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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质生产力的理论

刘守英，黄 彪

（中国人民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 100872）

摘 要：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继承与创新，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提炼总结与升华。本文在

总结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基础上，对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来源和基本内涵进行了学理阐释。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所在，是为了引领数字文明时代的工业革命，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新质生产力这一全新范畴，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创新性发

展，是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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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具有丰富的理论源泉和实践基础。一方面，它将马克思经济学作为理论创

新的来源，是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继承与创新。另一方面，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提炼总

结与升华，是基于中国实践的理论创新。对新质生产力的来源与内涵进行学理分析，不仅有助于

更好地理解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意义，更有助于利用新质生产力理论指导实践。

一、马克思生产力理论

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范畴，马克思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揭示

出资本主义经济变迁规律。我们可以从马克思的理论中抽象出关于生产力的一般理论。所谓一般

理论，是指寓于特殊之中并从特殊之中抽象出来的规律。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特殊制度下生产力

的研究中抽象出一般性的理论，目的是理解和分析特殊制度下，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

的生产力及其发展，为研究新质生产力提供一个分析框架。

（一）生产力的内涵

第一，一切物质资料生产必然以一定的生产力作为前提。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

展的基础，人们进行物质资料生产需要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以生产人类所需的物质产品。生产力

“是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1］ 59，即生产力是具体劳动生产使用价值的能力，是生产用以

满足人的需要的物质资料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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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是生产力的基本要素。进行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过程，

其“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1］ 208。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

构成了生产力的基本要素。在基本要素中，劳动者是首要的要素，只有劳动才能推动生产力基本

要素生产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劳动者自身劳动熟练程度、文化知识的增长都会提高生产力。劳

动对象同样是重要的生产力基本要素，在相同条件下，生产力的发展要受到劳动对象的数量和质

量的影响。劳动资料反映了一定时期的科技水平及其应用情况，是先进生产力的主要表现。简单

要素是最基本的、最抽象的要素，马克思指出，“就劳动过程只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单纯过程来

说，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这个过程的一切社会发展形式所共有的”［2］ 1000。随着社会生产的日益

发展，基本要素也会随之发展。科学教育的发展会产生新的劳动者，新的劳动对象的出现也会带

来新的劳动工具和产品。新的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在劳动的推动下会形成更高的生产力。

第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

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3］ 591“各个

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

化和改变的”［4］。因此，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要与一定历史阶段的生产力相适应。生

产力总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发展的，“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

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

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3］ 592，也就是说，生产力

决定生产关系的变革，生产关系也会反作用于生产力。

（二）影响生产力发展的因素

生产力的发展除受基本要素的影响外，还会受到自然条件、科学技术、生产组织和管理方式

等因素的影响，“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

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

件”［1］ 53。其中，对生产力发展影响最为重要的一些因素包括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力基本要素

的组合方式以及生产力基本要素内在矛盾的解决。

第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5］ 188“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

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1］ 698。科学作为影响生产力的要素，必须与生产力的基本要素相结合并应

用到生产过程中，才能形成直接的生产力。①科学技术可以通过提高劳动者技能和素质、提升劳

动资料的效率和性能、增加劳动对象的数量和提高劳动对象的质量等方面来提升生产力。历史上

生产力革命都是以生产力基本要素——特别是劳动资料——的技术创新为基础的。当然，科技进

步对生产力的影响，不仅表现在直接提升基本要素的质量，还表现在改变劳动方式上，即基本要

素的技术结合上，例如科学通过应用在生产协作和生产组织的管理等方面来提升生产力。因此，

科技进步对生产力的变革是人类整个劳动方式的深刻变革。

第二，生产力基本要素的组合方式。生产力基本要素总是按一定的方式组合在一起并形成生

产力，无论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数量、质量如何，如果不能与劳动者相结合，“……在彼此分

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6］，就无法形成生产力。生产力基本要素的优化组合可以

提升生产力水平。一方面，各基本要素的优化组合是生产技术层面的优化，即各基本要素的投入

产出关系更加合理，例如生产资料与劳动力以更合理的比例投入到生产过程中。另一方面，生产

力基本要素的技术结合方式，例如分工协作、机械化的使用等也会影响生产力。特别是科技进步

使基本要素的技术结合方式得到改善，例如分工协作过程中科技进步使生产流程分工更加细化，

① 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中，马克思指出：“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作用物的
力量，而这种作用物自身——它们的巨大效率——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而是取决于科学的一般
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这种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5］ 195-196。

4



2024年第6期（总第487期）

使劳动者的技能可以更好地适应每个生产环节，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按原有的比例投入生产资料

与劳动力，生产力水平也可以大幅提升。

第三，生产力基本要素内在矛盾的解决。生产力基本要素的矛盾首先是各基本要素技术结合

形式上的矛盾，包括劳动者之间、劳动者与劳动资料之间、劳动资料之间的矛盾等，例如不同技

能的劳动者之间可能无法协调，新的先进劳动资料出现后与低技能劳动者之间存在矛盾，部分先

进的劳动资料与原有生产资料之间的不协调等都会影响生产力。解决生产力基本要素技术结合形

式上的矛盾可以大幅提升生产力。再者，生产力基本要素之间的矛盾也包括基本要素结合的社会

方式上的矛盾，即生产关系不适宜生产力发展的表现，例如社会化大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

使生产资料私有制下的基本要素结合的社会方式与生产力相矛盾，这就要求变革生产资料所有

制。阻碍生产关系的变革就会限制生产力的发展，反之，适宜生产关系的变革就会促进生产力的

发展。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等基本经济制度稳定时，适宜的政治、法律、文化制度的变革也能够促

进生产力的发展。①因此，生产力各要素内在矛盾的解决是提升生产力的重要方面。

（三）生产力的绩效表现

第一，提高劳动生产率。无论生产力发展的原因如何，生产力“事实上只决定有目的的生产

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1］ 59，即生产力发展的直接结果表现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生产力水

平不同，在单位时间内生产的使用价值量也就不同。生产力水平越高，则提供的使用价值量越

多，单位时间内生产的商品数量越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微观上表现为生产单位产品所需要的

劳动时间的下降，在宏观上可以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上升来反映。②

第二，推动产业变革。生产力的提升不仅表现为生产单个产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下降，而且

也表现为社会分工的深化与发展。一方面，分工的深化使单个部门内部的分工更加细化并进一步

独立为新的生产部门。另一方面，分工的深化也产生了新的产品、新的工艺和新的技术组织方

式。也就是说，分工的深化不仅增加了产品的种类，还增加了人类劳动和产业结构的复杂度。分

工在提升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也推动产业向更高级的方向演化。从历史上看，工业革命本身是由

生产力的发展所推动的，其又进一步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起点是工具机的发

明和使用，③工具机产生于工场手工业。工场手工业分工提高了劳动者的技能，同时也使劳动工

具更加专业化、简单化，为工具机的发明创造了物质条件。一旦使用工具机作用于劳动对象，人

力就可以被自然力或机械力所替代，进而产生了动力的变革和机器的发明与使用。机器的发明与

使用带来了生产力的提升，“一个工业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必定引起其他部门生产方式的变

革”［1］ 440，工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使社会生产过程的一般条件即交通运输工具的革命成为必

要”［1］ 441，从而产生一系列的溢出效应，推动整个社会产业的变革与发展。

第三，满足人类需要。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首先需要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以满足自身的需

要，生产力的发展与满足人类的需要是一种互动关系。一方面，生产力作为人类进行物质资料生

产的能力，从根本上决定了人类满足自身需要的能力。生产力的提升在更好地满足人类需要的同

时，又进一步创造出了更高水平的需要。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效率提升和人类一般生活水平的提

高，从而促进需求结构的升级和需要的高层次发展。另一方面，满足需要是生产的动因，也是生

产力提升的动力。“没有消费，生产就没有目的”“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消费创造出生

产的动力”［5］ 15“社会需要，即社会规模的使用价值，对于社会总劳动时间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

① 例如，马克思在论述工厂立法所带来的影响时指出，工厂法对于工作日的规定限制了延长劳动时间的绝对剩余价值生产，
这加快了机器的使用和生产资料的空间集中，促进了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转化，工厂法“使生产过程的物质条件和
社会结合成熟的同时……也同时使新社会的形成要素和旧社会的变革要素成熟起来”［1］ 576‒577。

② 需要注意的是，国内生产总值实际上是以价格形态反映的使用价值总量，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然是以使用价值生产能力的
变化来反映的劳动生产率。

③ 马克思指出，“机器的这一部分——工具机，是18世纪工业革命的起点”［1］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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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领域的份额来说，是有决定意义的”［2］ 716，满足人类的需要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在生产力和

满足需要的互动过程中，人类的更高水平需要不断被创造和被满足，生产力也向更高级的方向

发展。①

总的来说，马克思生产力理论可以概括为以下要点：生产力是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

三个基本要素在一定生产关系和技术条件下组合起来而形成的，是人类进行物质资料生产以满足

自身需要的能力。科学技术能够促进生产力基本要素的发展及其组合优化，合理的要素组合方式

和生产力基本要素内在矛盾的解决有利于生产力的提升。生产力的提升不仅会使微观个体的劳动

生产率提升，而且会通过产业间关联推动整体产业升级、效率提升，最终更好地满足人类的

需要。

二、新质生产力的理论

（一）新时代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创造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另一方面，其以问题为导向并

结合中国各个阶段的具体实际。在继承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创新和发展了

基于实践的中国特色生产力理论。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

共产党人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基本原理，以制度变革先行，主动改变生产关系解放

和发展生产力。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起人民

政权，为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直接通过变革上层建筑来解放生产力。新中国成立

后，社会主义改造在农村通过直接变革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经营体制，改变农业生产关系以解放和

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改造在城市不仅直接改变了生产关系，而且直接控制了要素组合方式和微

观个体的生产组织形式，以此来解放生产力。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

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落后的社会生产，大力发展生产力是解决主

要矛盾的必然要求。这一时期，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概要地说，改

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

明确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改革开放后，通过重新明确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这一观点，②

破除了改革开放前对科学技术和科研工作者的错误认识，极大促进了科技进步，为生产力的发展

奠定了坚实的科技基础。二是用市场机制推动生产力基本要素优化组合。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使生产力基本要素可以在产业间和企业间合理流动，在利润率的刺激下使生

产力基本要素向更合理的产业转移，使企业根据自身实际经营需要，通过市场来购买要素，从而

减少生产力基本要素在产业间和企业内部的错配，提升生产力。利用竞争机制实现优胜劣汰，激

励微观个体自发改善生产力基本要素及其组合，以获得更高的利润、避免破产，其结果是促进了

产业部门和整体经济的生产力提升。实行开放政策，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有益成分“作为发

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一个补充”［7］ 181，增加生产力基本要素来源，并通过学习外资企业管理

方式进一步优化国内要素组合。三是以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推动生产力发展。作为生产关系在制

① 当然，不同的社会制度下生产力的发展及其影响是不同的。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分
析，得出资本主义会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科学结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基本要素组合方式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下实现的，分工协作、机器大工业等生产力基本要素的技术组合方式（即生产的自然形式）也承载着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
形式，因而分工、机器的使用带来的生产力提升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提升。科学也被主动纳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以提升资
本的生产力。从目的上看，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并不是直接满足人类的需要，而是资本获得更多剩余价值的手段，
即发展生产力是服务于资本增殖的目的。只不过生产力的提升创造了更多的使用价值，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
者，商品只有出售出去，即只有满足人类的需要才能够实现价值和剩余价值。因此，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是获得更
多剩余价值的手段，但剩余价值的实现必须满足人类的需要。

② 邓小平［7］ 274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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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层面的体现，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和完善有助于更好地保护已经形成的生产关系，从而有利于

生产力的发展。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丰富了生产力基本要素的来源，而且使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形

成了产业上下游的分工格局，在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的同时也形成了相互协调的产业关联，促进了

生产力的提升。在分配制度方面，延续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共存的分配格局，在坚持公平的同

时增加激励机制，提高了要素的使用效率，也有利于要素更合理流动，优化要素组合。公有制与

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直接改变了劳动过程的组织方式：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直接

改变了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在城市，通过国有企业的改革，从分配领域的

承包制、“利改税、拨改贷”改革到生产领域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最终实现了生产力基本要素

的重组与优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随着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和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的实现，我国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

不断深入，不仅对生产力提出了新的要求，而且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奠定了现实基础。

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奋斗，我国整体经济实力大幅提升，业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2019年突破1万美

元并继续增长，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2021年我国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

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基本得到满

足。社会生产能力的提升和生活水平的改善，使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

之间的矛盾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相比之下，人民对物质文化有了更高的需要，而且在民主、

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要也日益增加，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越来

越强烈。然而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存在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制约着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例如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使落后地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得不到满足，产业发展

不平衡不充分，特别是科技产业、高端产品发展的不充分使人民对高端产品的需要更多依赖进

口。传统发展模式下高耗能、高污染使资源环境约束日益明显，对人民生活质量造成了较大负面

影响。针对这些变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给生产力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影响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的因素有很多，但主要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解决这一问题需要转变发展方式，发展新质

生产力。一方面，解决不平衡问题，要求促进落后地区的发展，归根结底需要促进传统产业的转

型升级。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不仅需要加强自身的科技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且需要与新

兴产业相协调，以新兴产业带动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另一方面，解决不充分问题，特别是科技产

业、高端产品发展不充分问题，需要以科技创新为主导，促进产业融合，推动新兴产业发展壮大

以提供更多优质高端产品。因此，发展新质生产力是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然要求。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在着力实现发展方式转变、推进高质量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整

体经济实力获得较大提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全员劳动生产率逐渐提升，经济增长更多依靠内

需，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制造业规模居世界首位，交通运输、信息等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重大成

就；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不断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新能源、新

材料、先进制造和电子信息产业已经初具规模，新兴产业增加值和投资额稳步增长；①关键核心

技术实现突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发展方式的转变，特别是科技创新引领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已经形成了新质生产力，并在实践中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支撑力和推动力。在未来一段时

① 以 2023年为例，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2.7%，新能源汽车产量增长 30.3%，太阳能电池产量增长 54.0%，高技术产
业投资额增长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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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我国仍然要坚持以科技创新为主导，催生新兴产业，培育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

加速形成并发展新质生产力。

（二）新质生产力的内涵

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

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

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

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8］。
新质生产力是以新科技主导的先进生产力。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正在加速推

进，并与前几次工业革命相比呈现出明显不同的特点。一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呈现出多领域技术并

发且相互融合的创新模式。信息技术、生物科学、可再生能源和人工智能等新科技相互促进、加

速融合，改变了原有单一技术主导的创新模式，例如大数据为人工智能的算法提供数据，人工智

能又有利于大数据进行深入分析和挖掘。因此，新一轮科技革命形成了多元并发的技术体系。二

是科技创新与产业融合加速［9］ 196，先进科技使产业越来越向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方向发展，

新科技不断催生新产业的同时也不断推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产业变革又进一步推动科技进

步，加速科技研发。三是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对生产、流通和消费各个环节都产生了广泛的影

响，例如智能机器人、无人驾驶、智能家居、量子计算机等正在全方面影响人类的生产与生活。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特点决定了以新科技为主导的新质生产力是不同于传统生产力的先

进生产力。一方面，科技与产业的加速融合决定了科技以更快速度物化到生产过程中并形成直接

生产力，即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另一方面，多领域并发的科技创新决定了其

催生的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具有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的特点，以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为主要

载体的新质生产力是低能耗、少污染、高效率的生产力，即新质生产力具有高科技、高效能和高

质量的特征。因此，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为主导、以创新为特点的优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是基本要素及其优化组合跃升的生产力。新一轮科技革命不仅发展了生产力的基

本要素，而且优化了要素的配置与组合。一方面，科技进步发展了生产力的基本要素。一是科技

进步增加了对新技能劳动者的需求，新技能劳动者的增加提升了劳动者的技能和素质，同时当前

科技创新对生产生活的广泛影响也间接提升了一般劳动者的技能，使劳动力要素得以普遍发展。

二是当前科技创新，特别是人工智能、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劳动资料更加专业化、

智能化，劳动资料效能得到大幅提升。三是科技创新改造并丰富了劳动对象，特别是信息、数

据、知识等不仅成为新的劳动对象，而且通过与传统劳动对象的结合提升了整体劳动对象的质

量。另一方面，科技进步也优化了生产力基本要素配置，实现了要素优化组合的跃升。信息技

术、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等科技创新不仅发展了生产力基本要素，而且与新生产力基本要素的生

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相适应。科技创新的特点决定了新技术能够实现要素的创新性配置，进而协

调、节约生产力基本要素的使用，改变并进一步优化投入产出关系，最终形成基本要素组合的新

模式。组合的新模式不仅使要素投入产出关系呈现出量的提升，还可以实现质的跃升，从而摆脱

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和生产力发展路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因此，新质生产力是以生产要素创新

性配置实现要素及其优化组合跃升的优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是以新质生产关系和更完善的制度条件为支撑的生产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的新特点，决定了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科技体制和经济体制，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提供良

好的制度环境，同时，在基本经济制度已经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情况下，需要进一步建立高标

准市场体系，利用科技和市场体系进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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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科技革命在世界范围内具有一定的同步性，需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

放，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从而更好地发展新质生产力。因此，新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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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需要新质生产关系，需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以营造更好的制度环境。

（三）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目的

⒈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随着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我国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成需要新质生产力的支撑，特别是在基本经济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条

件下，更需要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推动现代化国家建设。一是世界历史的演变表明，现代化强国的

崛起都伴随着科技革命以及由此产生的生产方式变迁和生产力的跃升。18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

带来的技术革命使英国崛起为世界中心国家，二战后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发展促成了美

国的崛起。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也必然要求更高质量的新质生产力。二是现代化国家建设要求转

变发展方式，发展新质生产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分两个阶段推进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

略安排，即到 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 2050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如果按照原有的要素驱动增长模式，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难以实现建成现代化强

国的要求［10］，必须转变发展方式，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发展新质生产力。三是从现代化强国的

特征来看，现代化强国都以强大的经济实力、先进的科技水平、现代化的经济体系等为共同特

征。为实现现代化强国目标，除大力发展经济外，我国还必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特别要

掌握关键核心技术，成为世界科学前沿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要素和科技人才的汇聚

地。必须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特别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推进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

化，最终建成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与现代化产业

体系的建成要求发展新质生产力，因而，发展新质生产力可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生

产力基础，是建成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

⒉引领数字文明时代的工业革命

人类正处于数字文明时代的交汇点。在数字文明时代，科技创新呈现出多领域技术融合发展

的趋势，科技更新速度越来越快，对生产和生活的影响也更加深刻。从生产的角度来看，生产过

程的决策制定、过程控制、产品更新以及销售环节等越来越依赖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支

持，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跨界融合亦进一步形成了新的生产和销售模式。从生活的角度

来看，人们的生活方式也越来越依赖于科技创新，智能手机、智能家居等新兴科技正逐渐渗透到

消费、教育、娱乐等方方面面，同时，随着数字时代生产与生活的界限进一步模糊，人们在消

费、娱乐的过程中产生的大量数据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消费的过程同时也成为了生产的过程。

此外借助于数字平台，人们可以更广泛地参与社会活动，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产生了全新的变化。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引领数字文明时代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需要。从历史来看，每一次技术革命

都会产生一批新的支柱产业和新兴产业集群［11］，继而引发新一轮的工业革命。当前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的加速融合与演进使第四次工业革命悄然开启。鉴于数字文明时代科技对生产生活的深

入广泛影响，我国必须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遇，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一是第四次工业革命

以人工智能、信息技术和生命科学等先进科技为引擎。新质生产力即是以这些先进科技为主导，

以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为主要载体的先进生产力，因而把握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引擎即是发展新质

生产力。二是引领新一轮工业革命必须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需要发展

新能源、新材料、高端制造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而且需要对传统产业进行转型升级。发展新

质生产力不仅有利于壮大新兴产业，更可以“以新带旧”，实现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一方

面，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存在产业关联，发展新兴产业会增加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之间的相互需

求，形成一系列乘数扩张效应，在促进整体经济增长的同时使新兴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传导到传

统产业，从而提高传统产业的生产率。另一方面，新兴产业的发展能够促进人工智能、信息技术

和数字技术等先进技术的进一步成熟，从而更有助于利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总之，发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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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生产力是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需要。

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生活需要。随着全面小康社会

的建成，我国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

也获得了基本保障。在新的发展阶段，人民的需要也发生了变化，人民期待更好的教育、更稳定

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和更

优美的环境。人民不仅有更加个性化、多样化和高层次的物质文化需求，而且对于公平、正义、

法治和生态等方面的需求也日益增加。可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能依靠传统生

产力，必须发展新质生产力。一是新质生产力是高技术水平的先进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

能够以高技术水平提供高端优质供给，而且能够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从而全面提升产品供给

质量，满足人民高层次的需求。二是新质生产力是以人工智能、信息技术、数字技术等先进技术

为主导的优质生产力，这些先进技术的应用能够提升生产过程的灵活性与高效性，从而使生产能

够迅速适应人民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三是新质生产力是绿色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能够在

满足人民物质文化需求的同时提供更好的环境，满足人民对优质生态环境的需求。四是只有不断

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社会生产力的质和量，才能建立起更坚实的经济基础，进而建立更完善的

法律、政治、文化制度，形成更完善的制度体系以更好地满足人民对于公平、正义、法治和生态

等方面的需求。因此，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须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三、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意义

（一）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

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出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

略，创立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习近平经济思想

系统地阐释了在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重大问题。习近平经

济思想明确了新发展阶段这一历史方位，提出了建设现代化强国的新发展理念，进行了构建新发

展格局的战略部署和路径选择，明确了将高质量发展作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任务。在习近平

经济思想中，立足新发展阶段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依据，贯彻新发展理念

为把握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行动指南，构建新发展格局则是应对新发展阶段机遇

和挑战、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战略选择，其根本目标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质生产力

的提出，使现代化强国建设有了动力牵引，“四新一高”构成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现代化强国论的

完整体系。

第一，以发展新质生产力贯穿新发展阶段。新发展阶段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阶段，是“我们党带领人民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

来历史性跨越的新阶段”［9］ 162，新发展阶段必须要将发展新质生产力贯穿始终。一是新发展阶段

仍然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就决定了新发展阶段要继续发展生产力。进入新发展阶

段，我国虽然拥有了实现更高目标的坚实基础，但整体经济实力与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

2021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世界平均水平，2023年按平均汇率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为1. 27万美元，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设定的人均2万美元的发达国家标准仍有较大差距，我国仍

然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发达状态决定了在新发展阶段我国仍然需要大力发展生产

力。二是新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决定了必须发展新质生产力。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经

济发展面临一系列新问题，例如科技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的需要，产业链供给链的韧性和

安全水平有待提高，资源约束日益趋紧，环境承载能力接近上限等。归根结底，就是不平衡不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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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问题。因此，在新发展阶段继续发展生产力需要转变发展方式以提升生产力，即要发展新质

生产力。

第二，以发展新质生产力践行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系统地回答了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后

经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和路径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新发展理念是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践行新发展理论需要发展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

导、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主要载体的先进生产力。因此，发展新质生产力是践行创新发展理

念的生产力。从产业来看，发展新质生产力要与传统生产力相协调，使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与传

统产业相协调；从区域来看，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优化布局、因地制宜；从微观来看，发展新质

生产力需要生产力基本要素相协调以实现优化组合。因此，发展新质生产力是践行协调发展理念

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绿色生产力，其在利用自然发展生产力的同时不对自然造成破坏。因

此，发展新质生产力是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更高水平的开放，以更

好地利用国外优质生产要素和资源。因此，发展新质生产力是践行开放发展理念的生产力。发展

新质生产力需要畅通教育、科技、人才循环，健全要素参与和收入分配机制，实现教育公平、生

活改善和共同富裕。因此，发展新质生产力是践行共享发展理念的生产力。

第三，以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

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关键在于循环的畅通无阻。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以创新为主导，将创

新成果应用到产业上，以发展新质生产力来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从供给侧

打通国内大循环的堵点，畅通经济循环。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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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合理要素收入分配机

制，从而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在需求侧实现扩大内需。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

业为主要载体，以新质生产力改造传统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新发展格局构建良好的

基础。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国外的优质生产要素和资源，在畅通

国内大循环的基础上，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第四，以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

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12］。一方面，推动高质

量发展，需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其本质上就是要求形成并

发展新质生产力。另一方面，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大力发展新兴产业

和未来产业，由此产生的扩张效应不仅能够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而且能够抓住机遇，重

塑我国产业优势，提升国际竞争力。可见，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

着力点。

（二）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创新性发展

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生产力会随着时代的变化、科技的进步、

生产关系的变革等原因而不断发展。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发展的高级形态，这一全新的范畴不仅

继承了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核心内容，而且结合时代特点赋予生产力新的内涵，是马克思生产力

理论的创新性发展［13‒14］。
新质生产力继承了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核心内容。一是新质生产力继承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力

内涵的基本思想。在马克思生产力理论中，生产力是“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2］ 1000。新质生

产力仍然是以生产力基本要素及其组合优化跃升为基本内涵，从生产力的一般性内涵来看，新质

生产力与马克思生产力理论是一脉相承的。二是新质生产力继承了马克思理论中科技是促进生产

力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一思想。在马克思生产力理论中，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发

展的，特别是进入到机器大工业阶段后，科学对于生产力进步的影响日益显著。对于新质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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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颠覆性、原创性科技是新质生产力的主导因素。新质生产力是当前科技革命的产物，是对

“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5］ 188这一思想的继承。三是新质生产力继承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

关系的理论。在马克思生产力理论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发

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形成新质生产关系，是对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这一基本原理的应用。

新质生产力创新性地发展了马克思生产力理论。一是新质生产力强调科技进步要起到更加主

导的作用。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与传统生产力利用科学不同，当前科技创新

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不再是简单利用自然力、机械力来提升生产力，更不是使生产工具简单地专

业化、机械化，而是利用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和生物科学等颠覆性、原创性技术全方位地改变生

产力基本要素及其组合，从而转变发展方式、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科技创新不仅提升了人们改造

自然、利用自然的能力，而且增加了人们保护自然、保护生产力的外在环境的能力。可见，新质

生产力抓住了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特点，强调了科技创新的主导作用。二是新质生产力为生产力基

本要素及其组合赋予了新的内涵。新质生产力的形成需要生产力基本要素组合发挥作用，但同传

统生产力相比，生产力基本要素及其组合发生了质的变化。新质生产力的劳动者不再是简单技能

提升的劳动者，而是掌握先进技术的战略性人才和应用型人才，其不仅是新质生产力的主体，更

是创新的第一动力。劳动资料也不仅是更加专业化的工具，而且是与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生物

科技等相结合的高科技劳动资料，与旧劳动资料相比实现了质的飞跃。相对于传统生产力而言，

新质生产力的劳动对象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物质，还出现了数据等全新的劳动对象。新质生产

力的要素组合方式也不同于传统生产力的要素组合，科技创新产生了新模式，例如数字技术的发

展，使生产力基本要素突破传统的、在同一劳动场所的、物理接触的组合方式而形成新的模式。

新质生产力将优质的生产力基本要素、创新的组合方式纳入新的生产力内涵中。三是新质生产力

也丰富了新质生产关系理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同任何社会的生产关系一样，不存在一套

固定的模式，需要根据生产力发展的阶段性要求，不断创造出与之相适应的具体形式［15］。新质

生产关系是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与传统生产关系存在质的差别。在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条件下，新质生产关系的形成需要进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在科技体制、人才体制、市场体制和开放体制等制度层面进行全方位的系统性、整体

性、协调性的改革。可见，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是以更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为保障的新质生产关系。

（三）新质生产力是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创新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达到新高度，为建成现代化强国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现代化强国不仅需要有强大的经济实力，而且需要有强大的文化实力，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要求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成功经验并将其上升为系统化的理论学说，建构中国自主

的知识体系。“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1］ 32，新质生产力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生产力范畴的术语革命，是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创新。

第一，新质生产力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实践的科学总结。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实践的不断深入必然要求新理论的总结和新范畴的提炼。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深入贯彻新发

展理念，着力推进高质量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随着科技强国战略的推进，我国研发投入总量

不断增加以及占比不断提高，2023 年研发经费增长 8. 1%，占比为 2. 6%，基础研究经费增长

9. 3%。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高端装备和绿色环保等为代表的战略

性新兴产业不断发展壮大，现代化产业体系进一步完善。数字平台、人工智能等技术不断与传统

产业相结合，形成了购物平台、物联网和新媒体等新模式，改变了生产要素的配置和组合方式，

生产力的质和量都获得了大幅提升。新质生产力是对新时代我国经济不断推进高质量发展并产生

新的优质生产力的理论总结，是基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实践的科学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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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新质生产力是在一系列新思想基础上的理论凝练。理论自身有一定的继承和发展，马

克思生产力理论也是在斯密、李斯特等人的理论基础上完善和发展而形成的［16］。新质生产力既

是继承了马克思生产力理论，也是在一系列的理论准备基础上提出的。进入新时代后，为了更好

地解决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

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发展

为主向以创新驱动为主转变，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最根本的是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最紧迫

的是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17］。我

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应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转变发展方式，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转变发

展方式，需要新的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了新发展格局。随着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要坚持新发展理念，构

建新发展格局等重要观点。科技强国战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现代化产业体系、高质量发展、

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格局等一系列新理论、新思想都指向发展先进的、优质的生产

力，这些新理论为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奠定了充分的理论基础。

第三，新质生产力是解决当前重大现实问题的理论指导。理论的发展离不开对现实问题的回

应，坚持问题为导向的方法论是中国经济理论创新的基石。新质生产力是针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

过程中的存在的问题，特别是针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提出的范畴，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问题的需要。解决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需要转变发展方式，实现高质量发展。实现高质量发展，

必须依靠创新驱动，提高科技贡献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这就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可见，

新质生产力是对当前中国重大现实问题的理论回应。

总之，新质生产力是在成功实践、理论准备和现实需要的基础上提出的全新生产力范畴，是

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理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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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Theory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LIU Shou-ying, HUANG Biao
(School of Econom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Summary： The proposi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has rich theoretical sources and practical foundations. 
Theoretically,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herit and innovate upon Marx’s theory of productive forces. Practically, they 
embody the distilled and elevated essence of China’s socialist practi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based on 
Marx’s theory of productive forces, provides a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fundamental connotations, objectives, and 
significance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represent high‑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driven b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aracterized by innovation.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volve the development of basic elements and their 
optimized combinations, and they are supported by new quality production relations and more refined institutional 
conditions. In terms of the objectives of develop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firstly, it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building a 
socialist modernized strong country. Secondly, it leads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Lastly, it aims to better satisfy the people’s aspirations for a better life.

The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Firstly, they constitute an 
important part of Xi Jinping’s economic thought. Within Xi Jinping’s economic thought,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serves 
as the practical basis, the new development philosophy as the guiding principle, the new pattern of development as the path 
choice, and to comprehensively build a socialist modernized strong country is the fundamental goal. The proposi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provides impetus and trac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ized strong country, forming the 
complete system of Xi Jinping’s economic thought on building a modernized strong country, which consists of the “Four 
News and One High” (new development stage, philosophy, pattern, as well a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econdly,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represent an innovative development within Marx’s theory of productive forces. They assign a 
more dominant role to technological progress. They endow new connotations to the basic elements and their combinations 
within productive forces. Moreover,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enrich the theory of new quality production relations. 
Finally,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constitute a theoretical innovation i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a’s 
economics. They are a scientific summary of the successful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They are the theoretical consolidation based on a series of new theories and ideas, including the strategy of building a 
leading country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new development stage, and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addressing significant practical issues.
Key words：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Marx’s theory of productive force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a’s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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