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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理论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拓展与创新研究
邱添

黑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80；

摘要：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然而，随着我国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传统的生产力理论已难以满足新时代的需求，亟待拓展与创新。新质生产力理论作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

成部分，不仅继承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力要素构成、发展动力和载体的核心观点，还结合新时代的数字经济、数

实融合等特征，提出了新的理论内涵。这些拓展与创新不仅丰富了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内涵，也为我国高质量

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引和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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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

心内容，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我国在长期实践中始终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将这一

理念贯穿于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的探索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质生产力理论

应运而生，它立足于我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丰富实践，

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理论，是马克思

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也是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深入研究和阐释新质生产力

理论，对于推动其系统化、学理化发展，以及进一步完

善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1 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基本内涵

马克思在继承和批判前人生产力理论的基础上，创

造性地构建了完整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体系，其核

心内容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1.1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划

分经济时代和国家经济发展阶段的核心标志
[1]
。马克思

明确指出，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他

强调：“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

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

到一定阶段时，便会与现存的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产生

矛盾。此时，原本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逐渐转变

为生产力的桎梏，进而引发社会革命
[2]
。新质生产力理

论继承并拓展了这一观点，强调在新时代背景下，生产

力的发展不仅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更是实现高质量发展

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基础。

1.2 生产力的构成要素

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由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

构成，这些要素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生产力

发展。劳动对象是被加工的原材料，劳动资料则是生产

工具和设备，其发展水平直接反映生产力的进步。在不

同社会形态下，生产力的构成要素表现出不同特征。农

业社会中，劳动者使用手工工具，劳动对象以土地为主；

工业社会则以机械化生产为主，劳动资料复杂且技术含

量高，劳动对象也更加多样。当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

展的桎梏时，社会变革不可避免。因此，生产力的构成

要素及其相互关系不仅决定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也反

映了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和特征。

1.3 生产力的渐进性与继承性

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劳动的生产力”，具有具体

性和继承性。具体性体现在生产力与社会制度的紧密联

系，封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各有特点；

继承性则表现为生产力是历史积累的结果，每一代人都

在前人的基础上发展新的生产力。这一观点深刻揭示了

生产力发展的渐进性和历史连续性。新质生产力理论继

承并拓展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在新时代背景下，生产

力的渐进性不仅体现在技术的逐步积累，更体现在质态

的跃升。数字经济的兴起推动生产力从传统模式向智能

化、数字化转型，实现了生产力的质变。这种对生产力

渐进性与继承性的拓展，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

理论的内涵，也为我国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

和实践路径。

1.4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通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揭示了

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因不适应生

产力发展而终将被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取代。他强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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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力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生产关系是人与人的关系，二

者相互依存。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肯定了资本主义

生产力的巨大成就，认为其创造的财富超越了以往所有

世代。然而，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资本主义生

产关系成为其发展的阻碍，导致社会矛盾加剧。基于此，

他提出两个“决不会”：社会形态不会在生产力未充分

发展前灭亡，新的生产关系也不会在旧社会条件未成熟

时出现。因此，未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必须建

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之上。

2 新生产力理论的革新—新质生产力对马克思

理论的重构与发展

新质生产力理论在继承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基础

上，对其内涵和特征进行了深化与拓展。它不仅对马克

思生产力理论进行了科学的判断和分析，还在理论层面

进行了完善与创新，推动了生产力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2.1 新质生产力理论创新发展马克思生产力是社

会进步根本动力理论

新质生产力理论在继承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基础

上，结合新时代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赋予了生产力

新的内涵和特征。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

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生产力的发展
[3]
。1956

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明确提出，社

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在于解放生产力。1988 年，邓小平在

会见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雅克什时强调，社

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1992 年，邓小平在南

方谈话中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并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作为

判断改革开放成效的重要标准。这些重要论述深刻体现

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的实际，进一步深化对生产力发展的理论探索。2012

年 11 月 15 日，习近平总书记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一论

断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情怀和马克思主义基

本立场
[4]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发展依然是当代中

国的第一要务
[5]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高质量发

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发展是

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2024 年 1月 31 日，习近平总

书记进一步指出，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

现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和支撑力。这不仅是对

新时代生产力发展的新要求，更是对马克思“生产力是

社会进步根本动力”理论的创新发展。

2.2 新质生产力理论创新发展马克思生产力渐进

性与继承性理论

马克思深刻论述了生产力发展的渐进性与继承性，

指出后一个阶段的生产力是在前一个阶段的基础上发

展而来，是“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过程。人们必须尊重

现有的生产力基础，在此基础上开展活动，形成新的生

产力。这种渐进性与继承性表明，每个经济时代的生产

力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而新质生产力正是这一理论

在新时代的生动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在于

“质优”，即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统筹推进传统产业的

升级、新兴产业的壮大和未来产业的培育。新质生产力

的“质优”特征，既强调质与量的统一，又注重质的提

升和量的扩大。它以高新科技为支撑，以全要素生产率

的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为发展目的，展现出高科技、高质量、高效能的特征。

这种“质优”生产力的形成，正是对马克思生产力渐进

性与继承性理论的创新发展。

2.3 新质生产力理论创新发展马克思生产力要素

构成与要素效率理论

2.3.1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的新质态

马克思指出，生产力的质量与构成要素密切相关，

劳动过程包括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新质生产

力在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等要素上展现出先进

质态，体现了生产力的渐进性与继承性，并推动其向更

高层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劳动者具有数智化和高素质

化的特征，他们不仅需要具备扎实的科技知识和劳动技

能，还需掌握数字素养，了解网力、算力等新技术。这

种与数字化、智能化高度匹配的劳动者，拓展了马克思

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劳动者的定义，形成了劳动力的新形
态[6]

。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

一资源。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的新质态，是新

质生产力的核心支撑，高素质、数智化的劳动者，高新

科技化与虚拟化的劳动对象，以及智能化、数字化的劳

动资料，共同构成了新质生产力的先进质态。这些新质

态不仅继承了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核心要义，还结合新

时代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推动了生产力的质态跃升，

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提

供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2.3.2 生产要素构成及其配置理论的新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新时代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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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是新的生产要素，是基础性资源和战略性资源，也

是重要的生产力。这一论断丰富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力要

素构成的理论，体现了生产力要素的渐进性和时代性。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标志在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

这不仅是技术进步的结果，也依赖于生产要素的创新性

配置。

全要素生产率是指扣除劳动、资本等要素投入数量

对经济增长率贡献后的余值，其提升依赖于技术进步、

组织创新、体制改革等多方面因素。在新质生产力中，

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生产要素组合方式的优化、商业模

式与组织制度的创新，以及智能化程度的增加，都直接

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这种提升突破了传统要素供

给数量的约束，赋予生产力新的动力，为推动经济社会

全面绿色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2.4 新质生产力理论创新发展马克思科学在生产

力中作用

马克思指出，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是社

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来源。科学技术一旦进入生产过程，

知识形态的生产力就会转化为现实的、直接的生产力。

这一理论深刻揭示了科学在生产力发展中的核心地位，

为后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在新时代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关于科学

在生产力中作用的理论进行了创新发展。2018年 5 月 2

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

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中国

要强盛、要复兴，就一定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努力成

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2024 年 1月 31日，

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

用，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
[7]
。新质生

产力的提出，标志着生产力发展从传统要素驱动向创新

驱动的转变。它强调以科技创新为先导，以数字技术为

驱动，形成和发展新兴产业，推动生产力的质态跃升，

为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和

实践路径，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时代化发展。

2.5 新质生产力理论创新发展马克思人与自然关

系的绿色生产力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经典著作中深刻揭示了人与自

然的辩证关系。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我

们不要过分陶醉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

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这一论述警示

人类，人与自然的关系并非单向的征服与被征服，而是

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马克思在《资本论》

中进一步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资源的过度

掠夺，强调自然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人类的生

产活动必须尊重自然规律，否则将面临自然的报复。

新质生产力理论从生产力的发展目的上深化了马

克思的绿色生产力理论。习近平指出，必须加快发展方

式绿色转型，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增厚夯实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绿色家底”。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仅追求经济

增长，更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通过推进发展方式

绿色转型，新质生产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持续动

力，同时确保人民群众在天蓝、地绿、水清的良好生态

环境中切实受益。

3 结语

新质生产力的崛起对生产关系提出了新的要求，推

动生产关系的调整与创新成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

选择。通过深化产学研合作，建立深度融合的创新平台；

弘扬科技企业家精神，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升级各

类科技园、产业园，推动科技与产业融合；完善市场化

创新激励机制，优化金融支持体系，我国将为新质生产

力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推动经济社会的全面绿

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这一过程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生

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理论的继承，更是其在新时代

背景下的创新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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