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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劳动的理论与实践”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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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世华 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

学新境界。如何传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传统,面向当下中国丰富多彩的传播实践,创新研究

路径,推进传播与媒介研究的与时俱进和落地实践,是我们的重要使命。在日新月异的移动互联网时代,
传播媒介的演进改变了人们的生存境况,既创造了新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也带来新的宰制和异化。在新

兴媒介和传播样态的冲击下,人类面临二律背反的困境,一方面是万物皆媒、人人都有麦克风,媒介技术

赋权普通用户的诉求表达和利益实现;另一方面是平台的扩张和固化,重构了传统的社会组织结构和运

营模式,暗含新的剥削和控制机制。传播行业演化出新的类型和分工,传统二元割裂的传播者和受众演

化为生产和消费合二为一的产消者(prosumer),其观念和行为都模糊了传统的职业和非职业的分野,带
来了突出的劳动问题,数字经济模式、数字劳工群体、数字劳动过程、数字分配方式、数字文化转型成为近

年来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研究的新阵地和新热点。
本期两篇研究数字劳动的文章贴近传播实践发展前沿,呼应了近年来传播学界的热点问题,试图重新描

摹网络时代普通网民的生活图景,围绕游戏玩家、灵工、网文写手等新兴数字劳动社群,援引马克思主义的劳

动、剩余价值为理论工具,结合福柯、韩炳哲的权力理论,采用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访谈的实证研究方法,剖
析网络平台中数字劳工和灵工的劳动模式,剖析数字劳工群体的卷入过程,再现了其背后不易察觉的劳动控

制形式和机制,发掘了其背后的深层驱动因素,从而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审视当前的数字社会。在研究对

象上,突破了传统研究关注组织化的主播、代练、陪玩等职业劳动群体的局限,转而聚焦到了灵工、游戏玩家、
网络写手、同人创作者等普通玩家;在研究方法上,突破了纯粹的理论思辨,转向质性和量化的融合并举;在
研究结论上,既看到了个人价值的发挥、表达权的赋能、利益的实现,又发现其背后隐藏的剥削和控制;既发

现了让人担忧的去技能化、自我剥削、写作游戏化等劳动控制形式,也洞察了让人惊喜的主体性觉醒、劳工抗

争、自主性提升、平台权益保障的乐观迹象;既探求了共通的规律,又找到了个性的差异;既回归和映证了经

典理论,如劳资矛盾、权力控制、全景监视、游戏化生存、自我规训等,又丰富和拓展了新的理论框架,如液态

监控、产消合一、数字牧领、自我剥削等。选题既富有现实关切又有理论高度,视角新颖又遵守学术理路,方
法严谨又不失细腻,思路清晰又具有发散性,视野广阔又聚焦研究问题,观点鲜明且言之成理,资料丰富又有

说服力,行文流畅又不失规范,体现了研究者高度的学术敏感、厚重的人文关怀和审慎的治学态度。
两篇文章虽然作者并未言明,但都体现出浓厚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味道。两篇文章都根植中国语境,

面向本土问题,关注到了传播领域新的现象,融入新的研究视角,借助新的阐释路径提出新的理论洞见,
体现出理论与实践并行、批判与建言、解构与建构并重的鲜明特质,再现传播政治经济学跨越时空的理论

魅力,创造了传播政治经济学在新媒体时代迭代更新的重要机遇和用武之地,为新媒体研究和传播理论

革新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为中国学派的理论创新做出了在地的贡献,对社会文化变革与媒介技术迭代的

“加速时代”提供了有力的思考与注脚。
在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中,面向精彩纷呈、繁花似锦的传播景观,我们需要诞生更多批判性、原创性、创

新性的理论思考,为传播与媒介研究注入新的血液,丰富研究对象和理论视野,推进传播与媒介研究在互

联网时代的与时俱进,提供中国实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提
升中国学术话语权,传播中国学术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