

先是劳动者的自由，只有劳动者的自由才能带来

占有自己劳动产品、主导生产过程的自由；劳动的

解放首先是劳动者的解放，只有劳动者的解放才

能挣脱生存手段的束缚、终结剥削与压迫的社会

关系。否定异化劳动，从而以自由和解放的劳动

终结异化劳动的历史任务，必然会落到劳动者肩

上。在这个过程中，劳动者又必然会采取这一形

式，即通过否定劳动者自身来使自己达到自由、解
放和全面发展。这个否定是辩证的否定，是劳动

者对自己的扬弃与升华，又必须依靠劳动者素质

技能提高来实现。
异化劳动否定自身的过程，不是自然地、机械

地否定，更不是消极地、被动地否定，而是以劳动

者主体地位为前提下能动地、积极地否定，这个否

定是对异化劳动的毁灭，是劳动者有意识、有目的

的活动，是一种“创造性毁灭”。否定异化劳动的

根本因素，就是劳动者素质技能提高。劳动者素

质技能的提高，在低级阶段主要是为了适应生产

过程发展与自身生存与发展的要求，在高级阶段

则逐渐将其融入到改造生产过程、实现自己解放、
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活动当中。

劳动者素质可以细分为身体素质、技能素质、
科学文化素质与思想道德素质。其中，身体素质

是基础，它包括生理构成的各项指标、健康状况、
寿命、体能等；技能素质是主体，技术应用能力与

技术创新能力；科学文化素质是主导，包括受教育

程度、科 学 知 识 与 人 文 知 识；思 想 道 德 素 质 是 灵

魂，包括价值 观、思 想、道 德、意 志、精 神 状 态 等。
身体素质是技能素质、科学文化素质与思想道德

素质发挥的前提和载体，任何技能素质、科学文化

素质与思想道德素质在生产中的发挥必须与劳动

者的身体素质相结合。技能素质是科学文化素质

与思想道德素质在生产过程中的具体表现，是与

生产活动最为密切相关的素质。科学文化素质是

技能素质的源泉，又是生产活动中技能素质的结

晶。思想道德素质的作用则是潜移默化的，它对

身体素质、技能素质、科学文化素质的形成和运用

起着积极地引导作用，是身体素质、技能素质、科

学文化素质的升华。劳动者的四项基本素质，在

不同的历史阶段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在原始的

自然状态下的劳动阶段中，身体素质在生产中起

着决定性，技能素质极为次要，科学文化素质与思

想道德素质则更为低下。在异化劳动阶段，身体

素质在生产中仍旧占有重要地位，但技能素质在

生产中的地位不断增强，并在大多数生产领域中

取代身体素质成为主要决定因素。科学文化素质

的作用也开始日益显现，与技能素质的交互作用

不断增强。特别是在第三次科技革命之后，科学

文化素质对劳动者的影响，从而科学文化对生产

力的影响得以空前提升。劳动者的技能素质中，
渗透着越来越多科学文化知识的作用。同时，思

想道德素质也得到了很大程度发展，对生产活动

的引导也愈加显著。为了强调技能素质在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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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身上的主要地位，有必要把它单独从劳动

者的思想素质中提取出来，置于劳动者素质之后，
单独进行分析，形成了“素质技能”的概念。［２］

技能，即技术能力，包括技术应用能力与技术

创新能力。技术应用能力是低层次技能，在早期

生产活动中和制造部门中占据主要地位；技术创

新能力是高层次技能，是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

提高所引起的，在现当代生产活动中和研发部门

中占据主要地位。技术应用能力与技术创新能力

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技术创新能力是技术

应用能力的来源，并指导技术应用能力的发挥与

改造；技术应用能力是技术创新能力实现的途径，
也是沟通技术创新能力与生产活动的桥梁，在技

术应用能力的实现过程中，同样会产生技术创新

能力。技术创新能力与技术应用能力相结合是当

代社会化生产的一个突出特征。在当代的生产力

水平下，技术创新能力的作用不断增强，劳动者既

要具备基本的技术应用能力，又要不断提升技术

创新能力，这样才能提升自身的综合技能素质。
强调劳动者的技能素质，不意味着科 学 文 化

素质与思想道德素质的作用是不显著的。劳动者

的技能素质的发挥很大程度上受到二者制约，而

且，落后于劳动者技能素质发展的文化素质与思

想道德素质对生产活动会起到很大的阻碍作用。
同样，片面强调科学文化素质与思想道德素质的

重要 性，忽 视 技 能 素 质 的 培 养 同 样 是 一 个 误 区。
只有全面提高劳动者的各项素质，使身体素质、技
能素质、科学文化素质、思想道德素质协调发展，
才能够实现劳动者素质技能真正意义上的提高。

千百年来，劳动者素质技能提高一方 面 创 造

出越来越丰富的物质与非物质产品，变革着社会

生产力；另一方面不断进行着对异化劳动的否定，
通过自己身份的转变，变革着社会生产关系。劳

动者素质技能提高，不仅仅代表了自身生产能力

的提高，更是一种对劳动的异化关系认识的深入，
从而一种对自己所属阶级自由而解放的觉醒。伴

随着人类进入资本主义，迎来文明高度发达的时

代，劳动者已经具有了鲜明的阶级意识，具有了为

争取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奋斗目标。他们要做

的，也不再仅仅是改善自己的生活水平或者单纯

改变自己的身份，而是要以革命的方式结束人剥

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劳动者的素质技能，通过

生产过程的历练，通过对异化劳动的再生产，会提

高他们对异化劳动的认知和理解程度，从而唤起

他们与剥削阶级斗争勇气，磨砺他们的斗争意志，
增长他们的斗争经验，最终通过消灭剥削阶级实

现劳动的自由和解放，并通过自由和解放的劳动

实现对异化劳动的彻底否定。

三、科技劳动、教育劳动是提高劳动者

素质技能的主要方式

提高劳动者素质技能必须要解决两 个 问 题：
一是为素质技能提高创造空间，也就是充实劳动

者素质技能的内容，这主要依靠科技劳动来解决；
二是将新的素质技能传授给劳动者，使他们能够

及时、准确掌握，这主要靠教育劳动来解决。
科技劳动，就是从事科学与 技 术 的 劳 动。科

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在生产中的应用与科技劳动是

紧密结合的，科技劳动在创造物质财富与创造价

值过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科技劳动的内

容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科学的发明与创造活

动；另一类是把科学理论转化为技术，使其作用于

生产过程的活动。科技劳动的形式也可以划分为

两类，学术界对此有两种代表性观点。一是以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电子计算机的广泛采用、人类进入信

息时代为标志，把在此之前的科技劳动统称为一

般的科技劳动，之后的科技劳动统称为现代科技

劳动。一般的科技劳动，只是掌握一般的科学技

术知识，反映着科学技术尚未充分发达阶段的情

况，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并不起决

定性作用。现代科技劳动是掌握了最新科学技术

所进行的高级或超高级的脑力劳动，是推动经济

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决定性力量。［３］二是以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电子 计 算 机 的 问 世 及 其 微 型 化 和 全 球 联

网为标志，把在此之前的科技劳动统称为旧式科

技劳动，其特点是主要是对可延展人的肢体作用

的工具的依赖；在此之后的科技劳动统称为新式

科技劳动，其特点是对新的延展人的脑力的劳动

工具的运用。［４］科技劳动的特点可以用间接性、复
杂性、创新性、社会性加以概括。［５］首先，大量的科

技劳动是独立于生产过程之外进行的，间接作用

于劳动对象；其次，科技劳动属于高程度的复杂劳

动，在同样的劳动时间内可以创造出更多的价值；
再次，科技劳动在对既有科学成果运用的基础上，
更加注重对为之科学领域的创新与探索；最后，科
技劳动被大众接受并转化为生产力，必须依赖一

定的社会条件。
教育劳动是沟通劳动者与素质技能 的 桥 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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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社会经济发展中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教

育劳动者主要是教师，教育劳动的内容一是对科

学文化知识的继承与传播，二是对科学文化知识

的研究与发展。教育劳动是一种特殊而复杂的脑

力劳动，主要特点有继承与传播科学文化知识的

综合性与专业性、探索和创新研究的复杂性和艰

苦性、独立性与协作性相结合、［６］与对社会的正外

溢性。首先，传授现有的科学文化知识是教育劳

动的主要任务，传授的形式不是分散的，而是依照

学科的分类按专业进行，每个专业都代表了相关

领域科学文化知识的综合，这就要求教师全面而

深入地掌 握 各 个 专 业 领 域 的 研 究 成 果 与 发 展 趋

势。其次，教师在继承和传播现有知识的同时不

可避免地要对新知识进行探索和创新，这是一个

极其艰苦与复杂过程。这个过程的长短与成果的

获得，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教

师本人和社会对探索和创新的投入。再次，教育

劳动的进行，一方面依靠教师的独立思考、独立钻

研、独立创造、独立负责的精神；另一方面依靠教

师与教师、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协作来完成。教师

与教师之间的协作主要表现为不同专业、学科之

间知识的交流与融合，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协作主

要表现为教师要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因材施教，
学生则要按照教师的要求形成科学的学习方法，
达到学习目标。最后，教育劳动对社会具有明显

的正外溢性，教育劳动不仅在教育期间提高学生

的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与技能素质，在学生走

向社会之后依然引导他们通过不断学习提高自身

素质技能。而且，教育劳动的示范、带动 作 用，促

进了知识的进一步创新与在更广范围内的传播，
也促进了全体社会成员综合素质的提升。

科技劳动与教育劳动在当代又是两种紧密结

合的劳动形式。科技劳动不断充实教育劳动的内

容、提升教育劳动的层次、改进教育劳动的方式，
教育劳动中也越来越多地引入科技劳动成分，并

反作用于科技劳动，促进了科技劳动成果的产生

与推广。产、学、研的优化组合与相互促 进，必 将

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技能，最终实现劳动的自由

和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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