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致富神话与技术符号秩序

2014年，马云的阿里巴巴成功在美上市，一夜间马云成为中国首富，引发全球关注，互联网企业

通过资本运作的致富神话再次呈现。这一神话正创造着互联网企业的行业文化——职业共同体的

信仰、价值观和工作伦理，技术精英们相信凭借智力优势和努力工作，就有被资本“选中”的可能，并

以资本运作的方式实现致富梦想。为此，我们将分析这一致富神话在建构互联网企业劳资关系中的

作用。

有学者宣称，21世纪的人力资源管理将进入“人才主权时代”，是员工和老板可以“互炒”的时

代。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处于一个深度联系、相互关联的有机生态圈之中，既彼此竞争又相互合作，

建立共享平台是最明智的选择[1]。也有学者认为，互联网重塑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2]。核心化技术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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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互联网时代，全球性金融资本对在地技术精英之智力资本的“选秀”活动，创

生出致富神话，这一神话具有强大的文化象征意义，形成了互联网企业从业者的勤奋和超

时工作的新型工作伦理和技术符号秩序。资本类型与技术精英的结合其自身的分割形成

了互联网企业内的分化形态，一方面，金融资本与高等教育的分层机制相结合建构出高端

劳动力市场，他们凭借智力优势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优势的竞争地位、工作自主权，甚至拥

有资本所有权。在此基础上，劳资合作型的劳资关系新模式具有了雏形。另一方面，大量

边缘劳动力以转包和劳务派遣的用工形式充斥在互联网企业中，技术符号秩序掩盖了其工

作的不稳定性、高强度和碎片化，传统的简单型控制的劳资关系模式不仅没有改变，并借助

互联网的监控手段得以强化。

关键词 致富神话 工作伦理 技术符号秩序 劳资关系 互联网企业

佟 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100871

梁 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博士后 100732

本研究为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谐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的法律构建研究”（项目批准号11&ZD031）子项

目“劳务派遣工研究”成果。

[1]彭剑锋：《互联网时代的人力资源管理新思维》，〔北京〕《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4年第12期。

[2]郑永年：《技术赋权：中国的互联网、国家与社会》，邱道隆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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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了工作场所中工作的组织方式，管理者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亦发展变化[1]。我们关心的问题是，互

联网企业劳资关系的变化，特别是在资本运作模式下，互联网企业的劳资关系会产生什么样的新型

关系？特别是劳动者的技术因素加入到互联网企业时，会产生怎样的文化？这些文化又如何作用于

劳资关系？对这些问题的回应有助于理解现当代中国社会劳资关系的演变。

本文以两类互联网企业组织为研究对象，一是海外上市的互联网公司；二是承接各类转包业务

的小型互联网公司，希望能呈现多样且复杂的互联网业的劳资关系，回应上述问题。

一、致富神话：金融资本对智力资本的选秀

1975年，美国的比尔·盖茨与好友艾伦一起创办了微软公司，比尔盖茨担任微软公司董事长、

CEO和首席软件设计师。在1995-2007年，其经历了上市和发展，连续13年，盖茨成为《福布斯》全球

富翁榜首富，并连续20年成为《福布斯》美国富翁榜首富。

2005年8月5日，百度公司正式在美国纳斯达克挂牌上市，发行价27美元，开盘价66美元，收于

122.54美元，上涨95.54美元，涨幅353.85%。以上市首日收盘价计算，百度市值已达39.58亿美元；此

前按公司27美元的发行价计算市值为8.7亿美元。这一年，37岁的李彦宏成为中国互联网的英雄，这

不仅创造了他的财富，还创造了员工的财富，一夜间，百度公司的员工中有了8位亿万富翁,50位千万

富翁以及250位百万富翁。

9年后的2014年9月19日，阿里巴巴在美国纽交所正式上市。首个交易日以93.89美元报收，较

发行价上涨38.07%，成为美国史上融资规模最大的首次公开募股。马云身价达到219亿美元，成为

新的中国大陆首富。同时，他以更为民主的方法与员工分享财富。在阿里巴巴，约有10000多人拥有

股权，分享了200亿美金，平均每人约182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100万元）。正如马云阿里巴巴在美国

成功上市后的演讲：“我们痛恨不公，自己也绝不会这样做。我们只想证明，如果阿里可以成功，那么

80%的人都可以成功，只要你勤奋、努力和学习，愿意改变自己，替别人多想想。”[2]

这一演讲为每个勤奋、努力和学习的互联网人坚定了一个梦想，那就是通过在互联网业的工作

拥有财富和社会地位。致富神话是后工业社会的产物，它不可能出现在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因为它

是由金融资本主导的创神活动，为年轻人带来了梦想和实现梦想的可能。这构成了互联网企业的新

文化和新的工作伦理，在对这一梦想的执着上，使互联网人共享持久的信仰和迷信——努力工作用

智力资本拥有财富。它将互联网业中分散的职业群体凝聚成共同体，形成共有道德、内聚力和工作

伦理。这一职业群体虽具有高水平的流动性，但却忠诚于这一行业的信念——勤奋、努力和爱学

习。正是致富神话形成的文化使互联网业的劳动过程得以顺利展开。这是由资本和技术精英合力

构成的情感、信仰和想象力，并由此建构出维持互联网业发展的“技术符号秩序”。在此使用布迪厄

“符号权力”的概念理解致富神话带来的权力关系和社会秩序[3]。在致富神话中，资本是重要的“符号

权力”，人们接近这一权力的程度构成了社会支配关系，技术精英们用各类可测量的智力资本形成互

联网企业的“技术符号秩序”。技术符号秩序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它是全球性的文化，它以金融资本为基础和表征，但又不以致富为荣耀。它以致富的形成

来赞誉和表征人们的智力能力。乔布斯创立的苹果公司、皮尔·盖茨创立的微软公司和他的视窗系

统、扎克伯克的 facebook等，都是技术精英之神话的创造者，这些影响世界的人物以其智力优势和超

[1]〔美〕华莱士：《工作场所中的互联网》，王思睿、印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2]新浪科技：《专访马云：阿里上市的感恩、压力与敬畏》，http://tech.sina.com.cn/i/2014-09-24/06519639452.shtml。
[3]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包亚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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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的想象力步入世界首富行列。但他们一直标榜财富并不是他们想要的，正如乔布斯所说“当我23
岁时，我已经是百万富翁了；当我 24岁时，我已经是千万富翁了；当我 25岁时，我已经是亿万富翁

了。但这一切都不重要，因为我做这个事情，不是为了钱。”网易公司的丁磊、百度公司的李彦宏、阿

里巴巴公司的马云，其科技创新和应用带来的财富神话的文化意义是深远的，它标志着人类智力、想

象力和梦想的胜利。它给人们无限的想象力：创新和复杂的智力活动可以创造财富奇迹。

第二，智力能力和创新能力成为技术精英的宗教，在技术符号秩序下，知识型员工间的收入差异

具有了合法性和谈判的基础。以高考来测量人们智力差异的高等教育成为技术符号秩序的作俑者，专

科大学毕业生忍受着比精英大学毕业生低得多的工资，“文凭”的含金量成为技术符号秩序的一部分。

第三，技术符号秩序具有个体化特征，因为智力能力和创新能力具有个人属性。虽智力活动需

要团队合作，但它更多地依赖于个体的独立性，知识型员工更能够享受自我实现的满足感，更易于接

受对自身命运变化的个体性，而非集体性解释，因此，造成了这一领域非集体性反抗与谈判。

第四，自律——自我规训的工作伦理得到广泛认同，超时工作成为业内常态。人们相信，致富神

话是归于努力工作的人，相信创新工作需要大量付出。

技术符号秩序的运作掩盖了资本的作用。致富神话的本质是金融资本的运作，是金融资本在全

球的“选秀”活动，选秀的标准是已经被证明了的、产生了社会效益的智力资本。金融资本的作用强

化了技术精英之智力资本的优势。互联网企业的劳资关系具有强烈的文化意涵，金融资本带给技术

精英无限的致富想象，改变了资本与劳动间紧张的结构关系，弥和了其内在矛盾。

二、分化的互联网企业

互联网企业行行色色，充满分化，这是由资本分化和劳动力分化双重作用的结果。

1. 全球资本与地方资本的分化

互联网时代的资本运作突破了时空限制，具有了全球性。而投入其中的资本有全球金融资本和

地方性多样资本。

现实中我们也看到，互联网业的发展带动了全球金融业复苏，全球金融资本控制着整个产业发

展的脉搏。至少有四类金融资本投入其中，天使投资（Angel Investment），多在企业发展的最初阶段、

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投资阶段、私募股权融资（PE，Private Equity）投资阶段、公开募股（IPO，Ini⁃
tial Public Offering）和上市。以“风险投资”（或简称“风投”VC）为例，它是一种“创业投资”，是职业金

融家的资本运作方式，是指资本投入到新兴的、迅速发展的、具有巨大竞争潜力的企业。这些新兴企

业具有高风险、高潜在收益，多为生产与经营技术密集型的产品。对投资人来说，投资成功将会获得

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回报；如果失败，投进去的钱就打了水漂。对创业者来讲，使用风险投资

进行创业活动，即使失败了也不会背上债务，为年轻人创业提供了可能。近二十年间，全球范围的风

险投资方式发展迅速，成功案例很多。我国在 IT服务、软件产业、半导体芯片、电信通讯、硬件产业、

网络产业等领域亦引入了金融资本。以 IDG技术创业投资基金为例，它是我国最早引进的风险投资，

也是国内投资案例最多的风投，成功投资了腾讯和搜狐等公司，其投资领域包括：软件产业、电信通

讯、信息电子、半导体芯片、IT服务、网络设施、生物科技等。金融资本运作为技术精英和资本的结合

提供了可能，并具有了快速增值的可能。

通过在美国华尔街的上市活动，全球金融资本直接进入中国的互联网业。这并非是简单的“圈

钱”活动，它要服务于金融资本的需求，上市公司要求每季度披露财报，具有巨大的即时性压力和全

面的监督系统。资本市场既要求公司保持一定的不断上涨的利润率，还要求其保持高速发展的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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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金融资本的市场化是投资者间的竞争，国际资本的眼光、经验和风险承受力都使互联网业在竞

争中独具优势。资本目标永不会改变，就是更高更快的回报。金融资本的运作打破了“中国互联网

业”的说法，诸多互联网企业在海外注册、由境外资金主导，但使用的主要是中国劳动力，形成了资本

的流动性与劳动力在地性的关系。

互联网业的发展容纳了大量的国内投资，主要有两种资本来源，一是国内资本市场的发展。

2009年10月，我国创业板设立，首批28家公司顺利实现挂牌，期望支持高科技类公司，成为中国的纳

斯达克。然而，中国资本市场还在形成当中，难以与国际金融资本竞争。二是以社会网络关系建立

信任下的私人投资，他们关注互联网企业的长远发展和赢利能力。

资本类型创造出分化的互联网企业，国际金融资本控制的公司具有国际竞争力；国内资本市场

中的互联网企业同样具有高竞争力，但其资本优势略显不足；大量以自主资本和私人资本为主的中

小企业便处于更为残酷的竞争中。

2. 资本类型与高等教育类型创造了分割的知识型劳动力市场

统计显示，到2014年9月，我国网民数已达6.32亿。互联网的从业人数也已难以计数。信息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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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或信息来工作的人。他们在工作中利用知识提高工作效率。高等教育的分化与资本对劳动力的

选择创造了一个分化的知识型劳动力市场。

我国的高等教育具有分类机制。首先，大学本科教育以“985”和“211”大学为分类基础，通过严

格的高考选拔制度将高智商精英集中于高端大学。调查表明，由国际资本参与的互联网企业，每年

在大学生毕业季都以高额的工资水平来招聘一本院校的大学生。高等院校的分化为知识型劳动力

分化提供了基础。其二，高等教育中存在的专升本和专科教育的分化，为其他各类互联网企业提供

基础性的知识型劳动力。

一项调查对百度、网易、淘宝、腾讯、搜房、58同城6家最热门互联网公司的员工毕业院校的分析

发现，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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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大打折扣了，其工资水平和相应的福利都远低于正式员工。

然而，在我国，目前劳务派遣用工有增长趋势。以一家大型独立软件供应公司为例，其研发队伍

中约有30%，约400多人的派遣员工。公司还建立了为其他公司提供外包和劳务派遣业务的控股公

司，每年提供大量的研发人员从事外包工作和劳务派遣业务。一家大型国有通信公司，派遣员工占

到了公司员工总数的74%，分布在管理岗位、核心岗位和普通岗位。外包用工亦正成为企业减轻劳

动成本的主要方式，截至 2009年 6月，全国共有技术服务外包企业 6673家，从业人员 121.5万人。

据2009年12月 IDC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离岸软件外包市场在未来 5年内仍将以 35.5%的速

度增长。果真如此的话，那则表明我国的互联网业在国际产业链中已占有一席之地。此外，还存在

大量技术个体户，这类技术精英以个体模式承接企业项目，以在家工作为主要形式，被称为SOHO一
族，是独立合同工（independent contractors）。个体化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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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员工间平等的合作关系。这既成为团队的工作方法，但又实现了新型的管理模式。

从上述特征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伙伴式劳资关系与传统意义上的劳资伙伴关系不同，它

并不是以团体主义理念为基础的工会模式的伙伴关系。目前的互联网企业很少有工会，亦很少有集

体谈判和集体合同。它以个体主义为原则，以高端劳动力为主要成员，建立在共享致富神话和技术

符号秩序基础上，通过共享财富的话语发挥重要的激励作用，达成了劳动力对企业或行业的忠诚。

高额回报激励了技术精英的超时工作，掩盖了他们承受的巨大的心理压力，他们的不满情绪主要是

源于陪伴家人的时间不够，其反抗的手段只能是离职。但多数企业的股权激励是有条件的，需提供

对本企业的忠诚，如离职就面临高额损失。技术精英们只有在心理上高度认同符号秩序才能安心工

作，忍受超时工作等负面情绪。

此外，大量边缘劳动力的工作是以传统简单型劳动控制实现的，其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用工形式以转包或劳务派遣为主，工作呈现出临时性或不稳定的特点和福利、社会保障水

平较低。劳务派遣工的经济地位极不稳定，缺少心理安全感。有研究表明，劳务派遣员工的工作满

意度最低，其原因是派遣员工与正式员工间的同工不同酬，同比正式员工的薪资低30%左右，有“二

等公民”的感受，也可称为“相对地位剥夺”。派遣员工深感缺少长期职业规划和培训计划，缺乏职业

晋升机会和专业的技能积累等问题。

第二，劳动所具有的技能不高，易于被替代。

第三，借助互联网技术建立起严格的监控型管理。

第四，员工也接受了互联网业对符号秩序的认同，当面对解聘等问题时皆将问题内化为自身能

力不足，技术符号秩序限制了他们对权利的要求。

第五，员工反抗的手段主要是离职，由此形成了互联网业的高流动率。

竞争、技术理性和碎片化成为知识型劳动力不断面临的挑战并形成分化。高端劳动力因智力资

本和名牌学校身份，有议价能力，享有较高市场地位和社会福利，有一定的自主权。中端劳动力多具

有大专以上文凭，收入较高，但工作不稳定。而大量的低端劳动力多处于劳务派遣用工、外包用工、

自我雇佣等形式，工资水平尚可，但缺少社会保障和职业生涯。尽管如此，致富神话和符号秩序依然

是维系这些劳动力停留在这一行业的主要原因。

三、结论与理论反思

今天，当我们关注这一问题时不难发现，互联网企业的发展是与全球金融资本紧密连接的，资本

分化建构了这一领域企业间的分化和劳动力的分化。而致富神话成为互联网业内从业者的梦想，构

成了强大的文化理念和技术符号秩序，并维护了核心劳动力和边缘劳动力间的巨大差异。其劳资关

系的新型态呈现了劳动力因拥有智力资本可能的自主空间和权力，它可能弥和资本和劳动的冲突，

金融资本的力量显示出资本的全球优势，并直接作用于在地资本。我们认为，核心劳动力与边缘劳

动力之差异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正是国际金融资本的加入，从文化上强化了技术符号秩序，使处

于边缘的劳动力看到了成为核心劳动力的希望。互联网企业劳资关系的状况正是依托于由金融资

本建构的文化理念和符号秩序，由此劳动力服从于致富神话建构出的符号秩序，它掩盖了剩余价值

的生产过程，也掩盖了个体化的技术精英的超时工作和知识型工人的分化。

那么，传统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对劳动的剥夺是否还存在呢？在马克思理论中，资本对劳动的形

式统治（formal domination）是真正的控制－服从（subordination）关系的社会过程。在原始资本主义的

生产模式中，资本家凭借所有权实现对产品的控制；而并不必然地具有对劳动的规训和监督权，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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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一定的自主性，但这种生产方式也是监控方式[1]。四是多重管理模式,多指对互联网业中的软件

工程师们的控制，它既有责任自治的自主性工作又有直接控制，控制策略依从于组织结构、环境和工

作动机等因素[2]。

总之，对互联网时代劳资关系的理解需要文化转向，我们要充分认识金融资本的建构作用，正如

互联网企业的经济发展过程充斥着文化建构，使与人们情感与梦想相关联的符号秩序得以产生。当

传统的资本积累模式被全球金融资本替代时，劳动力以智力资本为标榜，拥有财富，并成为文化符

号，带来技术符号秩序。今天，当金融资本和技术精英的智力资本共同创造着致富神话，由此资本和

劳动矛盾结构被打破，构成了新型的资本共同体。这种变化从本质上说，它是有关财富的文化霸权，

以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看，致富神话改变了人们观看世界和与相互关系的方式，有关资本和财富

的意识已经渗透进了大众意识中，被大众接受为“正常现实”或“常识”，但与此同时它也消解了阶级

理论，遮蔽了劳动者可能的反抗行动。人们在沉浸于财富的狂欢或致富的梦想中，实现了技术符号

的统制。智力精英的财富狂欢为互联网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文化与道德的合法性，金融资本借助着智

力资本形成了新的压迫方式，它使边缘劳动力的沉默，个体的离职行为成为唯一的反抗手段，传统工

业的劳工团结被消解在个人致富的梦想中。

〔责任编辑：方心清〕

[1]Brophy, Enda. 2011. Language put to Work : Cognitive Capitalism, Call Center Labor, and Worker Inqui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