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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是发展的最终目的。衡量生产力跃迁的质性特征，归根结底应着眼于其在多大

程度上促进了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时，认为肇始于工业化并

以之为主要驱动力的资本主义生产力跃迁，是由资本主导，重物不重人，导致人被物化、

片面化和异化，这种资本化的生产力跃迁背离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目标，成为资本主义社

会的重要矛盾。当前，随着数字化等重大技术变迁驱动生产力向新质态跃迁，新质生产力

思想的提出带来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新突破。新质生产力为化解工业化以来人

的可能片面发展提供了新的革命性力量，但也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新质

生产力作为生产力的一种新形态，有助于推动科技创新与人的需要相结合，进而促进人的

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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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与人的全面发展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概念，二者之间的矛盾关系是马克

思主义社会生产力理论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对重要矛盾。马克思认为肇始于工

业化并以之为主要驱动力的资本主义生产力跃迁，虽然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进步，但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资助计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DF2023ZD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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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种跃迁由资本所主导，重物不重人，最终导致人不断被物化、片面化和异化，

扭曲了发展的本质。而社会主义则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旨在寻求将生产力高度

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统一起来的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质生产力为动态解决生

产力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矛盾关系，提供了解决方案。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带来了以人的

全面发展为导向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社会生产力理论的科学革命。①

一一、、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生产力与人的发展的矛盾关系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生产力与人的发展的矛盾关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生产力的主体，生产力是人作用于自然上的力量、能力和

结果。生产力发展不仅以人的发展为目的，也以人的发展为条件。工业革命以来，科

技作为第一生产力和发展动因推动了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的飞速发展。生产力高度发

展为人的全面发展准备了物质基础。然而，生产力发展并不能自发实现人的全面发

展，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由资本主导，这种发展必然以牺牲人的发展为代价。

（一）生产力及其人的要素

“生产”在“财富的创造”这一含义的基础上，逐渐派生出“生产力”等概念。

马克思主义所广泛接受的生产力的概念，从其渊源上看，最早可追溯到1613年塞拉在

《简单论述金银在没有矿山地方也能占支配地位的原因》中所说的 “金银如不用在劳

动上面，就没有生产力”。②1757年，在《谷物论》中，重农主义经济学代表人物魁奈

提出了土地生产力和农业劳动的生产力，但魁奈只认为农业劳动才是生产性劳动，其

他工商业劳动都是非生产性的。1776年，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中，从劳动是财富的源泉角度提出了“劳动生产力”的概念，同时，他认为劳动生产

力的高低与劳动分工、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相联系。在“劳动生产力”的基础上，萨

伊进一步提出了“资本生产力”和“自然生产力”的概念。1841年，李斯特在《政治

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从力量和能力的视角提出生产力的最终决定因素是人，生产

力是具体的生产方式所表现出来的能力。③约翰·穆勒则在继承斯密和李嘉图生产力

思想的基础上，反对萨伊认为的资本生产的思想，他提出：“我们常说‘资本的生产

力’。这种说法严格说来是不正确的。只有劳动和自然要素才具有生产力；即使能牵

强附会地说资本的某一部分具有生产力，这也只是指工具和机器。”④

① 顾海良：《从“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到新质生产力——习近平经济思想关于新时代社会生产力

理论创新挈要》，《经济学家》2024年第6期。

② 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陈福生、陈振骅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71页。

③ 靳书君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重要术语中国化渊流考释》，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70页。

④ 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上卷），朱泱、赵荣潜 、桑炳彦等

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82—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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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李斯特的观点，并从中发现了生产力的历史能动性。马克思

给予了生产力极高的重要性，提出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因素。①物质生

产领域的生产力的发展是衡量人类“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②“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

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③马克思发现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指出：

“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

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

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④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的基础是人，作为劳动者的人是

生产力的首要因素，人是最重要的生产力。生产力本身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一种体

现。人们在生产物品的同时，相互之间也生产着一定的物质关系，物质生产只有在社

会中结成一定形式的社会关系才能完成有目的的生产活动。

（二）生产力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关系

马克思认为，人的全面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而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的发

展的根本基础，人的发展首先表现为他的物质生产能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劳

动、物质生产是人作为类的生产，在比较了动物和人作为类的区别后，马克思指出：

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就是说，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

物，因而是类存在物”。⑤作为类，人和动物都进行生产劳动，但动物“只生产它自己

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为自己营造巢穴或住所”，是一种片面劳动。⑥人有

别于动物的这一特点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在整个人类历史时期、在生产过程中发展起

来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人类的发展正是“人通过

人的劳动而诞生”⑦的历史。

人的生产劳动是全面而有目的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

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

的生产”。⑧人类发展史的“每一阶段都是与同一时期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所以

它们的历史同时也是发展着的、由每一个新的一代承受下来的生产力的历史，从而也

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⑨同时，人是社会性的动物，只有人和人类社会才有真

正的“发展”。刚从动物中区分出来的单个人，“正像单个蜜蜂离不开蜂房一样，以个

①《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48页。

②《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09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0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2页。

⑤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70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7页。

⑦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89页。

⑧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06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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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尚未脱离氏族或公社的脐带这一事实为基础”；①而且“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

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②单个的人在

自然界面前脆弱无力。真正个体的人形成于18世纪，此时封建社会形式解体，新兴生

产力不断涌现。工业革命的到来颠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机械化、社会化的大工业生

产替代了传统的自然经济，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高。在自然面前，人类不

再脆弱无力，个体也不再需要依附于共同体而存在，从而生成了与工业革命相呼应的

打破了森严等级制度和神学束缚的个体的人，以及相应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这个

意义上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部分实现了个体的自由和解放。

（三）资本主义生产与人的全面发展矛盾的根源

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个体化生产，在打破共同体依附、部分实现人的自由解

放的同时，也隐藏着资本主义生产片面化进而导致人的发展异化的危机。这种矛盾的

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目的脱离了人的发展本身。在资本主导的、以剩余价值为追

求目标的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下，人成为机器的附属物，成为机器化大工业生产体系

中的一个“部件”。“由于劳动被分成几部分，人自己也随着被分成几部分。为了训练

某种单一的活动，其他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能力都成了牺牲品。”③人的身上的体力和

智力的畸形化，甚至是和整个社会分工分不开的。“资本主义体系内部，一切提高社

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变成统治

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发展。”④

由此，资本主义主导下人和社会的发展开始畸形化。在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下，

“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⑤马克思分析了工人在他的劳动对象

中的异化：“工人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费的越少；他创造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

价值、越低贱；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

自己越野蛮；劳动越有力量，工人越无力；劳动越机巧，工人越愚笨，越成为自然界

的奴隶。”⑥不仅是工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精神空虚的资产者为他自己的资

本和利润欲望所奴役；律师为他的僵化的法律观念所奴役……一切‘有教养的等级’

都为各式各样的地方局限性和片面性所奴役，为他们自己的肉体上和精神上的近视所

奴役，为他们的由于受专门教育和终身束缚于这一专门技能本身而造成的畸形发展所

奴役”。⑦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1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26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16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07—708页。

⑤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7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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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新旧生产力转化与人的发展新旧生产力转化与人的发展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也是新旧生产力转化的关键动因和基本标尺。以科技为

动因不断涌现的新生产力是生产中最革命的因素。在科技推动生产力不断加速发展的

同时，人的发展呈现出复杂的变化趋势。在数字化等的大规模驱动下，新质生产力在

“新”的时代背景下被赋予了“新”的生产力“质”性，其中蕴藏着化解人的片面发

展的力量。

（一）新旧生产力转化的科技动因与跃迁标尺

生产力从简单重复和积累式量变，到创新发现进而可能形成质变，这是一个量变

与质变交替、进而出现新升级跃迁的过程。在新旧生产力的这种转换过程中，科技是

最根本的驱动因素。一方面，科技以一般知识形态的形式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讲，

“科学的力量也是不费资本家分文的另一种生产力”，①因为资本家支付报酬的，只是

单个的劳动力，而不是他们的结合，不是劳动的社会力。另一方面，当科技物化为具

体的劳动工具或劳动者特定的劳动技能时，则直接进入劳动力和劳动工具相结合的生

产过程，成为直接的生产力。②科技动因作用的关键一步在于科技已经逐渐“超出制

作方法的积累的范围”，科技通过“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的方式，调动各种

自然力，并对生产过程日益起决定作用。科技的动因作用也日益成为大工业下的一个

历史趋势：“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

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动因的力量，而这种动因自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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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地却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

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③

科技也是旧生产力是否实现向新生产力跃迁转化的尺度。历史地看，前三次生产

力革命无一不是以科技为动因，并以各个阶段的标志性科技为分界。在前工业革命时

期，金属冶炼技术的发明将人类从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力向前推进，生产效率的提高

推动了物质资料生产和富余产品的商品交换，建立在简单手工协作基础上的劳动分工

形成。伴随着蒸汽机的诞生，1760—1840年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创了“蒸汽时代”，

机器开始取代重复的体力劳动，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开始。伴随着电力的广泛应用和内

燃机的发明，1840—1950年第二次工业革命使 “电气时代”到来，它从物质和能量上

解决了发展的瓶颈。始于1950年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以原子能和电子计算机等为标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53页。

② 参见《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论科学技术》，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1—32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7—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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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带来了“信息时代”。进入21世纪，颠覆性科技创新不断涌现，新技术发展和扩

散的速度以及对人类社会影响的深度和广度，都是前三次工业革命远远不能相比的。

蒸汽机时代的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的推动是“加数级”，电气化时代的科学技术对

生产力发展的推动是“乘数级”，信息时代的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的推动是“幂数

级”。当人工智能等核心技术在劳动力、劳动工具、劳动对象中被日益广泛地应用，

第四次工业革命就将给生产力带来新的质的飞跃，并带来“指数级”的增速。

（二）新旧生产力转化的人的发展尺度

快速的科技进步不仅大规模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还带来产业结构、社会分工

和生活方式的颠覆式变革，这些必然引起人的生存和发展方式的重大变化。而这种对

人的发展方式的变化的影响，更是衡量新质生产力转换的尺度。因为，人是目的，归

根到底，人的一切生产活动都是围绕人本身的生存和发展来进行的。新旧生产力的转

化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新的物质技术手段。一方面，科学技术是人脑力劳动的产物，

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反过来可以提高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

世界的能力，改善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条件，扩大人类社会交往和社会联系，进而丰

富和提升人类文明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因此，以科技为动因的新旧生产力跃迁过程，

同样也可以投射到人的发展这一根本尺度上。

科技推动生产力不断更新迭代、升级跃迁的过程，伴随着生产力发展从量变到质

变的升级跃迁过程，这也是人的全面发展过程。在科学启蒙前，人蒙昧未开。以金属

冶炼技术为标志，人使用的是简单的木质或铁铜制生产工具，生产资料由劳动者分散

占有，实行人类劳动的简单分工，人与人之间关系表现为对人的依赖。在第一次工业

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以蒸汽机和电力为代表的技术和劳动工具广泛使用，在

机械分工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对物的依赖。此时，“科学对于劳动来说，表

现为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权力”，“科学的应用是建立在生产过程的智力同单个工

人的知识、经验和技能相分离的基础上的”，“机器被说成是‘主人的机器’，而机器

职能被说成是生产过程中（‘生产事务’中）主人的职能，同样，体现在这些机器中

或生产方法中，化学过程等等中的科学，也是如此”。①第三次工业革命中，计算机和

电控机械的使用产生了知识型分工，劳动者部分占有了知识型生产资料，人逐渐摆脱

对物的依赖，但依然只是片面发展。在以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为代表性技术的第四次工

业革命中，劳动者全面占有了知识型生产资料，人的发展逐渐获得了更加普遍和可持

续的支撑力量（如表1所示）。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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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11 生产力发展在人的发展尺度上的投影生产力发展在人的发展尺度上的投影①

标志性
科学技术

生产工具

劳动分工

生产资料
占用关系

人的发展

前工业革命

金属冶炼

木制、铁制、铜制等

简单手工协作

劳动者分散占有

表现为对“人的依赖”

第一、二次工业革命

蒸汽机、电力

蒸汽机、内燃机、电气
等

机械化分工

劳动者无产

表现为对“物的依赖”

第三次工业革命

原子能、计算机

计算机和电控机械

知识型分工
和机械化分工并存

劳动者部分占有
知识型生产资料

片面发展

第四次工业革命

人工智能、大数据

智能机器人

知识型分工
和智能型分工

劳动者占有
知识型生产资料

更全面发展

（三）新质生产力要求人全面发展

实际上，马克思早就主张以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相统一的维度，

作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践之路。而1877年，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

部的信》中，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基本思想——保证社会生产力与人的全面发

展的统一，指出（社会主义）“本身已经创造出一种新的经济制度的因素，它同时给

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切个体生产者的全面发展以极大的推动”，“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

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

形态”。②

历史地看，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不同阶段也都贯穿着对生产力高度发展和

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追求。邓小平强调发展生产力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要作

用，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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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其“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第三个标准“有利于人民生活水

平的提高”，也正是将生产力发展尺度标准指向人自身的表现。当前，我国新质生产

力本身是新发展阶段我国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一种社会主义新形态，它是一种社会主义

多种所有制协同下科技创新引领发展的更高质量的新型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由劳动

者和生产资料等多要素构成的系统，在这个具有整体性的生产力系统中，工人的平均

熟练程度、所掌握的科学技术水平及其在工艺上的应用程度和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程

度等，对于生产力的“质态”及其导向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

中，人的个体主体性和类主体性地位都得到了更大、更普遍的彰显，人的发展有了更

加全面的生产力支撑。劳动者掌握新的劳动技能，高科技人才掌握新的科技知识，高

技能人才掌握新的劳动工具，这些主体性的因素是衡量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尺度。不同

① 刘冠军：《马克思“科技—社会”思想及其发展研究》，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46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30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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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传统生产力主要依赖劳动、资本、土地要素的驱动，新质生产力的驱动力主要靠先

进技术和数据要素。只有新的科学技术实现突破、发生质变，引发生产力要素的变

革，才能产生新质生产力。①与传统生产力相比，新质生产力更加关注人的需要和福

祉，注重在当代科技进步的辅助下，激发劳动者的智慧和创造性，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

三三、、以新质生产力促人的全面发展以新质生产力促人的全面发展

人的全面发展在理论抽象下，通常作为一个应然的理想目标存在。而新质生产力

在现实框架下，表现为实现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一种高质量方式。实际上，马克思

认为实现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并主张以二

者统一的实践路径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

所在，这种以人为本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从多个方面发挥着支撑和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的作用。

（一）通过潜能的深度发挥来推进人的生产力的全面发展

生产力的形成是人作为主体的生产劳动过程，是人转化自身的智慧和潜能以改造

自然的能动活动。既然生产力是人的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主体是人，新质

生产力的发展也就首先体现为人的潜能的发挥和生产力逐步全面化的过程。人的生产

力的全面发展是“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一个最基础的方面。②“生产力的自由

的、毫无阻碍的、不断进步的和全面的发展本身就是社会的前提，因而是社会再生产

的前提。”③然而，当资本主导的生产被赋予了科学技术的力量，那么机器和智能将显

示为强大的机体，并驱使人成为他们的附庸，在机器和智能不断取代他们的技能和力

量下，单个有生命的劳动者在机器和智能主导的生产链条中被占有、被异化。马克思

提出，“超越出发点”才能从制度上解决人与自己所创造的物质力量之间的激烈冲突

和对抗。人的生产力的发展只有从资本这种狭隘的生产形式中解放出来，人的全面发

展（包括人的生产力的全面发展）才有实现的可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始终坚持和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解

放和发展生产力，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以人

民生活水平提高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主中心的人本标准。党的十八大以后，“实现我

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的判断，指明了生产力发展量的增长中质的变化的“跃

①《新质生产力释放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文汇报》2023年11月12日，第5版。

② 叶险明：《“知识经济”批判》，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50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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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要求，指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强大的科技创新力量”。①新质生产力的

关键特点在于，它利用一切新生成的数据，革命性地构建新的智能。它对于人的生产

力的影响，首先表现为自动化和智能化的生产过程，取代重复性和烦琐的任务；其次

表现为围绕数据的收集、处理、行动和反馈的数据驱动过程；再次表现为人机协作推

动的劳动向技术集成和智能化方向的发展；最后表现为与新智能形式相关的新兴职

业，如数据科学家、人工智能工程师极大地提高劳动内涵的复杂性和专业化水平。新

质生产力使得人们可以更多地聚焦有创造性的工作，在生产活动过程中能更积极地展

现自己的本质力量，充分地发挥自身创造潜力。

（二）通过劳动时间的普遍节约更大程度上释放人的主体性

新质生产力的“新质”必然表现在劳动时间的普遍极大节约上，即通过数字化、

智能化等现代化科技革命普遍提高劳动效率，从而极大地缩短工作日和社会必要劳动

时间。新质生产力对劳动时间的普遍极大节约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和趋势。马克

思指出，生产力的发展等于劳动时间的节约，②一切真正的节约（经济）都应是劳动

时间的节约，劳动时间的节约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准备条件。“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

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③当社会劳动生产率极大提高，社

会必要劳动时间越来越少，整个社会中每一个成员就可以支配越来越多的自由时间。

当科学日益使自然力服从于人类，“这种无穷无尽的生产能力，一旦被自觉地用来为

大众造福，人类所肩负的劳动就会很快地减少到最低限度”。④

新质生产力的革命性体现在以普遍的劳动时间节约为前提的“真正现实财富”

上。马克思认为“每一个个人和整个社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⑤才是真正现实的财

富，“一个国家只有在劳动6小时而不是劳动12小时的时候，才是真正富裕的”。⑥新

质生产力带来自由时间的增加，“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

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⑦当“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

劳动生产力”，人本身就作为固定资本而生产出来。因此，“从直接生产过程的角度来

看，节约劳动时间可以看作生产固定资本，这种固定资本就是人本身”。⑧直接物质生

产过程使人的主体性得以回归，释放出更加广阔的主体性的自由张扬空间。

① 顾海良：《从“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到新质生产力——习近平经济思想关于新时代社会生产力

理论创新挈要》，《经济学家》2024年第6期。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33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25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16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7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7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61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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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人为本，推进人的全面发展

人的需要是发展的目标所向。而人的需要不仅是人作为生物学存在的需要，更是

人的社会性本质的需要，人的需要的丰富是人的社会本质的充实和全面占有，由此，

人的需要不断丰富的过程，也就是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人的需要作为生产的直接动

因和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根本动力，其全面发展需在创造性活动中通过不断突破和

超越各种依赖关系来实现。只有“通过个人的劳动以及通过其他一切人的劳动”创造

出所需要的对象，“需要”驱动科学技术创造才能实现。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①科

学技术发展进而带动生产力跃迁，本质上只是实现人的发展需要的手段，而不是发展

目的本身。只有符合人的全面需要的科技创新，才能形成潜在的人本化的新质生产

力，进而推进人的全面发展。

人的需要是一个多层次的体系。按需要的性质分，人既有衣食住行等自然性需

要，又有包括社交、情感、道德、审美在内的社会性需要；按需要的主体分，人的需

要可以划分为个体需要、群体需要和社会需要。人的需要的全面发展意味着在满足基

本自然性需要的基础上，逐步提升更高层次的社会性需要。这种发展不仅是量的增

加，还包括质的提升，表现为需要的多样化、复杂化和高级化。只有当人的多层次需

要得到充分满足，个体才能在智力、情感和社会能力等方面得到发展，才有条件关注

自身各方面的全面成长。人的全面发展反过来促进更高层次需要的产生和实现，推动

需要的进一步发展。培育人的全面需要为新质生产力和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内因和动

力，符合人的全面需要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则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因此，

新质生产力不仅要更好地满足人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的自然需要，还要通过科技创新手

段更好地满足日益增长的个性化和多样化的个体需要。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要考虑个

体需要的满足，还要更多地考虑新生产力对整个社会发展、弱势群体自然需要和社会

需要的影响。

新质生产力以培育人的全面需要和极大拓展满足各种需要的手段，来推进人的全

面发展。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在面对新质生产力时，个体也必须及时升级调整自身各

方面的能力素养。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为个性化教育提供了可能。通过构建自适应

学习系统，学习进度和内容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从而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并提高学习效

率。传统教育的时间和空间限制被打破，通过持续的多平台的移动学习，人类有了终

身学习的机会，快速满足了多样化的知识需要。学科之间的界限日益融合，这种跨学

科的教育方式有利于满足科学、技术、文化和艺术等方面的多样化需要。各种创意工

具、众创平台和开源共享工具使得普通人也能够创作，群体间的协作和知识共享激发

了人们的创新精神，从而培育了人的创造力和创新需要。新质生产力通过推动清洁能

①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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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循环经济和绿色建筑等技术创新，不仅满足了人们对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的需

要，还推动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新质生产力通过社会创新，帮助解决贫困、教育不

公平和健康问题等，不仅满足了人们的自我实现的需要，还增强了社会责任意识。远

程办公、弹性工作时间等灵活工作模式也满足了人们对工作生活平衡的需要，这些变

革都让人们能够更好地规划自己的时间和生活，实现个性化发展。而通过新质生产力

培育人的全面需要，借助科技创新的力量，满足人们多层次多样化的需要，这种全面

的需要的满足将进一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动社会的整体进步。

在生产力发展从量变到质变形成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伴随新部门的创造性转

型、新部门对旧部门的创造性破坏，传统行业将出现难以避免的结构性失业，这就隐

藏着新质生产力可能偏离人的需要、背离人的发展的新的危险。新知识新技能的更新

换代导致人的无助感、价值感缺失和主体性削弱。一旦科技创新被过度的资本化主

导，就会因其追求技术实用性和效率，忽视人的需要和个性发展的要求，容易陷入工

具理性。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将威胁人的全面发展，出现新的片面化和物化。工具理

性下的科技创新以理性的方式释放和放大了人的体力和智能，缩短了工作日和必要劳

动时间，从重复性劳动中解放了人，从而促进了社会的进步。然而，当工具理性过度

膨胀，则可能导致技术至上主义。科学技术一旦过度资本化便是人类对自身奴役的开

始。人对技术的过度依赖会导致人类逐渐弱化自己的判断能力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在

片面和不完善的科技价值社会系统下，社会变得缺乏弹性和包容性，人性将逐渐退化

并将逐渐失去独立性和创造力，人类对自身的奴役便重新开始，甚至可能因为获得了

更高的物质技术手段而使得这种奴役变得更加隐蔽和更加沉重。因此，只有真正落实

以人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将科技创新与人的本质、人的发展需求和社会责任相结合，

才能最大程度地实现新质生产力对人类社会的积极推动和改善。

（责任编辑：陈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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