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长安大学博士研究生优秀论文集·

科技生产力研究

主 　 编：刘吉发

副 主 编：黄　勇

西 安 地 图 出 版 社





目　　录

论科技生产力（序）

第一篇　科学技术与科技文明

论马克思主义科学生产力观

科技生产力与科技文明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科技生产力与物质生产力
科技生产力与现代生产力
科技生产力与科技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
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的动力机制研究
科技生产力及其价值定位研究
论科学技术的价值形态
论科技生产力的价值定位
科技生产力及其历史形态研究
科技生产力发展轨迹的反思
科技生产力发展趋势研究
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形式和趋势

２１世纪中国科技生产力发展的主要特点
论当代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实体因素的渗透和作用

第二篇　科学技术与人类社会

论科技革命对人类文明的推动作用

浅析科学技术对社会变革的推动作用
·１·



科技生产力与可持续发展
关于技术价值中技术与社会互动的分析
科学技术与创建高新技术开发区
论道路与铁道工程学科结构的调整优化
水文地质学的形成与发展趋势的哲学思考
道路智能运输系统的先进生产力定位
对公路发展模式的研究
论信息技术在公路行业中的重要作用

第三篇　科学技术与科教兴国

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科教兴国战略
论科技生产力与科技兴国战略
科教兴国的历史必然
科技生产力的发展趋势与科教兴国战略
科教兴国对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意义
科技生产力与科教兴国的互动关系
科技生产力与科教兴国的辨证关系
从科学技术到科教兴国
科技生产力与科教兴国的内在联系
发展科学技术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关键
高等教育与科教兴国
提升科技生产力是科教兴国战略的关键
科学技术与教育发展
科技进步与高等教育发展
从科学技术看教育的生产性价值
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
论科学技术与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
浅论科技生产力与高校教育发展
现代科技生产力与高等院校的素质教育

·２·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科学技术与高校教育创新

第四篇　科学技术与“三个代表”

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在中国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在中国的实践和应用
浅析“三个代表”与科技创新的关系
发展科技生产力是“三个代表”的重要体现
科学技术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论“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
要求”

浅谈科学技术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技生产力与“三个代表”
论在科技工作中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技术与“三个代表”的内在联系
论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对科技工作者的指导作用
科技工作者劳动的价值认定
科学技术在中国

第五篇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

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融合是大势所趋
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融合的理性反思
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互动关系
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内在联系
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历史融合
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辨证关系

·３·



书书书

论科技生产力

———代为序

刘吉发

科技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代表，也是人类现代文明的物
质基础。深入分析科技生产力，不仅能全面认识现代文明的物质根
基，而且能深入理解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一、科技生产力的历史发展
要分析科技生产力的历史发展，首先得从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历

史考察开始起步。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历史演进，先后经历了农业生
产力、工业生产力和信息生产力三大历史形态，从而构成了人类文
明历史演进的三大生产力平台。

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构成了广义人类文明史中的
古代社会。古代的人类，共同创造了灿烂的农业文明，农业文明是
建立在农业生产力基础之上的文明形态。所谓农业生产力，就是建
立在以农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基础之上的生产力形态，它是农业文
明的物质根基和社会基础，从而构成了人类生产力发展的第一大历
史平台。农业经济是农业生产力的表现形态，它对科学技术的依赖
程度相对微弱，因而农业生产力的科技含量不高，还达不到科技生
产力的历史高度。也就是说，古代的农业生产力，本质上还不属于
科技生产力范畴。

人类的近代是科学的时代，不仅科学技术在近代形成了有机的
结合形态，而且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形成了本质的联系。也就是说，

从真正意义上来讲，科技生产力的历史发展起步于近代。
如果说农业生产力是农业文明的物质基础，那么工业生产力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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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工业文明的物质基础。所谓工业生产力，就是指建立在以工业为
主导的产业结构基础之上的生产力形态，它构成了人类社会生产力
发展的第二大历史平台。工业经济是工业生产力的表现形态，它对
科学技术有着很强的依赖性，也正是由于科学技术的介入和科技含
量的提高，从而使科学技术逐渐成为工业生产力的主导因素。因
而，工业生产力，则成为科技生产力的最初形态。

人类社会的农业生产力，经过了五千年间的缓慢量变，最终让
位于工业生产力。工业生产力的最终形成，以１８世纪７０年代第一
次科技革命所带来的 “生产力的机械化”为标志。在工业生产力高
速量变的过程中，１９世纪７０年代，第二次科技革命带来了 “生产
力的电气化”，这是工业生产力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

由于工业生产力的高速运行，必然快速孕育出崭新的生产力形
态。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伴随着现代科技革命的发生，近代工业生产
力发生了质变，终于让位于现代的信息生产力。所谓信息生产力，
就是建立在以信息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基础之上的生产力形态，它
是信息文明的物质基础。近代以来，人类社会相继发生了三次科技
革命：第一次科技革命，使人类科技生产力达到了机械化；第二次
科技革命，使人类科技生产力达到了电气化；第三次科技革命即现
代科技革命，使人类科技生产力达到了信息化。信息生产力是人类
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第三大历史平台，同时也是科技生产力发展的第
三大历史形态。信息生产力的历史形成有两大标志：其一是１９５６
年美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白领工人人数超过了蓝领工人；其二是

１９５７年前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升天，二者共同标志着工业社
会的终结和信息社会的来到。科技生产力的信息化，促进了科技生
产力的不断发展，也带来了科技生产力质的飞跃，智能化则是科技
生产力发展的当代高度。

知识经济是信息经济的本质内容，也是信息生产力的集中表
现。信息生产力对科学技术有着极强的依赖性，科学技术是信息生
产力的逻辑轴心，也是信息生产力的主导结构。信息生产力是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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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的集中体现，也是先进生产力的最高代表。
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史，不仅表现为从农业生产力向工业生

产力、进而向信息生产力的历史转型，而且也表现为从传统生产力
向现代生产力的历史发展。传统生产力是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
资料三大刚性要件的整合，因而可称之为刚性生产力。刚性生产力
是刚性成分占主导地位的物质生产力，其科技含量低而创造力不
强，因而刚性生产力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技生产力。随着科学技
术的不断进步，科学技术和科学管理等柔性成分，日益成为现代生
产力的核心结构和主导轴心，因而现代生产力可称之为柔性生产
力。柔性生产力是科学技术等柔性成分占主导地位的物质生产力，
其科技含量高而创造力强，因而柔性生产力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技
生产力。也就是说，人类社会生产力不仅表现为从传统生产力向现
代生产力的转型，而且也表现为从刚性生产力向柔性生产力的转
型。因而，现代生产力和柔性生产力，其本质就是科技生产力。

科技生产力的历史发展，日益呈现出 “结构软化”和 “重心虚
移”的基本规律，生产力结构的 “软化度”，既是科技生产力不断
演进的逻辑标尺，也是衡量生产力先进与否的评判标准。信息生产
力是科技生产力发展的现代形态，智能生产力则是科技生产力发展
的当代高度。

二、科技生产力的理性反思
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则集中展示了科学技术的经济功能，同

时也揭示了生产力科技化的历史进程。“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乃是
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核心内容。“科技生产力”概念的提出，是当
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江泽民同志于１９９１年在中国科学技术
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为了解放科技生
产力，必须提高全民的科技意识，要在舆论宣传、体制改革、完善
政策、增加投入、培养人才等方面作出巨大的努力”。科技生产力
已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基本范畴。

在马克思主义科技生产力范畴产生之前，中外思想家就对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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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社会功能进行了理性反思。早在公元１世纪，中国汉代唯物
主义哲学家王充就提出了 “知为力”的命题。王充在其 《效力》中
指出：“儒生以学问为力”，“人有知学，则有力矣” “萧何以知为
力，……坐知秦之形势……”，王充 “知为力”命题中的 “知”，主
要指 “社会知识”，它体现了东方人的思维指向。而公元１７世纪，
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则又提出了 “知识就是力量”的命题。
培根在其 《新工具》中指出：“人的知识和人的力量合而为一”，与
王充有别，培根 “知识就是力量”命题中的 “知识”，主要指 “自
然知识”，它体现了西方人的思维指向。二者尽管对知识的理解有
所不同，但都看到了 “知识”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这既是二者
的共同之处，也是二者的思想精华之所在。

在马克思主义科技生产力观的发展史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马
克思主义科技生产力观的奠基者。恩格斯早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
纲》（１８４３～１８４４）中指出：“人类所支配的生产力是无穷无尽的，
应用资本、劳动和科学，就可以使土地的收获无限的提高。”马克
思在 《经济学手稿》（１８５７～１８５８）中明确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
科学”，马克思还以深邃的历史眼光，进行了超前性的理性反思，
进一步作出了：“社会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的精辟论
断，其中已包含着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萌芽。

继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列宁和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科
技生产力观，然而在马克思主义科技生产力观的发展史上，对马克
思主义科技生产力观有重大发展的还首推邓小平。邓小平同志对马
克思主义科技生产力观的重大贡献，就在于他首次提出了 “科学技
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命题，而这个命题的提出有一个形成过程。早
在１９５２年，政务院在讨论有关中国科学院问题的会议上，邓小平
同志就指出：“科学研究是一项基本建设，在这方面的投资叫基本
建设投资”；１９７５年，邓小平同志在听取 《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
纲》时指出：“科研工作必然走在国民经济的前面”，“科学技术叫
生产力，科研人员叫劳动者”，这标志着邓小平同志对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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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生产力观的继承。１９７８年，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
式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了
巨大的作用”，“科学技术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这标志
着邓小平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科技生产力观的深化。１９８８年，邓小
平同志在两次谈话中三次提到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命题，
这标志着邓小平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科技生产力观的重大发展。邓小
平同志以强烈的使命感，站在现代科技革命的时代前沿，运用唯物
史观的基本原理，对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进行了理性反思，首次概
括出了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光辉命题。尽管德国法兰克福
学派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在１９７１年就提出了 “技术和科学成为头
等的生产力”的命题，但它脱离社会关系，抽象地谈论科学技术，
具有惟科学主义倾向，与邓小平同志的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命题具有本质的区别。

江泽民同志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又进一步发展了当
代马克思主义的科技生产力思想，构成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科技生产
力观的最新形态。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的
《讲话》中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集
中体现和主要标志”，这是江泽民同志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科技生产
力观的完整表述。

三、科技生产力的价值定位
科技生产力的价值结构具有三大维度，经济价值、政治价值和

文化价值，构成了科技生产力价值结构的三大维度。经济、政治和
文化，构成了科技生产力价值定位的三维坐标。

１．科技生产力的经济价值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科技生产力观的基本观

点，从而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对科技生产力经济价值最集中的时代认
同。

马克思主义科技经济价值观，是科学技术推动经济增长历史进
程的逻辑内化。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展示了其自身固有的经济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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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其历史沿革与人类社会同步久远。当人类掌握了石器技术以
后，就创造出原始社会的生产力；当人类掌握了青铜技术以后，就
创造出奴隶社会的生产力；当人类掌握了铁器技术以后，就创造出
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当人类使用了机器以后，就创造出资本主义社
会的生产力。随着现代科技革命的发生，人类社会生产力又在发生
质的飞跃，这充分展示了科学技术的经济价值。

现代生产力是科技生产力，科技生产力的显著特点是：劳动者
知识化，科技型人员成为劳动主体；劳动工具智能化，计算机控制
成为生产工具的基本特征；劳动对象人工化，越来越多的人工物成
为人们的劳动对象；劳动组织科学化，科学管理成为生产要素组合
的基本形式；劳动过程柔性化，生产劳动成为智力支配而非体力支
出。这已从总体上勾勒出科技生产力的基本轮廓，也展示了科技生
产力的现代品位。

人类社会生产力，经历了古代的农业生产力，近代的工业生产
力和现代的信息生产力三大历史形态，其科技含量不断提升，经济
功能日益凸现。现代生产力的产业结构，是以知识产业为主导的产
业结构，所表现的经济形态被称之为知识经济，这足以显示了科技
生产力对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

２．科技生产力的政治价值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科技生产力的经济价值最终必然提升

为政治价值。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
量。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特定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又构成
了该社会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结构属于人类
社会的上层建筑。科学技术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将导致
生产关系的变革，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必然发生上层建筑的革命。
江泽民同志曾指出：“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把经济建设真
正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是一场广泛
而深刻的变革。这不仅可以极大地提高生产力，而且必将引起生产
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深刻变化。”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是最高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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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革命的力量。人类社会形态的不断演进，归根到底是生产力的推
动，是科学技术的进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是人类社会进
步的根本动力。

邓小平同志直接揭示了科技生产力的政治价值。１９７８年，邓
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无产阶级专
政的条件下，不搞现代化，科学技术水平不提高，社会生产力不发
达，国家的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那
么，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我们国
家的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障。我们的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
越是现代化，我们同破坏社会主义的势力作斗争就越加有力量，我
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就越加得到人民的拥护。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
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才能更有效地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对付外
国侵略者的侵略和颠覆，也才能比较有保证地逐步创造物质条件，
向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前进。”邓小平同志的这段话，精辟地论述
了科学技术的政治价值，同时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对科技生产力
的政治价值最集中的论述。

３．科技生产力的文化价值
科学技术不仅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且也是先进文化的代

表；科技生产力不仅具有重大的经济价值和政治价值，而且也具有
重大的文化价值。

科学技术具有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双重属性。科学技术作为
生产力，具有物质文化的性质，同时科学技术作为观念形态，又具
有精神文化的性质。如果说物质文明决定着精神文明，这是二者关
系问题上的唯物论；那么，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又具有能动的反作
用，这又是二者关系问题上的辩证法。我们既要运用科学技术来推
进物质文明建设，我们同时还要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来建
设精神文明。

江泽民同志不仅充分肯定了科学技术在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
明建设中的双重作用，而且进一步揭示了科学技术在精神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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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基础作用，提出了 “科学技术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石”的
著名命题，这标志着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对科技生产力文化价值的最
高肯定。

科学技术不仅具有文化空间的开拓价值和文化阵地的建构价
值，而且也具有文化结构的优化价值，这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
文化建设至关重要。中国文化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它
既不是传统文化的复兴，也不是西方文化的移植，而是文化特质的
新组合，是中国特色新文化的创造。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文化，形
成了 “重人伦而轻科技”的文化结构，我国传统文明 “人伦型”的
文化结构，与西方近代文明 “科技型”的文化结构，形成了显明的
民族反差，也构成了我国发展科技生产力的文化障碍。当前，我国
应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吸收全人类科技文明的最新成果，不断强化
中华民族的科技意识，提高中华民族文化结构的科技含量，这对优
化中华民族的文化结构，推进中华民族文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具
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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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科学技术与科技文明



论马克思主义科学生产力观

马　日柬

自法国重农学派经济学家魁奈１７５７年第一个提出 “生产力”
概念以来，二百多年间，人们对生产力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和探
讨。但迄今为止，学者们对生产力的认知和解说却各执已见，莫衷
一是，形成多种关于生产力的概念和定义。例如，在前苏联和我国
学术界，长期沿用着生产力 “关系说”和 “能力说”，把生产力定
义为是生产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
能力。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这种传统的生产力概念在我国受到了
质疑，一些人对此作出修改，提出了新的 “能力说”：“生产力就是
人类改造自然，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创造财富的能力。”尔后，
又提出了 “力量说”。虽然表述方法各异，但共同点是认为生产力
并非人们的一种潜在的能力，而是社会所拥有的创造财富和文明的
现实力量。 “效率说”则以世界生产力 （率）科学联盟 （ＷＰＣＳ）
使用的概念为代表，从数量、效率、效益的角度来表示单位时间内
或单位消耗上的生产力能力和效果。“系统说”用现代系统论和系
统分析方法研究生产力及其构成，认为生产力是一定的生产组织把
生产力诸因素在特定的关联方式下有机地结合起来的系统。这个系
统具有不同于因素功能的新功能，进而将生产力定义为 “是各具特
质的生产力因素在特定的关联方式和数量配比下，在适当的空间和
时间内形成的，能够创造特殊使用价值或提供特种劳务的有机总
体。”

凡此种种议论和见解说明了两点：
其一，生产力的确是一个复杂的事物。人们尽管可以从多角

度、多层面描述生产力存在的形式或印象，概括出简单的或者复杂
的生产力概念，但要从整体上揭示其本质特征和内涵与外延，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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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一个科学范畴而加以研究确定，却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有必要对其进行专门的研究和探讨。

其二，必须有科学而完整的生产力观，才能全面、深刻、准确
地理解和把握生产力范畴的内在规定性，形成科学的生产力概论和
生产力理论。所谓 “生产力观”，就是人们对生产力的看法。科学
的生产力观就是实事求是、完整、全面的生产力观，即实际的生产
力是怎样的，就怎样看怎样说，生产力有多少本质内容，就说多少
本质内容。

从生产力范畴的历史发展看，“生产力”这一概念虽然最早是
法国重农学派经济学者魁奈提出的，以后的西方学者从不同侧面分
析考察了生产力，提出了各有特点的生产力概念和理论。然而，科
学而完整的生产力观和生产力理论，则是由马克思创立并奠基的。

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中的一个基本范畴，是创建马克思主
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根基。正是由于马
克思和恩格斯把生产力引入了历史观，从而才同唯心史观划清了界
限，创立了唯物史观。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牢
牢把握住生产力是社会变革的终极原因和决定力量这一主线，透过
繁纷复杂的社会现象，深入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
的矛盾，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科学结论。正如
列宁在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和生产力观时精辟指出
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唯物主义者。他们用唯物主义观点观察世
界和人类，看出自然中一切现象都有物质原因作基础，同样，人类
社会的发展也是由物质力量即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只有把社
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
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不言而喻，没有
这种观点，也就不会有社会科学。”“物质生产力的状况是一切思想
和各种趋向的根源。”我国著名生产力经济学者熊映梧教授把马克
思主义的上述生产力观，称之为 “生产力首位论”。

根据经典作家的原意和后人不带偏见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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