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

中国化进程研究

宋保仁　著



　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数据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中国化进程研究／宋保仁著．—广州：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２０１１．９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５１００－３９８７－４

　Ⅰ．①马… Ⅱ．①宋… Ⅲ．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生产
力经济学－发展－研究－中国 Ⅳ．①Ｆ０１４．１

　中国版本图书馆ＣＩＰ数据核字（２０１１）第１９９７３０号

书　　名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中国化进程研究

策划编辑　吴小丹　
责任编辑　汪再祥　吴小丹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大江冲２５号
邮　　箱　ｓｊｘｓｃｂ＠１６３．ｃｏｍ
印　　刷　广州市快美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７１０ｍｍ×１０００ｍｍ　１／１６　
印　　张　１０
字　　数　１５７千字
版　　次　２０１３年５月第２版　２０１３年７月第３次印刷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５１００－３９８７－４／Ａ·０００２
定　　价　３７．００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００１　　　　·

目　　录

导　论 ００１………………………………………………………………………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００１……………………………………………………

　第二节　研究的现状及研究的意义 ００２……………………………………

　　一、生产力研究中的处女地 ００２…………………………………………

　　二、研究的意义 ００４………………………………………………………

　第三节　现有的资料和研究的方法 ００５……………………………………

　　一、本文涉及的资料 ００５…………………………………………………

　　二、研究的方法 ００６………………………………………………………

　第四节　本书的结构及主要创新 ００７………………………………………

　　一、本书的结构 ００７………………………………………………………

　　二、本书的主要创新 ０１０…………………………………………………

第一章　生产力观的一般理论 ０１４……………………………………………

　第一节　生产力观的含义 ０１４………………………………………………

　　一、生产力观的一般含义 ０１４……………………………………………

　　二、生产力观与世界观 ０１５………………………………………………

　　三、生产力观的核心问题 ０１６……………………………………………

　第二节　前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观及变迁 ０１８……………………………

　　一、从力到生产力：生产力概念的历史演变 ０１８…………………………

　　二、前马克思主义时期人类生产力观的三次转型 ０１９…………………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的革命性变革 ０２８…………………………

　　一、从非科学到科学：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生产力观的变革 ０２９…………

　　二、马克思恩格斯生产力观的三次革命性变革 ０３８……………………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后生产力观的继承、丰富与发展 ０４０……

　　一、第二国际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的探索 ０４１………………………

　　二、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在苏联的继承、探索与发展 ０４２………………



·００２　　　　·

第二章　改革开放前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中国化的曲折探索 ０４７…………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曲折反复的进程 ０４７………………………

　　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普及工作 ０４７…………………………………

　　二、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的宣传和普及工作 ０４９………………………

　　三、马克思主义知识的传播和影响 ０５３…………………………………

　第二节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的尝试性探索 ０５７…………………

　　一、对生产力要素认识的反复 ０５７………………………………………

　　二、在生产力发展动力认识上的反复 ０６０………………………………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中国化在探索时期的经验与教训 ０６４……

　　一、中国的国情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中国化的土壤 ０６５……………

　　二、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的基本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中国化
的历史依据 ０６８………………………………………………………

第三章　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中国化的逐步成熟 ０７０……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中国化逐步成熟的进程及标志 ０７０………

　　一、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至９０年代初生产力中心地位的确立 ０７１…………

　　二、从生产力标准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标志着生产力中心地位
的确立 ０７４……………………………………………………………

　　三、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先进生产力核心地位的确立 ０７６……………

　第二节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的形成、主要内容及标志 ０７７……

　　一、“科学技术的第一生产力”的确立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
的回复 ０７７……………………………………………………………

　　二、生产力标准的提出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中国化
的成熟 ０８１……………………………………………………………

　　三、先进生产力核心地位的确立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中国化
的进一步深入 ０８８……………………………………………………

　　四、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成熟时期的评述 ０９３………………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中国化在成熟与发展时期的经验
和教训 ０９５…………………………………………………………

　　一、摆脱理论上的教条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中国化
的关键 ０９６……………………………………………………………

　　二、时代主题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中国化的核心 ０９８………………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００３　　　　·

第四章　２１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中国化的全面深化 １００…………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中国化全面深化时期的理论成果 １００……

　　一、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中国化理论的代表性成果 １００………………

　　二、新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中国化的研究成果综述 １０２……

　第二节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的全面深化 １０２……………………

　　一、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中国化遇到的新挑战及全面反思 １０３………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在发展内涵及价值取向上的丰富
和发展 １０７……………………………………………………………

　　三、对全面深化时期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的述评 １１５………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中国化全面深化时期的主要经验 １１６……

　　一、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中国化的根本
途径 １１７………………………………………………………………

　　二、马克思主义要实现中国化必须遵循科学的方法 １１８………………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中国化的内在诱因 １２０………………………

　第一节　时代主题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中国化的根本诱因 １２０………

　　一、时代主题是特定的社会在特定发展阶段的核心问题 １２０…………

　　二、时代主题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中国化根本诱因的依据 １２１……

　第二节　时代主题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中国化进程的影响 １２２………

　　一、时代主题的识别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中国化进程
的影响 １２２……………………………………………………………

　　二、时代主题直接决定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的内容 １２３………………

　　三、对时代主题认知的变化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中国化
的具体路径 １２５………………………………………………………

　　四、对时代主题的不同把握影响着马克思主义者的生产力观 １２７……

　第三节　时代主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影响的历史启示 １２８……………

　　一、准确把握时代主题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中国化的前提
和基础 １２８……………………………………………………………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我们有宽广的国际视野 １３０………………

　　三、马克思主义者需要具有宽广的国际视野、扎实的马克思主义
理论功底和躬耕实践的践行精神 １３１………………………………



·００４　　　　·

第六章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的“中国”特色分析 １３３………………

　第一节　国际格局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的“中国”特色 １３３………

　　一、国际格局的含义及其变动 １３３………………………………………

　　二、中国对国际格局认知的变化以及对中国化生产力观的影响 １３４…

　　三、由对抗到合作是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路径 １３５…………………

　第二节　历史传统决定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的“科学技术”

特色 １３６……………………………………………………………

　　一、千年的历史传统决定了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 １３６……

　　二、中国现代转型中科学技术发展道路的艰辛探索 １３６………………

　　三、由“引进来”到“自主创新”是科学技术发展的中国式道路 １３７……

　第三节　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决定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
的“赶超”特色 １３８…………………………………………………

　　一、赶超的含义及原因 １３８………………………………………………

　　二、从数量赶超到质量赶超是中国生产力发展赶超内涵认识
的变迁 １４０……………………………………………………………

　第四节　现代转型决定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的“制度建构”

特色 １４１……………………………………………………………

　　一、制度建构的含义 １４１…………………………………………………

　　二、我国制度建构的历史和现实环境 １４１………………………………

　　三、我国生产力发展中制度建构的中国特色 １４３………………………

　第五节　现代化的外部输入性决定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
的“外部强制推动性” １４４…………………………………………

　　一、外部强制推动性的历史必然性 １４４…………………………………

　　二、中国共产党是承担这种必然性的现实选择 １４５……………………

　　三、中国共产党对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１４６……………

结　语 １５０………………………………………………………………………

后　记 １５３………………………………………………………………………



书书书

·００１　　　　·

导　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作为揭示人类社会发展变革最一般规律学说的马克思主义，它从世界观
层面实现了社会发展的革命性变革，而生产力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石，

马克思主义又是怎样来实现生产力观的革命性变革呢？作为我国文化制度的
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及其观点不断地被中国化，与此相对应的是，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扮演了何种角色，结下了
哪些硕果？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最需要给以说明的理论问题。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中国化目前尚未有人进行专门的论述。就笔者所
见，虽然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探索，但是
尚未从中国化的视角进行总结和概括。而这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进程中非常重要，以至于如果不说清楚这个问题，则无法说清楚我国在生
产力实践进程中的重大理论纷争。回顾我国的生产力实践不难发现，我国
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道路上并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充满了曲折和诸多的
争论。且不说新中国成立前后关于生产力的含义及生产力的要素之争①，

也不说关于生产力发展的动力之争②，单单是改革开放以来，有关生产力

①

②

新中国成立初期，理论界对生产力的要素之争有两要素说还是三要素说的争论。新中国
成立前，瞿秋白、李达、王学文等赞同生产力三要素说，即生产力是由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
资料三要素组成。新中国成立后，受斯大林影响，我国学界有很多人赞同生产力是由二要素组成，
认为劳动对象是被征服的对象，因此不能成为生产力的对象。

生产力发展的动力之争发生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我国的生产资料经社会主义改造之
后，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能动的反作用，
那么，在生产关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之后，生产力如何发展，即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是什么就成为
人们思考的重点。李平心教授对此提出生产力的发展一定来自其内部，由此引爆了理论界的讨论。
理论界对该问题的讨论持续了３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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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争论就有第一生产力之争①、先进生产力之争②等。这些争论背后，我国
生产力的发展道路曲曲折折。怎样认识这些曲折，怎样认识这些争论以及
这些争论所带来的我国生产力观的变化？这既是我国在生产力发展实践中
需要说明的现实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中国化进程中亟待回答的
重大理论问题。

众所周知，马克思不仅把生产力从经典物理学和经济学的理解中解放
了出来，并进行了哲学维度的抽象和阐释，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还实现
了生产力观的革命性变革。马克思主义是怎样实现其生产力观的革命性变
革问题引发了学界的争论，而我国理论界正是在这些复杂的争论之中，逐
步把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观改造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其历
程大致经历了曲折探索、逐渐成熟和全面深化三个时期，并最终形成了中
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那么，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的内容
是什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又是什么？这也是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需要进行理论总结的问题。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既有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继承，又有
全面的理论创新。总结这些理论继承与全面创新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
意义。

第二节　研究的现状及研究的意义

一、生产力研究中的处女地

生产力观中国化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进行透视，属于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一个开创性研究。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就笔者所见尚
未有专文或者专著涉及，因此本研究具有开创性。当然，在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进程开始以来，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问题的相关研究多有涉

①

②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前后，邓小平提出了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在当时，理论界
还习惯于受 “左”的思想影响，这个观点也引起了讨论。其中，学界的争论中就有关于 “社会科
学是否是第一生产力”的争论。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提出了先进生产力的概念，理论界
也进行了解读。其中，就有关于 “先进生产力和第一生产力的关系”，还有 “下岗工人是否属于先
进生产力代表”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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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概括起来看，这些相关性研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史学界对此问题的探索，其中以亲历者回忆录性质的著作为典
型。薄一波的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在这方面最具有理论价值。

他以事件为中心，介绍了从新中国成立伊始一直到改革开放初期这一时期
内，生产力观在重大历史事件决策中的分歧及影响，史料价值非常大。不
过，其注重史实性的记述，理论上的分析一般只是点到为止，没有进行更
为深层次的阐释。江渭清的 《江渭清回忆录：七十年征程》，他以一个地
方领导人的身份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历史上的大事，其中涉及到有关
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大事。

其二，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力的非常多，从总体上看，虽然关注生产
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方面的论述比较多，但就生产力本身的研究却不
多。以许涤新、孙冶方、顾准、薛暮桥、刘国光、吴敬琏、厉以宁、王珏
等人为代表，他们对生产关系的研究比较多，例如孙冶方、顾准等针对计
划体制的弊端，提出了用价值规律调节、发挥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
的观点。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李平心、于光远、孙尚清等人曾经提出过经济
学要以生产力的研究为中心，只是当时的学术环境主要受 “左”的思想影
响，因而使得这种研究没有进行下去。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熊映梧、薛
永应等人倡导生产力经济学，并开始在政治经济学之外开设生产力经济
学，这大大拓宽了生产力研究的专门化，但是对生产力研究的视角也因此
限定在了经济学领域。

其三，哲学层面对生产力的研究大多停留在生产力视域本身，着重论
述生产力的构成要素及其变动。这些研究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一直
没有中断。无论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专门工作者，如瞿秋白、李
达、艾思奇、何思静、王学文等人，还是改革开放以来涌现出来的理论工
作者，如王征国、孟海贵、孙向军、廖福林、祁新华等人，这些人对生产
力进行的探索，从哲学层面阐释了生产力的相关理论，我们能够从中找到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中国化的相关进程及理论成果。这些研究者都试图寻
找生产力在我国的生存土壤，但是从他们的研究成果来看，一个共同的特
点就是他们对生产力的研究仍旧只是从生产力的客观实体出发，探讨了诸
如生产力的结构、功能，研究视野也仍旧停留在生产力本身。这些研究对
于厘清生产力的内部结构、功能等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但是问题在于，

这种解释难免会陷于马克思所批判过的 “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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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
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①。因此，这种论述虽然有助于生产力
的知识性普及，但是对于了解生产力理论的来龙去脉则帮助无多，尤其是
无法揭示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在中国社会发展实践中的变迁。 “跳出三
界外，不在五行中。”要想说清生产力问题，必须跳出生产力本身，从中
国化的视角才能说清这种变化和这种变化在我国的具体表现。

二、研究的意义

开展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中国化的研究具有其积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
意义。

研究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中国化的问题，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路
径、过程及规律，总结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这是现实社会发
展的客观要求和时代呼唤，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从实践上
看，合乎时代发展需要的生产力观可以推动我们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促进
人、自然和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从
理论上看，研究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的中国化历程，这是对当代生产力实
践的理性自觉、反思与回应，也是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含
义的内在要求。

（一）当代中国生产力发展和实践的客观要求
从世界观的高度研究生产力问题，这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需

要。应当说，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核心作用无人可否认。从我国社会发
展的实际来看，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仅用６０
多年的时间，就走过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二百年的路程，生产力的
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不过，在生产力飞速发展的同时，西方社会发展
中出现的能源危机、资源枯竭、环境破坏等现代危机现象在我国也有所表
现，在 “三聚氰胺”、“塑化剂”等负面事件的影响下，我国社会甚至出现
了对以推进科技进步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做法的诸多质疑。这些质疑需
要理论界怎样的反思和回答，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从世界观层面进行反思。在揭示了马克思主义
生产力观是如何被中国化的之后，从而回应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到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５８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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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应当如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二）从理论发展上看，揭示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中国化是马克思主

义理论自身发展的需要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说过，哲学需要不断对自身进

行检视。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封闭的教条，而是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适应
时代的理论。考察我国６０多年的生产力实践，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即
有关生产力理论的争论反复出现。无论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出现的 “生产力
暴动”① 问题，还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 “社会主义草和资本主义苗”之辨，

抑或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期关于姓 “资”、姓 “社”问题的争论，或是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关于 “所有制的争论”，还有在党的十六大前后出现的改革方
向的争论等问题，都直接或间接涉及到生产力观问题。关于这些理论的争
论伴随着我国６０多年的发展，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只有揭示了马克思主义
生产力观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才能高屋建瓴地透视这些争论，才能科学地
认识这些理论争论，从而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内在脉络。

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内在脉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内
在要求。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品质特征。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
义理论发展的内在要求就是要揭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行了如何的演变，

而这种演变又在何种程度上引起了中国社会的变化。因此，从生产力理论
的发展来看，自觉吸收当代先进思想、接受当代科学发展优秀成果的观
照，这是生产力研究中取得实质性进展的一个突破口。

第三节　现有的资料和研究的方法

一、本文涉及的资料

本文所涉及的现有资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历史资料。主要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方面的资料，其中主

要的参考资料包括：有林等编著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中央党

① 毛泽东话语，指生产关系超越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否则生产力会起来暴动，当前农民杀猪宰牛就是生产力起来暴动。”见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
文稿》第５册，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６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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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编辑的 《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程恩富主编的 《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
史》等。

第二，党的报刊文献资料。这方面主要涉及到 《人民日报》、《光明日
报》、《求是》、历届党的代表大会报告和历届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党和国
家领导人及重要干部的理论回忆录，如 《毛泽东选集》、 《毛泽东文集》、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年谱》、《刘少奇选集》、《刘少奇年谱》、
《周恩来选集》、《周恩来经济文选》、《张闻天文集》、《邓小平文选》、《陈
云文选》、《江泽民文选》、《瞿秋白文集》等文献资料，还有国家统计局的
公报等。

第三，理论工作者的文章著作。这主要涉及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理
论工作者的文章著作，包括党内外理论工作者如胡乔木、艾思奇、王亚
楠、邓力群、李平心、薛暮桥、于光远、顾准、孙冶方、孙尚清、龚育
之、邢贲思、吴敬琏、萧前、李秀林、吴树青等人的著作，也包括新中国
成立以来专门的学术性刊物，主要有 《哲学研究》、 《新建设》、 《学习》、
《文史哲》、《教学与研究》等。

二、研究的方法

本研究的方法主要有：

第一，文献解析法。所谓文献解析的方法，就是对历史文献进行系统
整理和分析的方法。本文研究的对象为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的中国化，其
中涉及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包括党的会议决议，政府工作报告，国家统计
局的公报，国家领导人的讲话、著作、批示，专家学者的著述等。本书通
过对历史文献的梳理，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变化的脉络，有助于
我们理解生产力理论的变化。

第二，矛盾分析法。矛盾，是指不同事物之间或事物内部诸要素之间
的 （对立面之间）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既相互排斥又相互吸引的关
系。同一性和斗争性是矛盾的基本属性。在具体分析矛盾的时候要坚持两
点论和重点论的分析方法。本文运用矛盾的分析方法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生
产力观在中国源与流的矛盾的演变。

第三，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历史的方法是对事物自身运动变化
进程的纵向考察。逻辑分析的方法则是透过现象在思维中再现具体事物的
认识方法。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是科学研究中必须要尊重的根本方法，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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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根本体现。本文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在我国社会
发展的逻辑分析，并结合我国生产力实践的历史脉络，揭示了马克思主义
普遍真理的理论本性和内在特质，从而增强了理论的自觉性。

第四节　本书的结构及主要创新

一、本书的结构

本书由导论，第一、二、三、四、五、六章和结语，共八个部分
组成。

导论部分主要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中国化问题的提出、研究的
意义、研究的方法及所做的理论创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社会生产
力取得了长足进步，这些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之下完成。要揭示
生产力发展的经验，就需要考察生产力观。生产力观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
论和实践意义。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解析法、矛盾分析法和历史与逻辑相
统一的方法。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对生产力观、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和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的内涵的揭示上。

第一章，主要介绍了生产力观的含义及一般理论。所谓生产力观，就
是人们对生产力的根本看法或观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的革命性变革就
是把生产力从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中解放出来，实现了生产力由唯心
到唯物，由空想到科学的伟大转变。马克思主义在生产力观的革命性变革
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把生产力从神力中解放出来，提出了生产力
的属人性；第二，把生产力从机械力中解放出来，指出了生产力是人类社
会变革自然和利用自然的物质力量；第三，马克思指出了生产力自身发展
的规律，即生产力是通过先进生产力淘汰落后生产力的发展过程。

第二章，主要介绍了改革开放前的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中国化在我国
的曲折探索。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中国化的主观客观条件有：马克思主义
理论的外来性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性，加上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
角色转变，以及我国的发展由社会革命到建设时代主题的转变，这些主客
观条件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背景。这个历史背景注定了马克思
主义生产力观中国化的进程是一个充满曲折的探索过程。从客观的实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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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进程来看，我国在改革开放前这一时期内，生产力发展中的反复也印证
了这种曲折性。例如，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出现的 “人口数量与质量”问
题的争论。当时，党中央及国内著名的专家学者如邵力子、马寅初等都主
张限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虽然这些主张在当时引起了中央上上下
下的重视，但在不久之后，这些建议和主张就被简单地等同于马尔萨斯的
人口论而受到了批判、否定，甚至上升到个人的人身攻击。导致的结果
是，我国人口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这进而影响了我
国现代化建设的步伐。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中国化的探索之路
虽然充满曲折，但是为改革开放初期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中国化的成熟打
下了坚实基础。

第三章，主要介绍了改革开放初期，生产力观在我国的成熟过程。改
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认识逐步被党
内外及社会各界群众所接受。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发展，在理论与实
践层面引起了 “社会主义经济是不是商品经济”、“我国要不要坚持多种所
有制”以及 “我国的经济体制到底是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还是实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争论，从这些争论的过程及最后的结果来看，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被中国化了，其标志是邓小平 “三个有利于”思想的
提出。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要以生产力的提高为基础，因
此，判断 “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核心是生产力标准，而这恰恰是对马克思
主义生产力观中国化的最好阐释。

第四章，主要介绍了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中国化的全面
深化。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出现了贫富差距加大、资源紧张、环境破坏
严重等社会问题，人们甚至把高房价、高教育费用、低社会保障概括为新
的 “三座大山”。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我国出现了关于改革方向问题的争
论。党和国家政府经过科学的判断，指出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不是改革方向
的问题，而是我们的发展模式需要改变的问题，由此提出了实行科学发展
的对策。在旧的传统发展模式下，单纯追求生产力数量而忽视生产力质量
的发展思路导致了这些问题的出现，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实现生产力的
科学发展，也即追求生产力发展的同时要推动经济社会、人与自然的协调
和同步发展。这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的内涵，把质的标
准和量的标准结合起来作为判断生产力发展的标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生
产力观的大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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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主要介绍了时代主题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的影响。

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时代主题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中
国化的内在诱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立的基础是时代主题，时代主题的
变动直接影响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的中国化进程。其二，时代主题对马克
思主义生产力观中国化内容的影响。时代主题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中国
化的主要内容。其三，时代主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路径的影响。时代主
题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的效仿对象和选择路径。其四，时代主题对
马克思主义者生产力观的影响。时代主题对马克思主义者的生产力观产生
了影响。时代主题的认知直接影响着马克思主义者对生产力理论的理解，

而这又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第六章，主要介绍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的 “中国”特色。马
克思主义生产力观的中国化过程，必须要继承中国的社会传统，因而体现
了中国的特色。具体来说，这种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其一，国
际格局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的 “中国”特色。国际格局的变化决定
了中国必须要走自己的路，模仿别人永远也无法超越别人。其二，历史传
统决定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的 “科学技术”特色。近代以来，我
国落后于他国主要表现在科学技术上。科学技术是我国最为缺失的关键环
节，因此，生产力观中就需要强调科学技术。其三，我国社会发展的初级
阶段决定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的 “赶超”特色。我国社会发展的
落后局面决定了必须要把赶超路线作为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现实选择。其
四，我国的现代转型决定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的 “制度建构”特
色。中国的现代转型具有由外向内的输入性，这决定了促进生产力发展的
制度的非内生性，因此需要不断地进行制度建构。其五，现代化的外部输
入性决定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的 “外部强制推动性”。我国的现
代转型是在外力的强制下进行的，因此，现代生产力的发展不是内生于中
国本土，因此也注定了中国要发展生产力，就需要在外部强制力的推动下
进行。

结语部分主要介绍了本研究的几个基本结论。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中
国化的进程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的形成过程，在中国化马克思
主义生产力观的指导下，中国已经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生产力发展模式。中
国化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既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也有对中
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具体来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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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把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发展的关键性力
量。这是由中国现代转型的历史和现实条件决定的。由于中国一直是以农
业为本位的社会，现代大工业所需要的科学技术的不足，决定了中国必须
把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发展的重中之重。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地域广阔
的大国，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因此，这也决定了中
国的科学技术必须依靠独立自主的原则。第二，以人为本是中国生产力发
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
历史使命决定了必须要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幸福放在首要地位，为
此，就必须把人放在生产力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上。第三，推进先进生
产力的发展必须通过制度建构来完成。中国的生产力发展遵循着生产力自
身发展的规律，即不断由先进生产力淘汰落后生产力，而这需要一定的制
度建构来保证。这种制度建构在中国表现出其必然性。中国的现代社会转
型是在几千年形成的封建制度传统下开启的，缺少生产力发展的制度环
境，为此，就必须随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推进制度建设。第四，中
国的生产力发展必须要坚持人、社会、自然的和谐统一的价值取向。这种
和谐统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下的天人合一思想进行的批判继承。传统文化
强调天人合一，更多的是要人适应自然，而今天我们追求的人、社会、自
然的和谐统一，强调的则是在对自然的改造和利用中实现三者的和谐统
一。这种价值取向也是对西方自资本主义以来的人、社会、自然之间对立
价值取向的批判继承。西方自资本主义大规模兴起以来，社会以占有更多
的物质财富为追求目标，而恰恰是这一目标加剧了人、社会、自然的对
立。追求人、社会、自然三者的和谐统一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合理继
承与创新。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有过对人、社会、自然关系重构的思
想，但是没有提升到人、社会、自然之间和谐统一的高度。

二、本书的主要创新

本书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本书第一次把生产力观作为研究的对象，这是一个创新。据笔
者的考察，到目前为止，对生产力观还尚未有学者进行专门的考察和论
述，这是笔者的创新所在。有关 “生产力观”一词，学界已经有人进行过
探索，如 “生产力观即人们对生产力的看法或观点，包括对生产力含义的
理解，对生产力构成要素的规定，对判断生产力发展程度标准的确定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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