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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知融劳动是人类为了实现知识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系统地运用知识、知
识生产要素、知识商品和知识资本等资源，进行生产、经营、管理、服务的创造性活动。
知融劳动普遍存在于人类的各种实践过程，对于人类的生产生活及其社会发展起着十分重
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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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   G114：F240/014.9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1007-5801
（2007）06-0064－03 
      [收稿日期]  2007-07-03 
      [作者简介]  魏同悟（1951－），男，北京海淀人，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副研究馆
员。 
一、知融劳动的涵义与特性 
知融，即知识在劳动实践中的转化和融通。而知融劳动，是指运用知识、知识生产要素、
知识商品和知识资本等资源进行生产、经营、管理、服务的创造性活动。知融劳动促进知
识资本与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与货币资本的融合。这种系统集成能够把人类的智慧成果和
精神财富应用于生产实践、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进而实现知识的价值。 
从古至今，知融劳动普遍存在于人类的各种实践过程，同样具有人类社会劳动的二重属
性，对人类的生产生活及其社会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第一，知融劳动是人类谋求知识化生存与发展的需要，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一种重要方式。
为了促进知识创新成果服务和受益于人类，人们需要以知本(知识资本)为载体、为手段、为
途径从事各种知融性活动：通过知本的评估、认证、存贷、保险、证券、知本的市场建设
和权益保护等劳动，促进知识资本的交易或知识产权的转让；通过知识推广、知融理论研
究、知融人才培训等，促进知识资本的增值、物化、商品化和产业化。事实上，人类的生
产生活一刻也离不开知识资本和知融劳动。可以说，任何物质商品的生产过程，都是知融
劳动的过程。 
第二，知融劳动具有二重性——具体的知融劳动和抽象的知融劳动。这是进行同一知融劳
动过程的两个方面。知识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不仅来自知识的创新、知识商品的生产，也
来自知识的传播、推广和转化。知融劳动就是形成知识的使用价值和实现知识的价值的重
要源泉。 
知识是多种多样的。融通不同种类或不同形态的知识，需要进行不同种类或不同形式的知
融劳动。融通著作权类的知识，需要进行编辑、审校、出版、发行和著作权、版权交易等
方面的知融劳动。融通技术发明专利类的知识，需要进行技术认证、产权转让、应用开
发、试验孵化等方面的知融劳动。融通能源、生物、新材料、通讯、信息、宇航、环保等
自然科学技术类的知识，需要进行相关的知融劳动，等等。这些具体的知融劳动，是知
识、知识商品和知识资本形成使用价值的源泉。它体现着知融劳动与知识生产力之间的关
系，反映着知融劳动的自然属性。无论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发展水平，都需要知
融劳动去促进知识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各种知融劳动之间存在着共性，即知融劳动力的付出或消耗。马克思指出：“如果把生产
活动的特定性质撇开，从而把劳动的有用性质撇开，劳动就只剩下一点：它是人类劳动力
的耗费。”[1-1]这种撇开了具体形式的知融劳动，就是抽象知融劳动。抽象的知融劳动，
是知识、知识商品和知识资本形成价值的源泉，反映着知融劳动的社会属性。它包括知融
劳动与其他劳动、知融劳动者与其他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在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条件
下，这种属性表现得尤为突出。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的各种社会劳动都在发生深刻变化。知识化的市场经济和网络
化的信息技术，也已经影响到知融劳动的观念、理论、技术、形式、体制和机制，使知融
劳动发生了网络化、市场化、全球化的变化。因此，我们要重视知融劳动，根据知融劳动
二重性的基本原理，研究现代知融劳动的客观规律，提高知识创新的能力和水平。 
第三，知融劳动始终伴随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人类社会的经济生活由采猎业经济进步到农
牧业经济，再过渡到手工业经济。在这一漫长的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人们掌握、融通并
转化了摩擦生火、打磨石器、制造弓箭、结绳记事、刀耕火种、圈养牲畜、烧制陶器、编
织绸布、建穴造屋和以石刺病等原始的经验类知识和技能类知识。这些知识对人类和人类
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革命性的推动作用。而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化学和医学等科学技
术知识通过创新、融通及其转化，不仅服务于农业经济时代，而且经过蒸汽机、纺织机、
电灯、电话、汽车、火车、轮船、飞机、电视和计算机等的发明，延伸了人类的智慧，创
造了工业经济时代的辉煌。特别是，现代物质科学、地球科学、分子生物科学、信息科
学、认知科学、行为科学和宇宙科学等高新科学技术知识的创新、融通及其转化，开启了
崭新的知识经济时代。 
二、知融劳动的内容与功能 
知识的多样性、知识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复杂性，决定了知融劳动的内容同样是多样的和
复杂的。 
第一，知融劳动实现知识的相互融通。它通过知识与知识的相互交叉、相互结合，直至系
统集成，融变生成新的知识。这其中的知识重组、知识整合，是进行知识创新和完成知识
的增值与增殖的基础。 
第二，知融劳动实现知识商品的网络化传播、市场化流通。它通过网络化、市场化的经营
管理，促进知识商品合法转让产权或所有权，是形成知识资本化和知识资本与其他资本的
系统集成。 
第三，实现知识资本的相互融通。它通过知识资本与知识资本的交叉、结合、融合进行知
识资本的集中、重组，以及知识孵化。 
第四，知融劳动实现知识资本与人力资本的相互融通。它通过学习、教育或培训，提高劳
动者的智力、素质、技能，实现知识的人化；通过知识资本经营，提供知识资本向现实生
产力转化所需要的人力资本，提高人力资本的资本含量和价值。 
第五，知融劳动实现知识资本与物质资本的相互融通。它通过知识的物化和知识资本经
营，提供知识资本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所需要的物质资本，提高物质资本或物质性生产资料
的知识含量，特别是科技含量及其价值。 
第六，知融劳动实现知识资本与货币资本的相互融通。它通过知识资本的经营，提供知识
资本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所需要的资金，再通过货币资本的融通，提供所需要的人力资本和
物质资本。 
最大限度地发挥知融劳动的功能和作用，应当是每个知融劳动主体和整个知融劳动业谋求
发展的首要任务。而知融劳动中各个要素的功能，是知融劳动整体功能的基础。由于系统
集成知融劳动要素及其功能的方式方法不同，知融劳动的整体功能及其发挥效果也会不
同。特别是，优化知融劳动的功能，必须遵循知融劳动的网络化发展规律和知融资源、知
识商品、知识资本的市场化运动规律，加大知融劳动要素的知识含量，健全知融劳动管理
体制和运作机制，提高知融劳动的智能化水平。 
三、知融劳动的方式与过程 
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根据知融客体的性质、特点和要求、根据知融主体自身的实力
所进行的知融劳动或开展的知融活动，具有十分丰富的形式和方法。如言传身教、教育培
训、学习借鉴、出版发行、媒体传播、图书借阅、文献查询、技术转让、技术转移、技术
输出、技术引进、技术推广、技术交流、技术合作、技术竞争、知识普及、知识交流、知
识共享、知识重组等。它们统称为知融劳动的方式。 
对于知融劳动的方式，能够按其主体客体、职能特性等作出不同的划分：直接性或个体性
的知融劳动方式，是由知识资本所有者，直接将知识资本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方式。 
——间接性或转让性的知融劳动方式，是由知识资本的所有者，将知识资本转让给需求
者，再由需求者或受让者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方式。 
——中介性的知融劳动方式，是通过中介方的作用，促成知识资本供求双方进行产权转
让，再由新的知识资本所有者，将知识资本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方式。 
——合作性的知融劳动方式，是通过知识资本的所有者与相关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货
币资本的所有者，以股份制的形式共同投资进行知识转化的方式。 
——市场化的知融劳动方式，是知融主体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市场价格为杠杆进行转化
的方式。知识资本的存贷与知识资本证券化经营、知融保险管理相结合，是更具市场化的
知融劳动方式。 
——非市场化的知融劳动方式，是知识资本供求双方仅凭自己的意愿，私下进行的知融劳
动，或者按照相关权力主体的计划、指令和要求进行的知融劳动。 
按照知识的形成及其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规律，知融劳动的过程可以描述为：知融劳动主



体按照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开发知融资源，促进知识创新，通过知识商品和知识
资本的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促进知识资本与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与货币资本的系统集
成，最终实现知识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知融劳动过程能够进一步分解为八个方面：第
一，知融劳动是促进原有知识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过程，是为知识创新服务、提高知识创
新成果的质量和数量、并且提供新的知融劳动对象的过程。第二，知融劳动是推动知识创
新成果转化为知识商品或知识资本的过程。第三，知融劳动是直接提高劳动力的知识化水
平或物化为其他生产要素、直接应用于生产过程的过程。第四，知融劳动是实现知识资本
与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与货币资本的系统集成的过程。第五，知融劳动是形成生产力或促
进生产力发展的过程。第六，知融劳动是产生或创造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过程。第七，
知融劳动是补充、增强或再生人类社会持续发展新需求的过程。第八，知融劳动是按照社
会生产力发展的新需要，进行新的知融劳动，以至循环往复、不断发展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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