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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生产力理论的百年建构和逻辑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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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议题。

在斗争和执政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探索和总结生产力发展规律，与时俱进地丰富马克思主

义生产力理论内容。本文基于历史演化视角，系统梳理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生产力理论发展

脉络，重点剖析了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渊源和历史贡献。本文认为：（1）中国共产党生产力理论

的演进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萌芽发育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初步形成阶

段、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稳步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创新深

化阶段。（2）中国共产党生产力理论主线历经了“注重生产关系变革—强调生产力增量发展

—重视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内核转变。（3）新质生产力理论继承了党在现代化建设各个时期

的生产力理论成果，从生产力要素及其组合的视角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是对马克思

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守正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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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都高度重视生产力问

题，并在长期实践中推动生产力理论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领导核心的中

国共产党立足新发展阶段，深刻总结生产力发展规律，继承了党在各时期的生产力理论精髓，

创造性地提出新质生产力理论。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9月上旬在黑龙江考察时提出“新质生产

力”的概念。①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阐释了新质生产力

的内涵和维度，确立了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框架。2024年3月5日的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从方法论上为全国各地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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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指导。

新质生产力理论与历代党的领导人所提出的生产力理论一脉相承，是党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建设长期实践中总结和升华的智慧结晶。目前学术界围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周文和

许凌云，2023；刘伟，2024；方敏和杨虎涛，2024）、要素特质（李晓华，2023；黄群慧和盛方富，

2024）、生成逻辑（任保平，2024）、时代价值（高帆，2023）、实践路径（程恩富和陈健，2023）、培育

发展（刘志彪等，2023；洪银兴，2024）等关键问题作了许多建设性研究，但是对新质生产力的历

史渊源尚未做出深入探讨。新质生产力理论的形成有其厚重的历史积淀，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高

瞻远瞩的发展眼光。少量文献讨论了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历史逻辑（张江和周玲，2005；孟捷和韩

文龙，2024），或者从新质生产力的某一维度探讨了中国共产党经济和生态建设的百年实践（刘

志阳和庄欣荷，2021），但是并没有系统地梳理中国共产党生产力理论的发展脉络，也没有将党

已有的生产力理论与新质生产力理论进行纵向比较，未能厘清中国共产党生产力理论的阶段

性特征和演进逻辑。

本文从历史演化角度梳理中国共产党生产力理论的百年演变脉络，系统研究新质生产力

理论形成的历史渊源。研究发现：中国共产党生产力理论的发展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

萌芽发育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初步形成阶段、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

期的稳步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创新深化阶段。中国共产党生产力理论主线经

历了“注重生产关系变革—强调生产力增量发展—重视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转变，对生产力

构成要素的认识从注重传统生产力要素的发展，向强调新型生产力要素升级及其组合优化转

变。新质生产力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本文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拓展现有研究。第一，从历史演化视角讨论中国共产党生产力理

论的发展脉络，归纳各个时期中国共产党生产力理论的阶段性特征，对比党的已有生产力理论

和新质生产力理论，论证了新质生产力的历史继承性和创新性。第二，探讨了中国共产党生产

力理论的演进逻辑，从理论主线和理论要素创新维度上分析了中国共产党生产力理论发展规

律，拓展了研究生产力思想演化的新思路。第三，总结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中的历

史经验，发现不同历史时期生产力发展的共性规律，明晰了中国共产党生产力理论创新的实践

意义。 

二、  萌芽发育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生产力理论

中国共产党生产力理论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精髓同时，又根据中国国情对马克

思主义生产力理论进行了丰富和发展。在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

象是构成生产力的三要素。劳动者是生产力构成要素中的决定性因素，一切科学技术都由劳动

者创造，也由劳动者操作。劳动资料是生产力的物质基础，是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用于改造劳

动对象的一切物质工具。劳动对象是劳动者通过劳动资料将劳动施加于其上的事物,是被劳动

直接加工改造的对象。①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有机结合形成了社会生产力。②中国共

产党始终以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为指导，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优化生产力各构成要素，变革和

调整生产关系，积极探索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中国方案。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生产力建设实践

中积累一系列宝贵经验，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为新质生产力理论的提出奠

定了基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的着眼点和主要方向都是推动革命事业的发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年。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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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保障根据地军需民用，为最终夺取政权提供物质基础。党在根据地建设中积累了发展生产

力的经验，并形成了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系统性认识。

第一，开展土地革命，变革生产关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农民长期受到封建地

主阶级的压迫。土地是农民生活的主要来源，发动农民的根本举措是对土地所有制度的彻底变

革，保障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

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①中国共

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同时期采取不同的土地革命政策，逐步瓦解旧社会生产关系，解放了

社会生产力，为革命胜利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和群众基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

党在根据地推行土地革命，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巩固红色政权；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推

行减租减息政策，缓和农民和地主间的矛盾；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广泛发起土

地改革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废除封建和半封建土地所有制。中国广大农民群众分到土地，生产

和革命热情空前高涨，有力地支援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斗争。

第二，以支援武装斗争为目的发展根据地的生产力。武装斗争是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

的出路。只有革命斗争的顺利进行，才能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因此，发展

生产力的目的是支援武装斗争，消灭外国侵略势力和国内阶级敌人。党的领导人认识到经济工

作对于支持革命战争的重要性，只有发展根据地的生产力，才能为赢得革命胜利打下物质基

础。党在根据地生产力的建设中，一方面注意满足人民群众日常生产生活需要，另一方面着力

发展军事相关工业，支援人民军队打击侵略者和阶级敌人。土地革命时期，苏维埃政府在进行

土地改革的同时，积极发展兵器工业，建立官田中央兵工厂，支持红军打击反动军队。抗日战争

时期，党领导根据地人民开展了延安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战胜了日本侵略军，

突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

第三，坚持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同时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毛泽东同志指出要争取国

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在私人经济不越出政府法律范围之外的情况下，提倡和奖励私人经

济的发展。②在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营经济保证了生产力发展质量和稳定性，有

效抵御敌对势力对根据地经济的破坏，捍卫了根据地的经济安全。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允许

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支持合作社经济和私人经济的发展，发挥了各类有利要素在生产力发展中

的积极作用，更好地满足了根据地军民的生产生活需求，为革命斗争筑牢物质基础。中国共产

党在发展生产力中主次分明，灵活包容，取得了良好的根据地经济建设成果。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受到国内外反动势力的联合

破坏，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武装夺取政权、消灭阶级敌人、争取民族解放。因此，在这一特殊

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上受到反动势力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限

制，党的生产力理论更多是基于根据地建设经验总结，未能在全国范围内予以实践，因此理论

体系并不成熟。 

三、  初步形成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生产力理论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十分严峻。从国内经济形势上看，我国生产

力水平仍然比较落后，社会上还存在大量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因素。从国外政治局势上看，帝国

主义封锁、孤立新中国，企图把新生人民政权扼杀在摇篮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为了稳

固人民政权和保护革命成果，系统性地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年。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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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加快生产关系变革，解放生产力。毛泽东同志承认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但是他一直

强调必须重视生产关系的研究（张俊国，2006）。毛泽东同志曾说：“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

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①经历了长期革命斗争，毛泽东同志常用革命的眼光看待生产

力发展问题。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同

志的生产力理论更侧重于强调生产关系变革，破除旧社会生产关系，扫清生产力发展的制度障

碍，建立新生产关系。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没收官僚资本、镇压

反革命等工作，从根本上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加快了国民经济恢复。国民经济恢复后，党领导全

国人民开展了“三大改造”，积极变革生产关系，建立社会主义制度。随着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提出，党的根本任务从解放生产力向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

发展生产力转变。毛泽东同志根据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对生产关系变革和生产力发展的

关系进行适时调整，为新中国初期生产力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保障。

第二，坚持人民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主体地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一方面，毛泽东同志始终

坚持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强调人的因素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关键。中国共产党通过破除旧的

生产关系，变革旧社会制度，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发展生产力的积极性，激发人民群众建设社会

主义的热情。另一方面，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民生是中国共产党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目的。中

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以为人民谋幸福为己任。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通过武装斗争和

发展生产保护人民群众；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变

革生产关系，领导人民群众创造社会财富，满足人民物质文化需要，切实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卫

兴华，2013）。
第三，发展科学技术事业。毛泽东同志始终把科学技术作为发展生产力的必要条件，并基

于革命观点和全球视野探索发展科技事业的道路（卫兴华，2013）。毛泽东同志提出要进行“技
术革命”，鼓励中国知识分子“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号召全国人民“向科学进

军”。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同志在科学技术发展上长远的战略眼光。毛泽东同志高度重视科学

技术和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认为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毛泽东同志指出：“不搞科

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②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中，毛泽东同志要求全党认真学习科学技

术，用科学的知识和手段发现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规律，解决生产力发展中的问题。在毛泽东同

志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积极扩大中国自己的科学技术力量，团结全国知识分子，共同建设社

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并在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杂交水稻、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尖端领域

取得了重大突破。

第四，绿化祖国，保护环境。毛泽东同志在重视生产力发展的同时，还兼顾生态环境保护。

毛泽东同志在1956年3月提出“绿化祖国”的号召，动员全国人民保护环境，通过绿化荒山荒地

“实行大地园林化”。毛泽东同志意识到了生态环境的重要性，也进行了保护生态环境的相关实

践，改善了中国生态环境，为生产力发展创造了良好的自然条件。但是受时代局限，毛泽东同志

的生产力理论较少涉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容，没有形成系统的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的思

想，未能将生态环境保护和生产力发展有机结合起来。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并确立了社

会主义制度。在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生产力理论得以在全国经济建设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完

善，党的生产力理论主线集中呈现在生产关系的系统性变革上。由于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

党在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失误，这为随后党在经济建设和生产关系调整上积累了

 ①《毛泽东文集》第8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年。
 ②《毛泽东文集》第8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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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教训。 

四、  稳步发展阶段：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生产力理论

结束了十年“文革”后，全党的工作重心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从国

际形势上看，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这为我国发展生产力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第三次

科技革命后，科学技术和知识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根本性因素。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

电子计算机、原子能、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等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我国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

国家的距离进一步拉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厘清社会主义本质，将全党的工作

重心到经济建设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杜金亮和张义忠，1999）。
第一，发展才是硬道理。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为了尽快缩小我国与

发达国家的差距，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中国共产党着力推动生产力高速发展。

贫穷落后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说，“我们穷了几千年了，是时候了，不能再

等了”，体现了邓小平同志希望我国尽快摆脱贫穷落后状况的殷切心愿。只有发展生产力，才能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

力。”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必须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

务，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有靠发展才能解决前进道

路上的风险和挑战，只有靠发展才能提高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

第二，重视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中的“第一性”作用。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来源于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①科学技术改进了生产

工具和生产方式，有力地提高了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邓小平同志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

产力理论，创造性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②1985年3月，邓小平出席全国科技工作会

议并发表讲话，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1988年9月5日，邓小平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古斯塔夫•胡萨克时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

产力”的论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准确地概括了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地位

和作用，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生产力理论的发展。江泽民同志进一步强调了科技和教育在

生产力发展中的关键作用，高度重视高素质人才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劳动者是生

产力各要素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要素，劳动者只有和劳动工具有机结合才能推动生产力发展。劳

动者素质决定了劳动力与劳动工具的结合效率，极大地影响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和应用。发展

生产力必须首先着眼于劳动力素质的提高，而提高劳动力素质的关键在于教育（龙观华，

2003）。因此，为了推动科学技术的长足进步和生产力持续发展，1995年，以江泽民同志为领导

核心的党中央首次提出在全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通过教育培养高素质人才，进而推动科技进

步。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强调创新的重要性，认为我国科学技术发展不能总是跟在他人后面亦步

亦趋，而是要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进行创新突破，占领世界科技和产业发展的制高点。只有提

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才能推进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向纵深发展。

第三，平衡生态环境保护和生产力的关系。改革开放后，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生态破坏和

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认识到了生态环境保护的重

要性和紧迫性。邓小平同志在毛泽东同志“绿化祖国”号召的基础上，提出“植树造林，绿化祖

国，造福后代”的新举措、新目标和新使命。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将环境保护定为我国的基

本国策，把环境保护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邓小平同志推动了我国环境保护走上常态化、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年。
 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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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化道路，但是仍然处于被动保护生态环境阶段，未能发现生态文明建设和生产力发展之间

的内在联系。江泽民同志将环境保护与保护生产力联系起来，认为“保护环境的实质就是保护

生产力”。这是我们党首次将生态环境与发展生产力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为绿色生产力的提

出做了理论铺垫。江泽民同志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融入了生产力建设中，要求协调经济发展和

环境保护的关系。当代人的发展不能以影响下一代人的发展为代价。要保护好生态环境，节约

自然资源，为后代发展留有余地。可持续发展观把生产力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视为对立统一的

两个方面，将生产力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联系在一起，是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思想的巨大飞跃

（刘志阳和庄欣荷，2022）。胡锦涛同志进一步提出生产力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上，将生产力发展、人民生活质量提升和生态环境保护紧密联系在一起。可持续发展是生产力

跨越式发展的基础，“竭泽而渔”式的增长模式最终会损害生产力发展的物质根基（吴仁平和刘

荣春，2008），只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才是平衡发展生产力和生态环境建设的最优解。

第四，以人为本发展生产力。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进一

步明确把人民利益作为党制定各项政策方针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魏世梅，2004）。邓小平生产力

理论的核心论断之一是社会主义本质论。邓小平同志重申了发展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

原则，并指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

到共同富裕”。①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中，强调了“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是判断改革是非得失的标准之一。生产力发展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江泽民同志提

出发展先进生产力是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基础条件。②胡锦涛同志强调科学

发展观的核心立场是以人为本。③科学发展观提出要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尊重人

的价值，注重人的全面发展。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是统一的，没有人的全面发展，经

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是不可持续的。要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调动人民群众发展生产力

的积极性创造性，共同构建和谐社会（林琼斌，2009）。生产力发展凝聚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血

和智慧，人民是发展生产力的主体力量，也应是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受益者。这一时期，中国共产

党对生产力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相互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人民共同富裕是发展生产力

的最终目的，人民群众也是发展生产力的核心力量。既要发挥人民群众在生产力发展中的积极

性和首创精神，又要让生产力发展成果更多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生产

力持续进步筑牢群众基础。

第五，重视市场的作用，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重新审视市

场的地位和作用，在实践中逐渐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中共十二大报告提出：“经济

体制改革的中心问题是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了高度

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有限度地承认了市场调节的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党

在经济体制改革上大胆创新，在十二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坚持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改革方向，

逐步实现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虽然我国尝试发挥市场的

积极作用，重新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但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并非一帆风顺。在

20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我国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价格闯关”受挫，国家经济下滑，市场经

济改革面临瓶颈。为了解决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方向问题，邓小平同志亲自赴南方视察，并提出

“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的论断，消除了人们对市场经济改革的迷茫。

此后，中共十四大报告正式提出，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年。
 ②江泽民. 论“三个代表”[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③光明网 .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EB/OL] .   ( 2007 -10 -16 ) [2024 -2 -1 ] .

https://www.gmw.cn/01gmrb/2007-10/16/content_68378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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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中国共产党对市场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实现了从“调节作用”向“基础性作用”的巨大飞

跃，这也为党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指明了方向。进而，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

告中提出，要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在制度上明确了保障市场基础性

作用的方法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中国共产党对市场地位和作用的认知更加

科学准确，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优化调整的角度与时俱进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

理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调整生产关系，推动我国经济高

速增长。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认识更加全面，从重视经济建设发

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并重，党的生产力理论逐步走向成熟。 

五、  创新深化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生产力理论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已经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所面临

的国际国内形势更加复杂。在国际形势上，全球局势日趋复杂动荡，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的崛起，冲击着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逆全球化现象蔓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华遏制

力度加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在国内形势上，我国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取得了丰硕成果，但

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着更多挑战，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因素依

然大量存在。因此，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深刻把握生产力发展的新特征和新要求，在继承和发

展党的已有理论基础上，提出新质生产力理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绿色发展、深化改革、人才培育等方面对发展生产力做了系统部

署，并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断。新质生产力理论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的经济思想的

高度凝练，标志着党对生产力的认识又实现了巨大飞跃。

第一，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科技创新使劳动资料更加先进，持续地被

发明与使用先进的劳动资料是新质生产力的直接标志。随着数字经济迅猛发展，以数智技术为

代表的高新科技逐渐成为各经济部门最重要的生产工具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核

心技术攻关，牵住自主创新这个‘牛鼻子’”“提高数字技术基础研发能力”。①数智技术以其强大

的计算能力、存储能力、分析能力和连接能力，提高了社会各部门的协同性，极大地提高了企业

创新和生产效率（杜传忠，2023）。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促进了生产方式、商业模

式、管理方式和思维模式的变革。在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的驱动下，数字化产业迅速成长并成

为支柱产业。同时，围绕数智技术的科技创新与高素质新型劳动者相结合，推动了传统生产力

要素的数智化、高端化转型，也加快了传统产业优化升级。

第二，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新质生产力的产业基础。人类历史上的重大技术革命，往往伴随

着产业革命。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深化，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成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

载体，也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组成部分。科技创新成果只有实现市场化和产业化，赋能战

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集聚和发展，才能最终形成新质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高

质量科技成果转化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跑好科技创新和转化的“接力赛”。②科技创新成

果成功转化和产业化的关键路径是产学研协同。只有通过高校和科研机构、企业、金融机构、政

府之间的跨部门协同，加快信息、技术、资金、知识融通，才能实现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

线和市场，应用到人民群众的生活中，造福千家万户。

 ①新华网.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把握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和规律 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EB/OL].
(2021-10-19)[2024-2-1]. http://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1-10/19/c_1127973979.htm

 ②新华网（授权发布）. 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EB/OL]. (2021-5-28)[2024-2-1].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1-05/28/c_112750537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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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

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理论深化了对生态环境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辩证关系

的认识，提出绿色生产力的全新概念，将生态环境保护和生产力发展视为相辅相成、相互转化

的对立统一体，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重大突破。绿色生产力的概念是对“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高度凝练。早在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就首次提出了“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

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两山”理论中，良好的生态环

境本身就蕴含着巨大的财富。经济发展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使得人类有更

先进的技术、更充足的资金、更科学的管理方式合理保护生态环境。绿色生产力是“两山”理论

精髓的高度概括。绿色生产力创造性地将生态环境作为经济发展的潜在要素，认为人类应当在

科学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开发利用生态环境并创造经济、社会和环境价值。在实践中，随着

美丽乡村建设深入推进，蕴含在乡村地区的生态环境资源正在得到科学开发，许多生态产品正

在走入市场，走进人民生活，乡村生态旅游也逐渐成为乡村经济重要增长点。在“两山”理论的

指导下，许多乡村地区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和市场化手段，实现了生态环境的可持续保护和生态

资源的价值化，越来越多的“绿水青山”正在转化为“金山银山”。
第四，要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数字经济时代，数智技术成为关键生

产工具，数据也成为新质生产力的构成要素，社会生产方式和组织方式在数智技术和数据要素

的赋能和重塑下发生了巨大变化。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生产力的跃迁要求新型生产关系的

构建。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与优化组合的过程，也就是建立新型生产关系的过程。具体来说，建

立新型生产关系，必须全面深化改革，破除不合理的体制机制，构建新型生产关系发展体系。习

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等改革，

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让

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①以往适应传统生产力的体制机制是新

质生产力发展道路上的“绊脚石”。要对生产制度、分配制度、交换制度、消费制度、法律制度、文

化制度等领域的制度性障碍因素进行改革，让有利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各类新型生产要素充

分涌流。新型生产关系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需要中国共产党根据生产力发展规律并结

合中国国情，循序渐进、因地制宜、与时俱进地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战略

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新质生产要素流通的制度体系。

第五，高质量人才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根本动力。劳动者是生产力构成要素中的决定性因

素，一切科学技术都由劳动者创造，也由劳动者操作。劳动者的素质决定着科技创新水平以及

科技创新积极作用的发挥程度（张军，2024）。在数字经济时代，新质生产力下的新型劳动者掌

握了以数智技术为代表的科技创新成果，具有更高的科学素养和更强的创新思维。这些高素质

的新型劳动者能够发掘数据要素的潜在经济、社会和环境价值，利用数智技术提高全要素生产

率。同时，新型劳动者还是科技创新及成果转化的主要驱动力量，为我国实现引领性创新提供

了智力支持。新型劳动者通过持续学习和探索，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加快实现前沿科技领域的

引领性创新。新型劳动者敏锐的市场意识又进一步推动了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通过科学家创

业和学术创业的模式加速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落地和发展，进而推动新质生产力

的形成。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发展阶段做出准确判

 ①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N]. 人民日报, 2024年02月02日，第
0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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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从重视生产力增量发展转变为强调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积极培育新动能，从劳动者、劳动资

料和劳动对象及其组合优化的视角提出了新质生产力理论。 

六、  中国共产党生产力理论的演进逻辑及启示

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在长期实践中与时俱进地创新和完善党的生

产力理论。党的历代领导人始终不渝地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生产力发展道路，坚定不移推动生

产力发展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中国共产党坚持通过改革的方式调整生产关

系以促进生产力发展，坚持通过发展科教事业提高劳动者素质和科学技术水平，优化生产力要

素。在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生产力理论主线存在差异，对生产力构成要素的认识逐步深

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根据国际形势和具体国情，从不同角度

创新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从生产力理论主线看，中国共产党生产力理论主线经历了“注重

生产关系变革—强调生产力增量发展—重视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转变过程。从生产力理论的

构成要素看，中国共产党生产力理论从注重传统生产力要素的发展，向强调新型生产力要素升

级及组合优化转变。

（一）生产力理论主线的转变

党的生产力理论主线经历了“强调生产关系变革—注重生产力增量发展—重视生产力高

质量发展”的演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国正处于深重的民族危机之中。这一时期，中国共

产党领导广大无产阶级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与国内外反动势力展开全方位的斗争，谋求国家

独立和民族解放。为了增强革命斗争的物质基础，中国共产党通过改变旧生产关系，团结一切

可以团结的力量，发展生产力以支援武装斗争和保障根据地人民生活。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

期，我国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但是由于经历长期战乱和国内外反动势力的破坏，我国

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仍然较低。为了摆脱贫穷落后的境况，中国共产党集中力

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就提出全党的工作中心要转到生产建设

上来。由于旧社会的生产关系严重阻碍了生产力发展，因此中国共产党在恢复了国民经济的基

础上，对旧社会生产关系进行彻底变革，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促进生

产力发展。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国仍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从国内形

势上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难以适应生产力发展，也不利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从

国际形势上看，我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正在拉大。通过改革的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成为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因此，中国共产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通过改

革的方式调整不合理的生产关系，排除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为了缩小中国与发达国家的

差距，中国共产党通过科教兴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等诸多方式激发各类

生产要素的创造活力，推动社会生产力高速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面

临“逆全球化”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复杂国际局势和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国内新形势。中

国共产党深入研判新发展阶段特征，领导全国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而传统发展方式已难以满足新形势新要求。

在新发展阶段，我国亟须转变发展方式，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积极培育新动能。因此，中国共产党从追求生产力高速增长向注重生产

力高质量发展转变，并与时俱进地提出了新质生产力理论（参见表1）。
（二）生产力理论构成要素的创新

党的生产力理论从注重传统生产力要素的发展，向强调新型生产力要素升级及组合优化

转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建设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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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产力理论都关注到了生产力发展中高素质劳动者和高水平科学技术的地位和作用，一致

认同高素质人才和高科技相结合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以往生产力理论主要关注劳动力、

资本、技术等传统生产力要素的改进与整合，新质生产力理论下的生产力要素实现了质态的跃

迁，数智技术和数据要素在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得到高度重视。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革命深入发展，数字经济蓬勃兴起，数智技术和数据要素成为推动生产力进步的新型生产力

要素。新质生产力理论把数智技术和数据要素融入生产力构成要素中，强调数智技术和数据要

素对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赋能优化和改造升级，为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要素理论赋予

了数字时代的新内涵。数智技术和数据要素与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融合，形成新质生

产力所必备的新型高素质劳动力、新质劳动资料和新质劳动对象。三者在数智技术建构的经济

社会体系内高度耦合，既促进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又催生了数字经济新形态，推动了全要素

生产率的极大提升。新质生产力理论进一步深化了中国共产党对新型生产力构成要素的认识，

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要素理论。

（三）中国共产党在发展生产力中的经验启示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持续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不断创新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在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为当下培育新质生产力积

累了宝贵经验。

第一，生产关系应根据生产力发展要求及时调整，以持续深化改革促进经济基础与上层建

筑的适配。中国共产党勇于向旧事物挑战，善于分析发展过程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动态矛

盾，始终致力于破除制约生产力的障碍因素，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在调整生产关系中，中国

 

表 1    中国共产党生产力理论的演变过程

历史时期
新民主主义革

命时期
社会主义革命
和建设时期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新时代
党的代表
性生产力

理论
毛泽东生产力理论

邓小平生产力
理论

江泽民先进生
产力理论

胡锦涛科学发
展观下的生产

力理论

习近平新质生产
力理论

时代背景

中国处于半殖
民地半封建社
会，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官僚
资本主义“三座
大山”长期压迫
中国人民，中国
陷入巨大的民
族危机之中

1.美苏争霸，帝
国主义对华封
锁，我国加入社
会主义阵营
2.国内生产力
落后，旧社会生
产关系亟待破
除，建立社会主
义新生产力

关系

1.第三次科技
革命

2.和平与发展
成为时代主题
3.国内生产关
系阻碍了生产

力发展

1.第四次科技
革命开始，知
识经济兴起

2.经济全球化、
世界多极化趋

势增强
3.我国实现计
划经济向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转变

1.新世纪新阶
段，党和人民
要抓住前20年
战略机遇期
2.我国实现的
小康，还是低
水平、不全面、
发展很不平衡

的小康

1.世界正经历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
2.我国进入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

生产力理
论核心内

容

以支援武装斗
争和保障根据
地民生为发展
生产力的目的

解放、发展和保
护生产力，提高
人民生活水平

社会主义的本
质论。科学技
术是第一
生产力

中国共产党必
须始终代表中
国先进生产力
的发展要求

第一要义是发
展，核心是以
人为本，基本
要求是全面协
调可持续，根
本方法是统筹

兼顾

新质生产力是由
技术革命性突
破、生产要素创
新性配置、产业
深度转型升级而
催生的先进生产

力质态

理论主线
有限地变革生

产关系
系统性变革生

产关系
生产力增量发展

生产力高质量发
展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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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循序渐进，稳中求进。虽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曾经犯过急躁冒进的错误，但是中国共产

党秉承实事求是的态度，基于实际国情对生产关系做出调整，具体表现为科学调整经济结构、

适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经济结构调整上，党在不同历史时期

根据国内国际形势调整产业比例。新中国成立初期至改革开放前，我国面对帝国主义封锁和落

后的工业现状，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改革开放初期，针对我国轻重工业比例失调的问

题，党和国家着力提升轻工业比重。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党积极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向集约

型、高质量发展方式转变。改革开放后，我国经历了一段高速经济增长时期，但却采取高资源消

耗、高污染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面临日益严重的资源环境问题，党的十七大提出了“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的命题，推动中国经济向集约型发展方式转变。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新

发展理念下，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旧动能转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等举措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在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上，党逐步深化对市场的认识，促进政府和市场的协调。改革开

放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前，中国共产党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认识是“调节作用”和
“基础性作用”。随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识的逐步深化，党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

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国家前途和人民需要为根本着眼

点，审时度势，及时调整生产关系，保障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进步。

第二，注重科技创新和高素质劳动力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关键作用。科学技术不仅关乎中国

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是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党的历届领导人不断

深化对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发展的关系的认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长期实践中积累了一

系列宝贵经验。首先，要重视高素质人才的培养。通过深化教育改革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

养人才是积累高质量人力资本的主要路径。其次要加快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科技创新成果要走

出实验室，实现市场化和产业化，才能推动生产力进步并造福人民（尹西明等，2024）。完善科技

创新成果转化机制，促进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融合。最后要全面深化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

激发科研人员创新热情和创造活力，鼓励科技工作者在世界前沿领域攻坚克难，推动关键核心

技术领域的原创性、突破性和引领性创新。

第三，切实处理好保护生态环境和发展生产力的辩证关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

绿色发展。发展生产力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始终是中国共产党追求的目

标。中国共产党在平衡生态环境保护和生产力发展上，从被动保护环境向合理开发利用生态环

境转变。生态环境保护和生产力发展不是非此即彼，而是相辅相成、相互转化的关系。良好的生

态环境也是生产力，绿水青山也能转化为金山银山。新质生产力理论中的绿色生产力论述，把

生态环境视为生产力发展的潜在要素，认为生态环境中蕴藏着丰富的经济和社会价值。保护、

改善和合理开发生态环境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本质要求，更是新时代新征程上实

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第四，生产力发展要以人民至上为根本原则。生产力发展要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生产力

发展成果也要与人民共享。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体。中国

共产党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调动人民群众在生产力发展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尊重

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激发人民群众创新创业的智慧和活力，以人民为主体推动生产力发展。

同时，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共产党以共同富裕为根本奋斗目标，

努力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将改革和发展成果最大程度地惠及

广大人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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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entennial Construction and Logical Evolution of the
Productivity The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un Mengzi1,  Liu Zhiyang1,2

（1. College of Busines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2. Institut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Summary: The lib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is the central issue of promot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rough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n the process of

struggle and governanc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has constantly explored and summarized

the law of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and enriched the Marxist productivity theory with the

time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evolution,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comb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oductivity theory of the CPC in different periods, and focuses on the theoretical origin and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is paper holds that: (1) The productivity

theory of the CPC has gone through the stage of embryonic development during the period of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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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cratic Revolution, the stage of initial format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the stage of steady development during the period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and the stage of innovation and deepening during the new period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2) The main line of the productivity theory of the CPC has undergone the core

transformation of “focusing on the change of production relations–emphasizing the incremental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stress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3) The

theory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herits the productivity theory achievements of the CPC in

various periods of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s the Marxist productivity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roductivity factors and their combinations, which is a scientific innovation of the

Marxist productivity theory based on what has worked in the past and the latest achievement in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Key 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historical evolution;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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