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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的实践生产力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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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马克思的实践生产力观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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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而把人类社会形态的发展看成是由人的本质力量的自我发展所推动的自然

历史过程 ,蕴涵着实践唯物主义的丰富内涵。由于各种原因 ,传统理论存在着对马克思的实践

生产观的解读的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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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生产力是人们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体
现出来的实践能力

马克思指出 ,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

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 :“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

史 ’,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 ,首先就需要

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

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 ,即生产物质生活本

身。”[ 1 ] ( P32)
这样 ,直接的物质生产 (生产资料和生

活资料的生产 )活动便成为人们最基本的实践活

动 (当然不是唯一的活动 )。所以 ,从直接物质生

产出发来考察人们现实的生产生活过程 ,是马克思

研究生产力的逻辑起点。个人在直接性的物质生

产过程中 ,必然要耗费一定的体力和智力 ,并在劳

动生产中表现出不同的“劳动强度 ”、“干练程度 ”、

“技艺水平 ”、“工作效率 ”等 ,即体现出不同程度

的劳动生产能力。马克思指出 ,人们在直接性的物

质资料的生产中所体现出来的劳动能力 ,作为在

“活的人体中存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 ”,就是一

种生产力。[ 2 ] ( P190)

传统理论认为 ,物质生产力首先体现的是物质

实体或物质因素 ,其实这是对马克思的实践生产力

观的误读。马克思指出 ,人的认识和思维能力是主

体能力的内在构成要素 ,是主体的内在规定性之所

在。因而 ,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就不是一个纯粹的

“物质 ”活动或“物质 ”过程 ,而是在认识自然规律

的前提下进而改造自然的过程 ,因而也就是人们发

挥主观能动性的过程 :“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

果 ,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

在着 ,即已经观念的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

形式变化 ,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 ,

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 ,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

动的方式和方法的 ,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

的。”[ 3 ] ( P205)

因而 ,物质性的生产活动本身体现着人的实践

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是人作为实践主体

能动的改造实践对象的过程。在马克思看来 ,人的

本质力量不仅体现在物质生产活动中 ,而且物质性

的生产工具也是“物化的知识力量 ”或者说是人的

本质力量的物化 ,所以他说 :“人的劳动能力的发

展特别表现在劳动资料或者说生产工具的发展

上 ”[ 4 ] ( P57)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马克思才认为 ,人们

对生产工具的一定总和的占有 ,也就是同物质生产

工具相适应的个人才能的发挥。[ 1 ] ( P74)

物质生产劳动并非是人们唯一的实践活动。

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 ,脑力劳动从体力劳动中分裂

出来 ,精神生活资料的生产成为社会生产的一个不

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马克思指出 :“宗教、家庭、国

家、科学、艺术等等 ,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形

式 ,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 5 ] ( P121)而既

有的精神成果 ,如科学技术、发明发现以至于人的

劳动技能等等 ,“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 ,是人的

精神的无机界 ,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

消化的精神食粮。”[ 2 ] ( P95)毫无疑问 ,个人在从事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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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生产实践的过程中 ,也总是要耗费一定的智力和

体力 ,表现出不同的生产能力。当然 ,智力活动是

精神生产的主要形式 ,自不待言。而个人在精神生

产所体现出来的本质力量或实践能力 ,就是精神生

产力。早在十九世纪 ,马克思就指出了精神生产力

对于促进社会生产的重大作用 ,他说 :“自然界没

有制造出任何机器 ,没有制造出机车、铁路、电报、

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类劳动的产物 ⋯⋯是

物化的知识力量 ⋯⋯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 ,一般社

会知识 ,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

力 ,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

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

造 ”。[ 6 ] ( P219 - 222)

注重精神领域生产力因素的研究 ,是西方社会

科学从来就有的历史传统。比如宗教 ,马克思主要

从社会历史观出发 ,着重是从宗教的政治功能的角

度去论述的。在他看来 ,对统治阶级来说 ,宗教不

过是一种思想工具 ,而对被统治阶级来说 ,宗教则

是一种异化的虚假意识。宗教往往阻碍人们采取

实现其现实利益的政治行动。社会学大师韦伯的

分析则与此相反 ,他的历史性贡献在于分析了宗教

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 ,认为宗教在西方资产阶级兴

起过程中具有重大的促进作用。马克思在研究著

述中并没有太多论及精神生产力。前面已经指出 ,

马克思的精神生产力概念来自于对李斯特的精神

生产力概念的批判继承和发展 (马克思在批判考

察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一书时 ,只

是着重批判了李斯特用抽象生产力来掩盖资本主

义现实矛盾的企图 ,但他并没有像传统教科书所理

解的那样 ,把精神生产力看做是仅仅从属于物质生

产力的所谓“第二性 ”的地位 )。与李斯特更注重

精神生产力不同 ,马克思更偏向注重物质生产力 ,

物质生产力概念始终是他著作中的核心概念 ,这是

与他的社会历史观是密切分不开的 ———马克思创

立的唯物史观的理论前提就是依据社会存在决定

社会意识的哲学原则。马克思认定物质生产是人

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现实基础 ,是决定人的其他一

切活动的前提条件。因而 ,在马克思的思想中 ,物

质生产力概念相对其他生产力概念而言 ,就具有特

别重要的地位 (也可以说是具有某种优先的地

位 )。

总之 ,在马克思看来 ,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

力 ,都是人们在物质的和精神的实践活动中所体现

出来的一种本质力量或实践能力。道理很简单 ,社

会中物质的、精神的一切活动 ,都不过是人们自己

的有目的的实践活动而已。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

已经表明 ,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 ,都是因相互

促进而共同发展的。可以预料 ,在知识经济社会 ,

精神生产力的作用将会越来越大。

二、生产关系是生产力活动的社会组织

方式
马克思指出 :“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同自然界

发生关系。它们如果不以一定方式起来共同活动

和互相交换其活动 ,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

产 ,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 ;只有在这些社会联

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 ,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

系 ,才会有生产。”[ 1 ] ( P362)又说“一切生产都是个人

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

自然的占有。[ 7 ] ( P90)
因此 ,个人作为能动的实践主

体 ,必须通过某种“社会形式 ”才能与自然界发生

实践关系 (当然 ,人作为实践主体不仅仅只是“同

自然界发生关系 ”,同时还要参与变革和改造社会

的实践活动 ,此点后面将要述及 )。因而 ,生产力

绝不是一种可以脱离人的社会关系而单独存在的

客观物质力量 ,生产力必然内在于人们自己丰富的

社会关系之中 ,而不在社会关系之外 ,生产力始终

只能是人们在自己的“社会关系 ”中形成的生

产力。

前已指出 ,马克思研究生产力的起点是考察

“现实的个人 ”的物质生产活动 ,因而 ,要考察生产

力的现实状况和探寻生产力发展和解放的现实道

路 ,就必须具体考察人们在现实的物质生产中所形

成的生产关系。

生产关系历来是一个歧义性很大的概念。马

克思认为 :生产关系“就是各个人借以进行社会生

产的社会关系。”[ 1 ] ( P363)而问题的关键是对这句话

如何理解。应该说 ,对于人们必须通过某种形式的

社会结合才能进行发生与自然界的物质交换活动 ,

马克思是在其对理论的探索和研究中逐步明确的。

马克思作为公认的社会学大师 ,对于如何认识人的

本质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也是颇费周折。他在

研究的早期 ,已经把人们的社会关系区分为天然的

家庭关系、经济关系 (市民社会 )和政治关系 ,但对

于经济关系和私有制的起因还无法得到正确的说

明。他只是在后来的批判性研究中 (主要从创作

《神圣家族 》开始 ,当然前后也受古典经济学派和

李斯特等人关于财富观的启示 )才逐步明确 :原来

人们的社会联系是建立在他们的物质利益的基础

之上的 ,所以人类的历史是由社会的物质利益来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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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这种信念驱使他必须首先去探寻人们在直

接的物质生产活动中的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 ”形

成的生产关系 ,以期探寻生产关系与物质生产活动

之间的相互关系。

这样说来 ,生产关系的概念并不抽象。生产关

系就是指个人依据某种方式结合起来共同从事具

体的生产劳动的社会组织形式 ,包括相应的分配、

交换和消费的形式等 ,它反映了人们生产力活动中

的要素结合关系 ,实际也就是生产的经济关系。它

反映了以何种形式规定人们在社会生产活动中的

经济利益安排。通过研究发现 ,马克思也主要是在

这个意义上使用生产关系概念的。当然 ,在不同的

场合 ,马克思对生产关系概念的使用也很灵活 ,有

时指广义的生产关系 ,包括生产过程中人与自然的

关系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 ;有时仅指狭义的生产关

系 ,即仅指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比如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 ,马克思把生产关系称为交

往形式。他在纵向研究了历史上不同的交往形式

对生产力的影响后指出 :“这些不同的形式同时也

是劳动组织形式 ,也就是所有制的形式 ,在每一个

时期都发生现存的生产力相结合的现象 ,因为需求

使这种结合成为必要的。”[ 1 ] ( P68)
生产关系不同于

“社会关系 ”, “社会关系 ”是一个更为宽泛的概

念 ,泛指人们在社会的生产、生活中所结成的广泛

的交往关系。马克思指出 ,人们的社会关系是在生

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

活动的一定的个人 ,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

系。社会结构和国家经常是从一定个人的生活过

程中产生。”[ 1 ] ( P29)

上面的分析说明 ,决不能抽去人的社会关系属

性 ,脱离人的现实性来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及其相

互关系。伴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发展 ,社会生产
(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 )的内容和形式也将越来越

多样化。因而 ,现实也就必然要求人们在某种具体

的共同生产活动中结合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与之相

适应。因此 ,生产力本身就代表着某种生产的社会

组织方式 ,是生产人类自身本质的实体性体现 ,是

人们通过发挥自身的本质力量或实践能力进而推

动人类社会发展的物质性的存在方式。道理很简

单 ,与其说人是社会动物 ,还不如说人是群体动物 ,

因为人总是存在于某种具体的组织群体之中 ,人们

的本质力量即生产力的发挥状况 ,必然取决于该组

织群体内在的生产关系组织和管理生产的现实状

况。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必须具有“劳动的最好组

织 ”,因而 ,从微观层次上说 ,不同生产实体对组织

制度的调整和完善对于其自身生产力的发展就具

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通观历史 ,社会组织的成功与

失败正是决定生产力发展与停滞的根本原因。

综上所述 ,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双重统一

中去理解和诠释人的实践活动 ,进而从人的存在实

体性和主体能动性的对立统一运动中去把握人的

实践活动 ,是我们能否全面理解马克思的实践生产

力观的根本途径。在这个意义上 ,生产力就是人们

在一定的社会组织形式中 ,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

会矛盾的实践能力 ,是人类在认识和改造自然与社

会使其适应人类自我需要的实践中体现出来的本

质力量 ,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就体现为由人的本质力

量的自我发展所推动的自然历史过程。

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
如前所述 ,不同性质和形式的生产由于其内在

固有的生产关系或劳动组织方式就会形成一定的

生产力 ,这里暂时称之为微观个别生产力或个别生

产力 ,如历史中奴隶庄园生产力、个体家庭生产力、

资本企业生产力等等。微观个别生产力就是人们

通过一定的劳动组织方式生产物质产品和改造自

然的能力 ,它体现了劳动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生产

方式。与“生产关系的总和 ”所对应的生产力就是

“生产力的总和 ”即宏观社会生产力或社会生产

力。社会生产力是建立在整个社会分工的基础之

上的 ,它反映了国民经济整体的有机活动 ,体现了

整个社会的劳动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生产方式。

马克思认为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

会状况。社会生产力由微观个别生产力构成但独

立于微观个别生产力。

前面的分析表明 :微观个别生产力本身就内在

的包含着一定的生产关系 ,本身就体现着一定的生

产组织方式。人们为了要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

产 ”中充分发挥自己的实践能力 ,以便“在自然物

中实现自己的目的 ”,就必须把自己的各种社会关

系 ———首先是生产关系 ,建构得符合生产力发展的

需要。体现微观个别生产力的生产实体为了在社

会生产中占据有利的竞争地位 ,获取更大的物质利

益 ,必然促使人们不断地改进或发明新的生产工

具 ,不断调整和完善相应的生产组织形式。在这期

间 ,必然有一种生产力最终要超过其他一切个别生

产力 ,从而在社会财富的生产和分配以及社会政治

权益的分享等方面占据着有利的地位。这种生产

力的主体往往是代表着社会的先进生产关系的先

进阶级或新兴势力 ,并掌握着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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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方式。这种生产力也就是一种先进生产力 ,如工

场手工业取代封建行会的生产方式 ,机器大工业取

代工场手工业的生产方式等等 ,都代表着当时生产

力发展的最高水平。

马克思指出 :“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 ,人们改

变自己的生产方式 ,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

方式的改变 ,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

系。手推磨产生的封建主为首的社会 ,蒸汽机产生

的是工业资产阶级为首的社会。”[ 1 ] ( P108)
在马克思

看来 ,代表个别先进生产力的先进阶级 ,最终一定

要在社会中占据“为首 ”的统治地位 ,而这里问题

的关键是如何正确理解“为首 ”二字的含义。

人类历史的发展表明了这样现实过程 :即历史

总是表现为代表新兴阶级利益的个别先进生产力 ,

通过在旧社会经济形态中产生、逐步发展壮大并直

到最后取得“为首 ”地位 ,由此使旧的社会经济形

态发展为新社会经济形态。因此可以看到 ,人类社

会经济形态的兴衰更替实际上就表现为更为先进

的即“为首 ”的个别生产力的社会化扩展 ,这种个

别先进生产力的社会化扩展 ,带动了整个社会生产

力向更高层次的发展 ,从而发展了人的本质 ,推动

了社会历史的进步。对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

关系 ,马克思是这样论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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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

成社会的经济结构 ,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

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

现实基础。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 ,便

同它们一直生活在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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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基

础的变革 ,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的发生

变革。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 ,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

部 生 产 力 发 挥 出 来 以 前 , 是 决 不 会 灭

亡的。”[ 6 ] ( P82 - 83)

我们在此可以得出 ,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社

会物质生产力 ”,实际是指已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新

的个别先进生产力 ;而这里所说的“一直在其中活

动的现存生产关系 ”,则是指在原有社会生产力基

础上建立起来的旧的生产关系。二者的矛盾既表

现为新的个别先进生产力与旧的社会生产力的矛

盾、也表现为代表个别先进生产力的新的生产关系

与原有的社会生产关系的矛盾。因而 ,做先进生产

力的代表 ,实际上就是要做个别先进生产力的代

表 ,如我国现阶段只有切实搞好大中型国有企业 ,

才能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物质基础 ,也才能进一

步增强党和国家对国民经济全局的宏观调控能力。

因此 ,一方面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 ,就不

是传统所理解的决定和被决定、作用与反作用或者

内容和形式的关系 ,也不是科亨所主张的功能论解

释 ,而是指由于生产力总是内涵于生产关系之中或

生产力总是内涵着生产关系 ,所以要求生产关系一

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现实需要 ,即既不能落后生

产力的发展水平也不能超越生产力发展的现实状

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这种不可分离性表现在 ,

双方各以对方的存在为自己存在的前提。没有离

开生产关系而单独存在的生产力 ,说到生产力 ,总

是指处于一定生产关系中的生产力 ;同样 ,也没有

离开生产力而单独存在的生产关系 ,说到生产关

系 ,总是指同一定生产力相结合的生产关系。另一

方面 ,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是在个别微观生产力与社

会生产力的对立统一运动中进行的 ,因而生产力和

生产关系的实质是 (微观 )个别生产力与 (宏观 )社

会生产力的辩证关系 ,也就是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社

会生产力与微观个别生产力对立统一运动的需要 :

在这种对立统一运动中 ,人类的能动主体性就是从

原有的生产方式出发 ,通过不断发展和提升个别生

产力活动方式 ,进而逐步变革整个社会原有生产方

式的自我发展过程。

生产方式概念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占有重要地

位。在目前流行的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中 ,生产方

式概念被定义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体。”
[ 8 ] ( P89)经过仔细考察 ,我们可以发现 ,历史唯物主

义教科书中关于生产方式的这个定义不符合马克

思对于生产方式概念的相关论述。

在《经济学 (1861 - 1863年 ) 》中 ,马克思是这

样论述生产方式的 :“首先 ,资本的生产过程 ,从它

的物质方面 ,即从生产使用价值方面来考察 ,一是

一般劳动过程 ,并且作为这种劳动过程 ,这显示出

这一过程本身在各种极不相同的社会生产形式下

所固有的一般因素。也就是说 ,这些因素是由作为

劳动的性质所决定的。事实上在历史上是这样的 :

资本在它开始形成的时候不仅控制了一般劳动过

程 (使劳动过程从属于自己 ) ,而且还控制了特殊

的实际劳动过程 ,这些劳动过程在工艺上处于资本

找到它们时的状况 ,并且是在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资本只有在自己的发展过程

中才不仅在形式上使劳动过程从属于自己 ,而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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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了这个过程 ,赋予生产方式本身以新的形式 ,从

而第一次创造出它所特有的生产方式。但是 ,不管

这种生产方式的已经改变了的形式如何 ,这种形式

作为一般劳动过程 ,即作为抽掉了历史规定性的劳

动过程 , 总是具有一般劳动过程的一般要

素。”[ 4 ] ( P99 - 100)

从马克思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 ,生产方式实

际指的是一种特定的生产过程 ,即处于一定历史发

展阶段 ,由特定的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及

特定的劳动组织形式所构成的生产过程。每一个

特定的生产过程就是一种生产方式。对于不同生

产方式之间的区别 ,马克思是这样论述的 :“必须

变革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 ,从而变革生

产方式本身 ,以提高生产力。”[ 2 ] ( P350)

这里所谓生产的技术条件 ,主要指的是劳动者

使用何种生产资料进行生产 ;所谓社会条件 ,指的

是劳动者进行生产的劳动组织形式。生产的技术

条件和社会条件是密切相连的 ,正如马克思所说 ,

“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 ,不在于生产什么 ,而在于

怎样生产 ,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 ”。[ 2 ] ( P204)

任何以一定的劳动组织进行的生产 ,都必须以

劳动者使用一定的生产资料为基础 ;无论劳动者使

用什么样的生产资料进行生产 ,都必须通过一定的

劳动组织形式来进行。因此 ,从根本的意义上说 ,

马克思所论述的生产方式实际是指生产的技术条

件和社会条件二者的统一。如果依历史教科书把

生产方式定义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 ,那么对

于马克思下面的这句话 :“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与

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简言之 ,社会的经济结构 ,是

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

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的基础 ”,我们就

很不容易理解了。总之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得

出 :马克思所使用生产方式的概念是与生产力和生

产关系并列的、具有自己独特含义的历史唯物主义

的范畴。生产方式不同于生产力 ,因为它以生产力

为基础 ;生产方式也不同于生产关系 ,因为生产关

系是同它相适应的。

综上所述 ,对人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所固有的二

重性 (存在的社会实体性与主体能动性 )的对立统

一运动的把握 ,是我们理解马克思的实践生产力观

的根本环节。从人的二重性出发 ,在人与自然和人

与社会的双重统一中去理解和诠释人的实践活动 ,

进而把握社会生产、生活的实践本质 ,是马克思的

实践生产力观的实质所在。马克思创立实践生产

力观 ,主要是要说明 :社会个人的社会需要 (不是

自然个人的自然需要 )创造和推动了人的实践活

动。由于人们总是在“既得 ”的社会形态中展开创

造历史的实践活动的 ,因此 ,为满足不断增长的社

会个人的社会需要 ,人们必须不断提升自己实践活

动的水平 ,通过不断发展和提升个别生产力活动方

式 ,进而逐步变革整个社会原有生产方式 ,以此逐

步求得自己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因而 ,人类历史既

是生产关系的变革史 ,同时也是生产力的发展史 ,

人类社会就是由人的本质力量的不断发展所推动

的自然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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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arxism p ractice p roductivity outlook contains rich connotation of p ractical materialism by attribu2
ting human relation to p roduction relation and by attributing p roduction relation to p roductivity so that human

social morphology development is regarded as natural history p rocess self - p ropelled by human essence capa2
bility. Because of several reasons, some traditional theories wrongly exp lain Marxism p ractice p roductivity ou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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