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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互联网背景下，电子商务作为新的农产品营销模式在农村地区逐步普及。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农产

品电商凭借新兴“无接触”消费模式，助力农业产业链条升级优化，解决农产品滞销问题。结合疫情期间福建省漳

州市创新“云平台”的启示，未来福建农产品电商发展应着重健全农业大数据平台建设，实现省内特色农产品电商

品牌化和标准化，落实农产品电商人才培养政策，鼓励农产品电商创新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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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行动计划最早于 2015 年的政府工

作报告中被提出，其内涵在于提倡互联网向各个行

业参与、渗透与融合，促进新兴产业的培育，助力

各行各业升级转型，最终推动国家经济稳定、快速

发展。因此，通过互联网的技术创新、理念创新、

模式创新，应用于农业生产、流通、消费等各个环

节的“互联网+农业”应运而生［1］59，其目的是推动

农业的转型与升级，最终把农业引领到智慧农业的

道路上。2020 年突发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农业产业

及产业链影响广泛，具体突出表现为局部地区生鲜

果蔬生产滞销、上游链条断裂，畜牧及家禽养殖产

业链受破坏，农产品流通渠道受阻，春耕劳动力缺

乏等，这些影响使得部分农产品消费受抑制，农民

收入普遍下降，也对 2020 年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全

面补齐建成小康社会短板的基本任务带来严峻挑战。

然而在抗击疫情期间所催生的线上新型消费、升级

消费使得实物消费和服务消费得到一定的补偿，也

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和促进农产品电商的进一步发展。

一、问题的提出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我国农业 ( 即

包括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以及副业五种

产业在内的广义农业) 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全国

各乡县村普遍采取 “封镇” “封村”措施，严禁本

村本地居民、外来人员及车辆进出，封堵或挖断农

村乡镇道路，封闭高速公路、省道及国道进出闸口

等。在紧急防控措施的影响下，我国农业产业链的

缺陷进一步暴露，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

( 一) 上游产业链断裂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初期形势严峻，各地市采取

了严格的刚性防疫管制手段，包括疫区封锁、停工、

停业、停产等，农村地区也采取了应急性的管制措

施，包括封村封路、禁止农村居民外出等防控举措。

752020 年第 6 期 杨旸衎: 新冠肺炎疫情下福建农产品电商发展策略思考

DOI:10.19473/j.cnki.1008-4940.2020.06.009



然而，我国农业生产资料，包括化肥、种子、家畜

禽饲料的采买、运输主要通过线下面对面完成，大

范围的人员出行限制直接导致农业产业链的上游链

条断裂。以畜禽养殖业为例，饲料供给短缺使得产

蛋率低，而蛋类产品又难以保鲜，养殖户面临极大

的经营压力。据统计，福建省家禽产品价格受疫情

影响波动较大，市场对于禽蛋和禽肉类需求下降明

显，截至 2020 年 2 月底，福建省鸡蛋、活鸡的平均

价格环比分别下降 7. 8%、4. 7%①。

( 二) 生产加工智能化程度低

由于疫情的持续性及持续周期的不确定性，大

部分农户不得不延迟复工复产。而我国现阶段农业

还是以家庭分散式经营为主，即以农民家庭为单位

从事农业生产及加工活动［1］60，且大多数的农业生

产加工机械化、智能化水平低，还处于粗犷的、以

手工生产方式为主的低级阶段，这种农业生产模式

的弊端在疫情期间更加暴露无遗。首先，农业生产

主要依靠农户个体经验，但大部分农户的文化与技

术水平低、生产随意性大，无科学的产前管理规划

直接导致生产效率低下; 其次，由于农业生产技术

落后，缺少标准化、规范化的生产流程，农产品形

状大小不一、色泽口感差异大，质量参差不齐，进

一步影响到销售以及农产品附加值的提升。

( 三) 农产品仓储流通不畅

流通作为农业产业链中的重要环节，在此次疫

情爆发期间也暴露出各种问题。现阶段农产品流通

模式主要表现为四种: 产地直销模式、农超商对接

模式、农户—龙头企业—批发商—零售商模式以及

农户—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批发商—零售商模

式［2］，但产地直销和农超商对接模式仅占 20%②。

因此大部分的农产品仍存在流通环节冗长的问题，

直接导致了农产品在运输过程中耗损率高，农户直

接利益受损，同时繁多的流通环节也造成农产品单

价升高。疫情期间，封路封村的应急手段使得运输

农产品的车辆无法正常通行，然而生鲜农产品本身

就具有不易储存、腐败率高的特点，再加上农村地

区基础设施如物流覆盖网点、冷链仓储设施等建设

不完善，使得大量生鲜农产品无法及时加工保存、

更无法及时通过物流运输到达销售网点，从而进一

步加剧农产品供销不对称。

( 四) 传统营销渠道受阻

现阶段农产品销售模式以零售商、批发市场、

农贸市场以及龙头企业等线下实体为主导，然而这

种销售模式在疫情期间大部分陷入了停滞。首先，

疫情期间居民被限制出行，实体超市、餐馆、批发

市场等停工停业，直接导致线下销售模式无法正常

进行; 其次，由于大部分农贸市场环境脏乱老旧、

市场管理模式落后，农贸市场成为容易滋生和传播

细菌病毒的场所，无法满足疫情期间场所的开放条

件，大量生鲜农产品严重滞销。

二、福建省农业发展的主要短板和制约因素

( 一) 农产品质量缺乏标准化

目前，福建省农业机械化和自动化发展程度不

均衡，例如省内部分地区所生产的农产品不论是在

生产还是流通过程中都不存在统一的生产及出品标

准。同时农产品缺乏生产、出品及流通等环节的监

管标准，使得部分农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性受到消费

者的质疑，这些都直接导致福建省部分地区农业收

益水平仍然偏低。

( 二) 物流设施发展滞后，管理体系不完善

福建省多山地丘陵，这一地势特征加大了在福

建省全省范围内建立且配备完善物流交通体系的难

度，并且部分贫困地区不仅存在物流平台和配送设

施等客观硬件设施滞后的问题，专业人才和高素质

农民的缺乏也导致物流管理能力差、配送专业化程

度低等问题的出现。另外，大部分生鲜农产品本身

具有季节性、且保质期有限，对于包装、仓储、冷

链等都有较高的要求，大多数生鲜农产品在包装配

送过程中损坏、腐败率极高，农产品利润受损。

( 三) 高质素农产品电商人才缺乏

福建省内部分农村地区由于基础环境条件差、

交通欠发达、经济水平落后等现实条件，农村的青

壮年劳动力仍然呈外流态势，出现不同程度的空心

化现象。留守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老龄化以及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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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因文化程度、技术质量低且难以接受网络

电商交易等新鲜事物，无法成为新一代农产品电商

的经营主体［3］。然而，农业的现代化发展和乡村振

兴要求实现农业信息平台、农产品数据库等建设，

这些都要求高质素的专业人才参与其中。另外，由

于农村生活环境艰苦、基础设备缺乏、经济相对落

后，虽然福建省各高校均有开设电子商务专业，这

些高素质电子商务人才毕业后选择回到农村发展的

意愿偏低。

( 四) 特色农产品缺乏竞争力

目前，福建省对于 “清新福建·绿色农业”的

品牌塑造和宣传仍然投入不足，且缺乏具有代表性

的高品质、高规格的龙头产品，使得 “清新福建·

绿色农业”的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无法在全国范围

内得到进一步推广。同时，福建省内特色农产品未

能形成产供销一体化市场，许多中小型农产品加工

企业与个体农户之间存在无序竞争和盲目生产的现

象，最终导致农产品成本居高不下，销售渠道受限，

农户收入不高、生产积极性受挫，整体农业产业效

益有限，全省农业竞争力难以提升。

三、疫情对福建农业发展的影响

首先，疫情期间交通封锁使得福建省内农产品

外销渠道受阻，交易被迫中断，农产品积压滞销，

其中生鲜蔬果产品受冲击最为严重。疫情爆发正值

农副产品销售的黄金时期，线下实体餐饮、娱乐服

务等停工停业，农户失去大批量订单。同时，居民

对于奶制品、鲜花产品以及水果等礼品性消费也明

显下降，而基于时令生鲜农产品易腐烂变质的特性，

农户损失惨重。另外，由于春耕所需的劳动力无法

按时正常返工、备耕所需的生产资料购买渠道受限，

省内各地春耕备耕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其次，

福建省畜禽与水产养殖业的生产与销售受到较大的

冲击。由于防疫交通管制措施，养殖饲料等无法抵

达，饲料原料供应不足直接导致养殖成本提高。大

部分活禽市场关闭停业，活鸡、活鸭、生猪、鲜蛋

等销量大幅减少，而畜禽蛋等农产品的滞销直接导

致养殖户出现无法还贷、再次借贷困难等资金链断

裂问题，养殖户损失严重且继续养殖意愿明显下降。

此外，福建省水产养殖业和海产捕捞业都受到一定

程度的冲击。在疫情防控初期，严格的交通管控导

致宁德、平潭、漳浦等地区的鲜活水产品积压滞销，

鱼塘存塘鱼量较高，特别是中高端海鲜产品的价格

呈现断崖式下降; 厦门地区水产批发帝王蟹、波士

顿龙虾、澳大利亚龙虾等价格都下降了一半左右。

不仅如此，已加工的成品鱼虾蟹由于道路封闭、外

销渠道受阻，同时多地进口加工水产品查出新冠病

毒阳性反应，也令消费者对成品水产品望而却步，

春节后成品水产品交易量下降明显。最后，由于国

际农产品市场整体形势低迷，福建省生鲜蔬果等出

口农产品交易在国际市场上受到了严重限制。据统

计，疫情初期，10 多个国家与地区暂停从福建省进

口农产品，同时对福建省出口的相关农产品采取严

格的检验检疫措施，延长出关进程。此外，由于航

班停飞停运，相当一部分企业出现产品难以交运的

情况，直接导致农产品进出口企业的直接经济受损。

四、疫情期间电商平台助农举措与成效

互联网络下，电子商务能够帮助农业传统产业

链实现升级整合，减少中间流通环节，降低成本。

疫情期间电商配合新兴 “无接触”消费模式，既减

少病毒交叉感染的风险、兼顾城乡居民宅家消费需

求，又满足企业运营复工复产的现实需求。

( 一) 福建省电商“抗疫助农”成效显著

作为全国较早开始发展农产品电商的省份，截

至 2020 年 1 月，福建省已成功搭建国家级农村电商

示范县 27 个，省级农村电商示范县 15 个，积极推

动农村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截至 2019 年 11 月，

福建省全省农村网络零售额达 1 626 亿元，居全国

第 3 位; 其中农产品网络零售额 229. 7 亿元，占全

国 6. 5%③。2020 年疫情防控期间，福建省政府及商

务厅联合国内各大电商平台展开各项 “抗疫助农”

活动。淘宝依托 10 亿规模的爱心助农基金，实施包

括线上农产品特卖专区、扩大农产品绿色物流专线

投入等 10 项助农措施; 阿里巴巴集团联合相关部门

发起“发挥电子商务助力疫情应对”的倡议，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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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产业基地、孵化地方特色经济、打造一系列福

建特色农产品品牌; 拼多多在 “闽货多多行”活动

的基础上，推出线上 “抗疫农货”专区，帮助各贫

困农村乡镇地区解决农产品滞销问题，并提供专项

农产品补贴和快递物流补贴; 朴朴电商作为福建本

土电商，依托 APP 及其前置仓网点，坚持疫期无

休，按照“保质量、保物价、保供应”的要求，组

织休假员工及其供应商复工复产，同时率先推出

“无直接接触”配送服务。据统计，2020 年 1－6 月

期间，福建省全省实现农产品网络零售额 169. 3 亿

元，同比增长 32. 8%，增速高于全国农产品网络零

售额 6. 7 个百分点④。

( 二) 漳州市助力农产品电商的主要举措

福建省漳州市人民政府、漳州招商局经济技术

开发区和华为公司于 2016 年底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共建云平台，发展大数据新兴产业，促进传统产业

转型升级。2018 年以来，漳州市探索创新农村电商

助力乡村振兴模式，大力推动农产品网络电商销售，

依托农业与电商服务平台的融合发展，助力贫困乡

村和农户增收创收。漳州市农产品电商扶贫案例更

是通过国务院扶贫办甄选，成功入选全国电商精准

扶贫典型 50 佳案例。据漳州市商务局统计，2019

年漳 州 全 市 电 子 商 务 交 易 额 达 446 亿 元，增 长

20. 6%，其 中 电 商 直 接 和 间 接 助 力 贫 困 户 增 收

497. 15 万元⑤ ; 2020 年一季度，漳州市 “爱心助农

专区”实现网销农产品 598 万元、39 万件，占全省

农产品公益网销的 70%以上⑥。漳州市借助 “云平

台”的搭建，实施云助农，刺激云消费，全方位推

进企业复工复产，扩大销售，降低疫情对于相关产

业的影响。对于农产品滞销问题，充分发挥电商

“全天候、零距离、少接触”的云端优势，铺设农

产品快消通道，助力农产品供销和农民增收。据商

务部统计，2020 年一季度全漳州市农产品网络销售

额高达 8 亿元，同比增长 40%，实现了疫情中农产

品销售“逆势突围”。

1. 拓展网销渠道、打造区域“品牌链”

针对疫情期间出现的农产品线下滞销情况，相

继推出各种主题宣传活动，如 “线上花果山—云霄

枇杷网上行”等线上促销活动，通过 “直播+电商+

网络”的形式，同时依托 “直播推广、线上下单、

线下展销、无接触配送”模式，推动当地 “漳州

味”“e 上云霄”等区域品牌农产品多平台营销，带

动农产品销售。据悉，全市共培育琯溪蜜柚、花木、

海鲜、茶叶 4 个产值超亿元产业和 12 个产值千万元

级的农产品网销重点项目，其中 “琯溪蜜柚”入选

“全国农产品电商五十强品牌”［4］。此外，漳州市推

广“超市平台+合作社+果农”的营销模式，协调恒

晟集团出资 1000 万建立超市惠农收购点并提供宅配

服务，推动超商、电商和农业合作社共同发展，联

动线上线下的农产品快消产业链，精准产销对接。

据网销数据统计，2020 年 1 月以来，漳州市通过电

商销售农产品 4. 1 亿元，同比增长 46. 8%，1－2 月

累计销售农产品 600 万件，同比增长 48. 2%; 3 月

“云霄枇杷”上线直播网销 25 天创收 4 000 余万元，

助农增收成果显著⑦。

2. 联合电商平台提供流量与资金扶持

为了刺激消费，漳州市政府联合阿里巴巴、美

团、京东等大型电商平台提供流量扶持。推出 “漳

州美食”“漳州名优农产品”“爱心助农”等线上促

销版块，培养居民“云消费”习惯; 举办 “网上食

品名城 漳显食力”产销对接会，运用网络直播推广

等新工具助力企业开展数字化经营。据漳州市商务

局统计，2020 年首季度漳州阿里巴巴产业带平台交

易额 高 达 9 740 万 元， 相 比 2019 年 同 期 增 长

11. 95%; 其中食品和生鲜类产品表现抢眼，交易额

共计 4 360 万元，占比约 45%⑧。同时出台《关于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促进 “六稳”工作十八条措施的通

知》专项扶持政策，优选品质企业、商家进行金融

扶持，如对疫情期间农产品网销额超 500 万元的企

业，按交易额 1. 5%进行补贴; 对新列入国家级、省

级电子商务示范企业，分别给予 50 万元、20 万元

奖励等。充分发挥扶持资金的 “杠杆”作用，助力

农产品电商企业快速成长。组织电商协会、爱心企

业依托“一户一店一码”的精准帮扶机制，扶持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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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农户创收增收，鼓励贫困农户开设网店销售农产

品。在部分贫困村开设田间直播间、打造 “线上直

播+线下产业”平台，鼓励乡县村领导带头走进直

播间帮助农产品宣传销售。

3. 推进物联网基建，保障物流畅通

电商平台的发展极大程度上依附于健全的快递

物流配送体系。为解决偏远农村地区物流网点瓶颈

问题，漳州市已建成县级物流配送中心 4 个、村级

物流配送站点 1 352 个，网点覆盖率达 53%，并计

划继续建立和健全物流站点、网点的覆盖率。如云

霄县与益农信息社、农村淘宝等企业合作，已建成

县级电商服务中心、供应链仓储中心和县镇村三级

物流体系。为保障物流畅通、促进农村电商配送的

复工复产，推行并落实农产品运输车的简化绿色通

行政策，引导邮政、 “四通一达”等物流快递减免

相关物流运输费用。据统计，物流保障等政策实施

以来，漳州市 2020 年第一季度农产品寄件量达 900

万件，同时快递单价平均下调 0. 5 元，为农村电商

企业节省物流成本近 450 万元［5］。

五、疫情背景下农产品电商发展的对策

漳州市创新 “云平台”的助农举措成效显著，

值得学习借鉴。后疫情时代，在线下超市、菜场等

逐步复工复产背景下，农产品电商的持续迅猛发展

应当建立在加速运营模式创新，促进物流网供应链

升级，培养和吸引大量农村电商人才，落实政府电

商扶持政策等措施的基础上。

( 一) 充分应用农业大数据

农业大数据作为一种新兴生产力，是发展农业

现代化、智能化的重要战略性资源。农业大数据涵

盖着以农业为核心的自然和环境资源、生产、销售、

市场以及管理等动态数据。通过对区域农业大数据

技术的发展和利用，能够有效地分析和处理消费者

数据和需求，帮助省内农产品电商实现精准营销策

略、优化用户体验; 其次，区域农业大数据技术能

够提升农产品电商的物流配送体系，实现对农产品

生产、加工安全和售后服务机制的全方位跟踪与动态

监督; 此外，大数据平台还可以通过具体的耕地数据

为农户制定最优农产品种计划，帮助农户实现创收。

为促进福建省现有农业资源数据库的升级整合，

应当积极构建农业农村大数据中心、5G 基建等，利

用云端大数据为未来农业的市场营销策划、危机预

警、资源分析等决策提供支持服务。推动互联网和

物联网以及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这些先进技术

应用在农产品电商和“生产－流通－物流－零售”整个

产业链条上［6］，打造“后疫情”时代农产品电商的

高效、安全、健康、绿色、智能、生态的理念。

( 二) 提高农业智能化与机械化

农产品电商的进一步发展将涉及农产品生产、

加工、采购、销售、包装配送及售后等各个环节，

而这些环节都依托于完善的冷链库存和物流体系的

建立。为推动生鲜农产品电商产业升级、拓展市场

规模，应当在农村推进农业机械化应用。例如，根

据省内农村地区的地势特征，推行适合山区生产作

业的小型农机; 制定和发布规模化的养殖技术规范，

配套机械化智能化的基础养殖设施装备［7］; 政策鼓

励大型电商抓住基建投资的机遇，加强如道路、产

地配销中心、冷链体系、物流中心、仓储网点等投

资力度，从而提高省内农产品生产流通效率、推进

冷链物流运输及仓储保存的技术和管理模式创新;

推动全省范围内定点试点投放农产机器人、农业无

人机、无人仓、无人零售货架等农业人工智能技术，

推进农业智能化和农业大数据融合发展。

( 三) 鼓励电商平台优化发展和管理模式

应进一步发挥农产品电商对于福建省农村的产

业激励作用。要倡导大型平台发挥平台优势与省内

各级乡镇、农村开展长期战略性合作，继续打造福

建地域特色农产品品牌，实现省内各区域农产品生

产销售标准化、从根本上提高农产品品质。规范全

省范围内农产品质量检测与监察管理机制，借助云

数据平台把控农产品质量，同时引导电商平台建立

和农户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完善农产品生产、流

通及销售的全套数字化供应链，提升农产品商品化

水平和供应链体系。各级政府应联合电商平台及物

流企业，加大资金与技术投入、完善乡、镇、村的

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如试点推进 “快递进村”工

程; 提高物流网点和宽带网络覆盖率，鼓励推广集

约配送、公用网点、统仓统配等模式; 投资特高压、

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突破 “最初一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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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和“最后一公里”的配送瓶颈。

( 四) 培养专业农村电商人才

培养和引进农村电商人才、防止农村乡镇人才

流失、鼓励农村人才返乡创业等也是促进福建省农

产品电商持续发展的必要手段。对于农村电商人才

的培养，一是要制定人才吸引政策，鼓励优秀的外

来电商人才进入农村、驻扎农村、服务农村，吸引

更多拥有专业电商知识与技能的年轻人加入电商扶

贫的队伍中，不断扩大充实电商从业队伍; 二是鼓

励社会资本投入并参与新型职业农民、农村专业服

务型人才以及农业科技人才的培养，通过投资建设

一系列农村农业人才培训基地、职业农民电商孵化

基地等专业的培训、实训和实习平台，坚持 “线上

+线下”互补的培训模式，使用如远程视频、云互

动平台、微课堂等从电子商务、专业技能及电商经

营管理等方面进行在线培训，精准打造一批掌握互

联网和电商经营技术的新型职业农民［8］; 三是继续

推进对于省内大学生村官、返乡大学毕业生及返乡

创业青年等个体的扶持政策，使其成为农村电子商

务培训的重点，进而培育出一批农村电子商务创业

带头人，鼓励返乡创业青年和农村创业带头人开设

创业技能与经验研讨课，进一步提升农村电子商务

服务人员的整体素质和技能。

( 五) 完善乡村创新创业体系

加大地方财政与金融政策的扶持力度，在现有的

农村创新创业扶持政策基础上，落实政府专项债券对

于农村创新创业园和孵化实训基地等项目的投入建

设，同时给予创业补贴、补助或减免一定金额的租金

等。试点推行新型贷款融资模式，如推广“互联网+

返乡创业+信贷”模式。对于中小农户，应当切实加

大有关生产发展方面的信贷支持，如积极探索和完善

无抵押、无担保的中小农户小额信用贷项目，支持农

村合作社和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内部社员信用合作等。

应当积极实现农产品电商和个体农户创业项目的“一

站式”服务。如在县 ( 乡) 政务大厅设立个体农户

创业和农产品电商的服务窗口，集中提供项目选择、

技术支持、政策咨询、注册办理等系列服务; 在电子

政务系统推进“一网通”办理模式，在省内乡镇农村

选择优质场地建设特色突出、设备齐全、环境良好的

农村创业园，实现农产品生产、加工、科技、营销、

品牌和体验的一体化、一条龙服务。

注释:

①数据来源: 福建省农业农村厅。

②数据来源: 中国农批数据中心。

③数据来源: 福建省商务厅。

④数据来源: 福建省农业农村厅。

⑤数据来源: 漳州市电子商务协会。

⑥数据来源: 漳州市电子商务局。

⑦数据来源: 漳州市电子商务协会。

⑧数据来源: 漳州市商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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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 of Developing Fujian Agricultural Products
E-commerce under COVID-19

—Taking Zhangzhou Cloud Platform as an Example

YANG Yangkan

( Fujian Institute for Industry and Enterprise Development，Fuzhou 350000，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agricultural products e-commerce，as an emerging marketing method，

becomes popular in rural areas. During the period of COVID-19，agricultural products e-commerce helps with the
upgrading and optimization of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industry chain，then solves the unsalable problem by introducing
the emerging“contactless”consumption mode. Taking Fujian Zhangzhou as an example，the paper analyzes how the
cloud platform boosts the online selling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and suggests that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Fujian
agricultural products e-commerce should concentrate on constructing the digital agriculture cloud platform，

establishing the branding and standardization of e-commerce for featured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Fujian，and
implementing talents cultivating policies and encouraging startup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e-commerce.
Key words: COVID-19;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industry chain defects; agricultural product e-commerce; agriculture
cloud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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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 on Marx’s Labor Value Theory and
Contemporary Fictitious Labor Value

DENG Shaochuan

( School of Marxism，Lanzhou University，Lan zhou 730000，China)

Abstract: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virtual labor is emerging as a new mode of production，which has
triggered new thinking on Marx’s labor value theory． Virtual labor has not changed the social attributes of productive
labor under the capitalist commodity economy，and its essence is a new form of productive labor． Although virtual
labor presents uniqu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value creation process，the essence of various new production factors is
still labor tools rather than labor itself． Virtual labor is still human labor rather than tool labor，and its value creation
process still conforms to Marx’s basic laws of scientific labor value theory． On the one hand，we should adhere to and
develop Marx’s scientific labor theory of value in the unity of history and logic; on the other hand，we should fully
understand and study the law of value，law of price，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machine，and their effect on
the distribution system of our country，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actively promoting the reform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and the distribution field．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ra; Marx’s labor theory of value; virtual la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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