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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平台型媒体作为资本、技术、用户多重关系建构的数字化场域，不断嵌入到个人的

日常生活之中，数字技术的发展也必然影响到劳动形态和过程。数字劳动作为一种创造

价值的新型劳动形式，改变了传统的劳资关系和生产消费模式。如果从平台控制视角出

发，我们可以看到平台型媒体中的数字劳动剥削和劳动主体的异化更为隐匿和复杂，也

深刻影响着整个媒介生态的建设。 

首先，本研究分析了抖音平台中数字劳动的概况，包括驱动因素、生存现状、特征

表现、控制目的等，不可忽视平台这一基础设施为数字劳动者提供的可供条件和劳动场

所。本文着重从批判性视角出发分析平台中数字劳动的控制逻辑，把抖音这一平台型媒

体看作是控制数字劳动者的权力装置，把劳动者看作是构成这一装置顺利运行的零件，

二者在动态关系中演绎着数字社会的控制机制，这种劳动控制涵盖了整个劳动过程。从

数字劳动者角度可以看到劳动者主动陷入了对于成名的幻想、自我剥削、情感投入、惰

性涵养和劳动抵抗弱化等控制陷阱，从控制手段可以看到平台的垄断权力、非雇佣制的

用工模式、算法与数据化的技术组合、劳动成果的变相剥削、意识形态制造等控制手段。

这种控制关系加深了平台型媒体对数字劳动者的操纵和剥削，在平台社会形成了不对称

的权力结构，把劳动者纳入到平台资本增殖的体系之中，对数字劳动产生了多重围困，

造成了数字劳动者的异化、流量追逐的劳动导向、形塑了平台劳动秩序等诸多影响。因

此，需要正确对待平台与数字劳动者的关系，以建设性方案来探讨数字劳动的控制问题。 

针对媒介平台化路径中出现的劳动控制问题，本文希望通过合理有效的思考来建构

丰富的话语图景，反思平台发展的同时也关注劳动者主体，从重视公共媒介属性、打造

数字公共空间到劳动者的强技能抵抗等畅想，在这种思路上试图完善合作共享的平台型

媒体，并实现数字劳动者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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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第一节 研究缘起 

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数字经济战略的实施，以及社会资本、用户参与等诸多

因素的加持，平台成为了社会科学领域的热议话题，平台经济成为了驱动市场活力的风

口。这一背景下媒介的平台化发展成为大势所趋，平台型媒体作为资本、技术、受众多

方社会关系参与构建的重要场域，也是为用户赋权和从事劳动创造的重要场所，对于平

台中数字劳动相关问题的关注显得尤为必要。 

一、平台型媒体的崛起 

平台型媒体不断崛起，诸如抖音、快手、微博此类的大型平台媒介已经日益嵌入到

个人的生活之中。大量的创作者和使用者涌入平台媒体中进行内容输出和流量贡献，抖

音这一平台在积累了庞大的用户规模和流量效益后，完成了从被动吸纳受众到主动影响

用户参与的地位转变，成为日活跃用户超 7 亿的头部短视频平台，内容创作者数量则达

到了 1.3 亿，抖音短视频平台具备商业化和公共性的特质，大量的用户在上面进行流量

变现和打造社交资本，抖音平台的发展壮大深刻影响了广大网民的日常生活。当抖音此

类的媒介平台成为维持社会生活关系的必需品，用户便失去了议价能力，在主动选择媒

介平台的动机后蕴藏着的是被迫服从，从这一角度来看，抖音这一平台型媒体也是对用

户生活和劳动的一种“入侵”。 

平台型媒体作为平台的一种类型，也是一种互联网综合形态，在这个数字媒介场景

中形成了传播体系的变革，这是对生产者与平台方、传播者与受传者、社会资源与分配

服务之间关系的重构与权力秩序的重塑。用户在参与过程中享受着平台型媒体所提供的

“媒介可供性”，同时也成为被各大媒体平台所争夺的资源，被不断引导参与媒介实践

并形成媒介依赖。平台型媒体为数字劳动参与提供了媒介空间和劳动场所，平台经济带

动了数字劳动规模壮大和形式革新，但是平台越强大，用户的可支配空间就越小。平台

型媒体的崛起也在数字时代形成了新的权力中心，因此有必要在平台媒体对用户的全方

万方数据



平台型媒体对数字劳动者的控制研究—以抖音为例 

 
 
2 

位渗透中加以审视思考。 

二、数字劳动的异化 

随着中国数字经济规模的逐年增长，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数

字劳动就业岗位，参与其中的数字劳动规模也呈现不断上涨的趋势。根据中国信通院的

数据，2021 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 45.5 万亿元，在预计到 2025 年，数字经济带动就

业的数字劳动规模可以达到 3.79 亿人①。美国的波士顿咨询公司则预测数字经济渗透率

将达到 48%，由数字经济带来的数字劳动就业容量有望达到 4.15 亿人。如今数字劳动并

不是一个边缘性的行为，而是成为了网络空间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尤其是一些数字劳动

形式深受年轻人的喜爱并且参与其中。广大网民沉浸于媒体平台中的浏览、点赞、评论、

时间投入等消费性行为在数字形式下也被赋予了生产性。 

福克斯在《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一书中认为数字劳动是以对劳动主体、劳动

对象、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的异化为基础的②，数字劳动的普及与兴起促进了数字经济

和平台经济的发展，但是劳动异化问题也愈加显著，数字劳动变得与劳动者对立，逐渐

不被自我所掌控。数字信息技术的兴起与发展，导致“移动互联网正在带动政治经济向

所谓的数字资本主义转变”③。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数字经济正逐渐形成，从生产方式

角度讲,数字技术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到劳动过程，平台中的数字劳动不同于传统手工协

作和机器工业的劳动运作方式，物质生产资料被取代，非物质劳动成为主流生产模式，

数字劳动过程中的价值创造和分配也有了新的意涵，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正在被重塑。

将马克思主义和传播政治经济学相结合，可以看到数字劳动对主体的异化和剥削依旧存

在。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出发，全面深入

地批判了资本逻辑主导下的人的全面异化的问题，揭露了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实质是资

本家无偿占有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剩余劳动产生剩余价值并以商品、货币、资本等物质

形式反过来统治劳动者自身，同时科学回应了早期异化劳动的起源问题④。马克思认为

“异化劳动”生产的劳动产品是不依赖于生产者力量的异己物，而且自身的活动成为不

 
①
央视网.《数字经济催生更多新职业 到 2025 年带动就业人数将达 3.79 亿》［EB/OL］. https://dangjian.gmw.

cn/2022-03/31/content_35627147.htm,2022-03-31. 
② 

Fuchs, Christian:Digital Labor and Karl Marx[M].New York:Routledge, 2014, p4. 
③
 丹·席勒.数字资本主义[M].杨立平译，南京：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15-16. 

④
 张婷婷.浅析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历史演进及启示[J].劳动哲学研究,2022,(02):4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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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不属于自身甚至反过来支配自身的活动。在平台中的数字劳动，用户生产的数字

产品反而脱离了用户的控制，在平台的控制下实现商品化，构成了用户主体与劳动产品

的异化。在新的劳动形态中，劳动活动看似具备着表现“自由的生命”的特点，但实质

上劳动工具和生产资料也发生了异化，劳动者不仅失去对数字媒介和内容的控制权，而

且个人的空闲时间、社会关系、隐私数据被转化为生产资料从而成为平台攫取财富的动

力源泉。 

从批判视角来看，平台型媒体在发展过程中通过对用户隐蔽柔性的控制方式完成权

力演进，用户与平台之间并非处于一种对等状态，平台上的“数字劳动”也不能够完全

被共享、自由等进步话语所诠释。 

第二节 研究思路与意义 

一、研究思路   

本文采用“控制产生-控制对象-控制手段-控制影响-反控制”的文章逻辑来分析抖

音平台中的数字劳动所存在的各种控制问题，试图去说明作为控制方的平台如何实行控

制机制，而作为被控制方的劳动者又如何嵌入到这种运行机制之中，并对自我实行主体

性控制。整个行文逻辑贯穿了整个“劳动过程”，从数字劳动准入的浅层控制到数字劳

动过程中的监管，最后发展到对于意识形态思想层面的控制。并借鉴数字劳动和劳动控

制的相关研究成果，视平台的数字劳动者为能动的数字内容生产者和消费者，考察平台

劳动中劳资双方的对立动态关系，以说明平台空间的数字劳动秩序以及批判性的反思，

试图寻找数字空间中劳动者回归主体性的途径。 

本文的核心问题为:抖音平台的数字劳动有什么样的表现，如何导致控制的产生？

作为控制对象的数字劳动者如何陷入劳动控制之中？平台用什么样的手段进行控制？

控制产生的影响以及对于反控制问题的思考。 

第一章，探讨了抖音平台驱动数字劳动的动因，并分析了数字劳动者的生存现状，

不可忽视抖音平台数字红利对于不同层次劳动者的影响，从整个劳动过程进一步阐释了

该平台数字劳动的形态特点，以及控制问题产生的目的和作用。 

第二章，探讨了作为控制对象的数字劳动者，是如何作为“零件”嵌入到这种平台

运行装置之中，说明了数字劳动者的自我控制以及面对控制的被动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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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探讨了作为控制主导的平台方，采用什么样的控制手段，作为权力装置把

平台权力贯穿了整个劳动过程。 

第四章，探讨了控制机制下对于数字劳动从异化、导向、秩序三方面所产生的多重

围困。 

第五章，对前文所述问题进行梳理总结，从平台和劳动者角度进行建设性思考，试

图在数字劳动控制问题上寻找到反控制的解决路径。 

二、研究意义 

近年来，平台媒介和数字劳动都是热议的学术话题，二者的相互碰撞和交流丰富了

新闻传播研究想象力。抖音平台整个数字劳动的运行机制从劳动准入到劳动分配都被塑

造了全新的形态。劳动控制问题在平台媒介中塑造着新的劳动秩序和运行机制，对该问

题的剖析是平台媒介未来发展的应有之义，是对劳动主体的合理关照，也是对平台社会

权力结构和博弈的思考。对媒体平台的发展进行批判性思考，有助于平台方塑造健康的

数字劳动生态，也有助于个人在使用媒体平台的过程中保持自我主体性。 

本论文在整合既往研究过程中看到了平台研究“批判多于建构”的现状。针对人们

日常生活中所广泛使用的抖音平台进行研究分析，将平台媒体看作权力控制装置进行探

讨，以数字劳动控制的视角来分析用户的数字化生存现状，旨在将平台型媒体这一媒介

发展的主流模式，它所内化的游戏规则、技术隐喻和权力秩序进行揭露，作为数字劳动

场所和社会关系的媒介空间应该得到更多的审视，为媒介平台的良性发展和个人的主体

性关怀赋予建设性的阐释图景。本文的研究视角新，把贯穿整个劳动过程的控制问题作

为切入点，批判性的回归到数字劳动者主体的思考上，这对于平台媒介的未来发展，具

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第三节 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选取在抖音平台进行内容生产消费的数字劳动者群体。抖音平台的数字劳

动者选择标准：一是需要研究对象在抖音平台持续进行生产创作或使用抖音一年及以

上；二是并不限制具体的内容领域；三是具有一定的粉丝变现能力或者是较高的使用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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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针对数字劳动者较为分散，选择多元的特性，选取对象具有针对性，以便能全面深

入的研究其中的劳动控制机制和劳动者的主体意识。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取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访谈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访谈之前，根据研

究问题拟定访谈提纲，确保受访者理解提问所使用的术语和措辞，作为受访者进行访谈

的依照基础，根据访谈的实际情况灵活的对程序和内容进行必要地调整，确保得到的访

谈对象资料真实客观。通过滚雪球抽样的方式与 10 位愿意配合研究的平台内容创造作

者和 10位抖音平台普通用户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具体访谈名录参照附录 B，访谈时间

大概不超过 1个小时。通过深度访谈，以了解相关群体在抖音平台的数字劳动情况以及

对劳动控制问题的认识和感受。 

参与式观察采用线上观察的方式。线上观察是指深入到抖音平台之中，实际观察研

究对象的数字劳动场景和劳动实践，去切身感受抖音平台整个内容生态和运行规则，每

周至少两次，每次进行 1 个小时。研究者实时观察抖音平台上研究对象的使用频率、互

动讨论、劳动时间、行为活动、劳动收益、社会互动以及与平台之间的组织关系等，对

点击量较高的内容和视频博主进行重点记录。亲身去关注用户喜好的内容风格，流量导

向并体会抖音平台的相关设定和内容创作等，确保尽可能地去获得相关的一手资料，利

于后续分析整个平台劳动实践。 

第四节 核心概念界定 

一、平台型媒体 

平台型媒体最早是由美国社交媒体网站创始人乔纳森·格里克在其发表的《平台型

媒体的崛起》一文中正式提出了“Platisher”这一概念,该词是由 Platform(平台商)和

Publisher(出版商)复合而成的，它是指某种兼具出版商和平台优势的混合实体。简而言

之，平台型媒体是平台和媒体的交集，是一种以用户和数据为核心，二者双向融合的组

织形式。对于平台型媒体的形态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主流媒体打造的各种政务信息

服务平台；二是以“今日头条”为代表的新闻聚合平台；三是我们所熟知的社交媒体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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