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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视角下论科技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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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23 年 9 月，习近平主席在对黑龙江的考察中首次提出了“新质生产力”的概念，这一概念立刻激发了学术界的广泛兴
趣和热烈讨论。通过回顾学者们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看到，学术界目前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的研究：一是对新质生产力理论的
深度分析，二是探索实现新质生产力的具体途径。在数字化技术快速进步的背景下，“科技创新”已经成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
主要力量，而科技兴国战略也被视为国家发展的关键。基于此，本文旨在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框架下，结合马克思主义的科技
观和新质生产力理论，从新质生产力的视角来探讨科技生产力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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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September 2023, during his inspection tour in Heilongjiang, President Xi Jinping first proposed the concep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which immediately sparked widespread interest and heated discussions 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By reviewing the research findings of scholars, we can observe that the academic community is currently focusing on two 

main areas of research: one is the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theory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and the other is the exploration of 

specific pathways to achiev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 the context of rapid advancements in digital technology,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has become a major force driving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strategy of rejuvenating the 

country throug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also regarded as key to national development.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issu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ductiv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Marxist productivity theory, combining Marxist views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ith the theory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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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质生产力视角下论科技生产力的理论基础

1.1 生产力
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生产力是人类在生产实践中形成的改

造和影响自然以使其适合社会需要的物质力量。这种力量是人

们在推动社会发展过程中获得并不断提高的现实能力或力量。

也是人们进行全面生产即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人自身的生产

和社会关系的生产的能力和力量。生产力具有系统性特征，系

统中基本的实体性要素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其

中，劳动者是从事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物质劳动者和精神劳动

者的总和，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要素，对生产力发展最具决定

性的作用；生产资料，最关键的是生产工具，其是衡量生产力

发展水平的标志；劳动对象包括两部分：生态自然环境提供的

物质和经过加工的原材料，是生产力发展必不可少的要素，是

生产力发展的保障要素和制约要素。在劳动过程中，劳动力、

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这三大基本要素融合并转化为现实的生产

力。因此，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依赖于这些生产要素内部的结构

优化、组合方式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协同作用。这意味

着生产力的提升不仅需要单个要素的提升，更需要要素之间有

效配合和整体系统的优化。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管理优化和

资源配置，可以促进这些要素之间的良性互动，从而推动生产

力系统的全面发展。

1.2 新质生产力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关于新质生产力的系统理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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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中可知，新质生产力是在坚持科

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基础上，强调科技创新是生产力从量变

到质变的跃升的关键，科技创新在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起主

导作用。新质生产力下科技创新对实体要素提出了新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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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劳动者，智力工人拥有更为先进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

新质劳动资料，与新质生产力相匹配的劳动资料则是一系列“高

级、精密、尖端”设备；新质劳动对象，以物质形态存在的未

经加工的自然物以及加工过的原材料，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伴随

科技进步新发现的自然物、注入更多技术要素的原材料以及数

据等非物质形态的对象。可见，新质生产力，不但包括劳动能

力还包括创新能力、科研转化能力等智能化社会所需的能力，

因而是一种代表新技术、创造新价值、形成新产业的全要素生

产力概念。

1.3 科技与生产力、新质生产力
“科技”则是科学与技术的简称，科学是人类对自然界物

质的“运动形式的反映”，它体现了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表

现为包括概念、定律等形式的知识形态。技术具有属人性，技

术无法脱离人类而单独存在。技术延长了人的自然肢体，它揭

示了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和实践关系，表现为物质知识形态。

[22] 马克思的科技观明确了科技与生产力的关系：科学技术的

本质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的物质力量。科学技术

渗透于生产过程，将改变生产力的质和量。科技发展与生产力

之间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生产力发展推动科技进步，科技

进步作用于生产力进步。在我国不同时期对科技与生产力的研

究也衍生出各种观点，毛泽东指出：“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

无法提高。”1988 年 9 月 5 日，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

生产力。”江泽民同志进一步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胡锦涛的“自主

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并始终坚持科学技术

是第一生产力。”2015年 3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明确提出“创

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关键是要依靠科技创新转换发展动

力。”2023 年 9 月，习近平主席在黑龙江的考察调研中首次提

出“新质生产力”，并指出整合科技创新资源，推动战略性新

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这一理念明

确了科技创新在新质生产力中的核心地位。综上，如果没有科

学基础，技术仅仅是“死的生产力上的技巧。”在科技进步背

景下，科学的坚实基础是不可或缺的，它为技术的发展提供了

理论支撑与方向指引。同时，科学探索的深化也依赖于技术成

果的实际应用，这种相互促进的关系加速了科学技术领域的进

步。单纯的科学技术如果不被应用到实际的生产过程之中，即

使它有再大的作用也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科技与生产力

结合产生“科技生产力”是必然趋势，科学技术成果应用于生

产过程之中形成的现实生产力才能真正发挥科技对社会发展的

推动作用。

在对相关文献进行整理和分析后，发现无论是在理论还是

实践层面，关于生产力的研究都已积累了丰富的资料。然而，

新质生产力作为一个新兴的概念，其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两个

方面：一是对新质生产力理论的深入探讨，二是探索新质生产

力实现路径。至于科技生产力，目前的研究大多还停留在传统

生产力理论的框架内，而从新质生产力的角度来研究科技生产

力的领域尚未得到充分开发。科技生产力作为将科技成果转化

为实际生产力的关键，它使得科技创新具有了现实意义。因此，

本文选择从新质生产力的角度来探讨科技生产力，旨在填补这

一领域的研究空白，并为新质生产力与实践的结合提供新的视

角和路径。

2 新质生产力视角下论科技生产力

2.1 科技生产力的含义
自工业革命之后，科学与技术脱离独立的状态结合形成“科

技”，而科技被广泛应用于生产过程中，最终在生产力中延伸

出了“科技生产力”。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生产力已不能满

足数字化时代的要求，继而新质生产力应运而生，这要求我们

应站在新的视角之下研究科技生产力。但无论何种视角只有被

应用于社会生产活动中的科学技术，才是解决社会矛盾和经济

发展的手段；否则，它只是知识形态的潜在生产力。恩格斯也

认为，由于科学技术应用于社会物质生产过程，便成为由人类

支配的“无穷无尽的生产能力”。

在前人对科技生产力研究的基础上，站在新质生产力的视

角探究科技生产力，我认为其本质是一种以解决问题为中心的

综合能力。科技生产力以问题为导火索，其中问题来源可分为

两类：实践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研究开发过程中所出现的问

题。对问题解决路径分类：仅进行研究可解决的理论问题；经

过研究和开发而解决的实践问题。各种问题都需要进行研究过

程，由专业的科学研究人员先对相关问题进行数据信息收集和

整理，借助现代信息技术（计算机、云技术等工具）对相关资

料和文献进行数字化、信息化处理形成专业的数据和信息，通

过对此类数据对比分析找出理论漏洞从而进一步开展研究，借

助实验室内专业工具或整理的数据信息解决漏洞产出科学技术

成果（科技成果既可以是实物形态存在的新型机器、技术、工

艺等，也可以是非实物形态存在的信息、数据、理论、概念等）。

若为解决理论问题，研究完成之后所产出的科技成果可直接用

于解决此类问题，则可形成科技生产力；若为解决实践问题，

科技成果还需进一步验证其有效性后进行大规模生产后被应用

于实践过程中才能解决问题，这需要一线专业技术人员、研究

管理人员以及研究服务人员的配合，借助相关工具（生产线系

统、大型制造车间、运输系统等）以及数据信息（云计算系统、

数字监控系统等）将科学技术成果进行大规模开发，之后应用

于实践之中解决问题，才能形成现实的科技生产力。在整个科

技生产力产出过程中，必须考虑到文化、制度、市场环境和生

态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制约。只有在这些因素的合理约束下，科

技成果才能得到有效的推广和应用。因此，科技生产力的形成

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不仅涉及物质资源和技术工具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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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包括了理论知识的积累和数据信息的处理。所有这些元素共

同作用，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标，最终汇聚成为推动社会进步

的重要力量——科技生产力。

在新质生产力的框架内，科技生产力模式发生了根本的转

变。这种新模式不再局限于单纯的技术发明或创新成果的产生，

而是更加强调以实际问题为出发点，将解决问题作为科技研发

的核心目标。这意味着科技成果的价值不再仅仅体现在其创新

性或先进性上，而更在于它们能否有效应对和解决现实世界中

的问题，是否能够满足数字时代快速变化的社会经济需求。在

这种模式下，研发、产业和应用环节不再是孤立的过程，而是

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形成了一个紧密协作的生态

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研究成果能够迅速转化为实际的产品和

服务，产业界的反馈又能够及时指导科研方向的调整，形成一

个高效的循环机制。总之，新质生产力下的科技生产力追求的

是科技成果的实用性和社会效益，推动科技创新与社会发展深

度融合，共同迈向数字化、智能化的新时代。

2.2 科技生产力要素
马哲中所提到的传统生产力攘括三要素，同时新质生产力

也包含三要素。当我们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并站在

新质生产力的视角审视科技生产力时，其保留着传统生产力和

新质生产力要素方面的特征，具体要素包含：科技劳动者、科

技劳动资料、科技劳动对象。

（1）科技劳动者

科技劳动者是指在科技生产过程中，运用脑力和智力进行

工作的人群。涵盖了从基础研究到实际应用的各个层面，这包

括在实验室里探索自然中的未知，推动科学的前沿的专业科研

人员；受过高等教育，具备创新能力和一定的科研知识，能够

在实践中应用和改进技术的一线工作者；规划和组织科技项目

的实施，确保资源的有效利用的管理人员；科技生产提供必要

的支持和辅助的服务人员。在科技生产的舞台上，科技劳动者

是最具活力和创造性的因素。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崛起，他们的

职能变得更加多元和复杂，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生产模式和市场

动态。他们的工作不再局限于机械重复地劳动，而是转向以市

场需求为导向的创造活动。他们依靠科学的理论支撑，研发适

合实际应用的科技解决方案，并通过实验验证和推广，将这些

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打破传统的思维框架，促进“社

会思维”模式的形成。在这种模式下，科技劳动者不仅仅是技

术的执行者，更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者。他们通过创造更多

的社会财富，有效地推动了经济的增长，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科技劳动者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和作

用日益凸显，他们是推动科技进步的重要力量。

（2）科技劳动资料

科技劳动资料是指在科技生产过程中被使用的各种物质资

料和物质条件，不仅涵盖了生产工具、设备、原料等硬性物质

条件，还包括了文献资料、信息数据等软性知识资产。其中，

在研究过程中，能使用到的劳动资料如：文献资料、数据信息、

各种实验必需仪器（显微镜、传动机、感应器、钳类、化学仪器、

生物仪器等）、仪表、材料（生物材料、化学材料、自然物质

等）、各种试剂（化学试剂、生物试剂、有机试剂、无机试剂

等）、实验室、试验工厂等；在开发过程中，能够用到的劳动

资料：各类机器设备、运算设备（云计算、计算机、云服务、

物联网等）、监控设备、大型生产厂房等。

科技劳动资料的重要性体现在三个维度：1. 科技生产力的

象征：它们是科技生产力的具象化体现，反映了劳动者的工作

效率和社会的整体技术水准。科技劳动资料的使用效率和技术

含量，成为衡量科技生产力高低的标尺。2. 时代特征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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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劳动资料不仅是劳动力发展水平

的直观反映，更是揭示社会关系变迁的重要指标。3. 管理与激

励的杠杆：私人管理的劳动资料能够给予个体以安全感，激发

其积极性和创造力。优秀的管理者能确保经济之舟平稳前行，

推动科技生产力的持续提升。在这个过程中，劳动资料的管理

艺术成为推动社会经济进步的重要力量。

综上，科技劳动资料不仅是科技生产的物质基础，更是推

动社会进步的作用力。它们在科技生产的全过程中，既是实现

科技创新的工具，又是衡量社会进步的重要尺度，同时也是激

励个体潜能的关键因素。因此，合理管理和高效利用科技劳动

资料，对于促进科技进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3）科技劳动

科技劳动对象分为直接对象和间接对象，其中，直接科技

劳动对象是现实中的各种问题和需求。而间接科技劳动对象分

为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包括未经加工的自然物、经过简单

加工的原材料以及注入技术要素的原材料、数据信息等。以此

可以发现，正是由于直接科技劳动对象的存在，才会有新型间

接劳动对象的出现。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电流之争”犹如一幕

激烈的戏剧，特斯拉与爱迪生这两位电气时代的巨匠，他们的

较量不仅是对技术的探索，更是对未来世界的构想。特斯拉，

这位电力的使者，洞察了直流电的局限：1. 传输效率低下，在

长距离的输电时最为明显；2. 建设成本高昂，其需要借助大量

的粗铜导线来降低阻力，铜价高涨不下，再者为保持电力供应，

需要在较短的距离建立多个发电机站，因为基础建设成本高昂；

3. 供电范围相对较小，这也是直流电最致命的问题，无法真正

做到让每一家实现电力自由。正是这些问题的存在，激发了特

斯拉对交流电的无限热情。最终他证明了交流电才是那把打开

新时代大门的钥匙。交流电以其高效的传输、经济的建设和广

泛的覆盖，真正实现了让电力走进千家万户，点亮了人类文明

的每一个角落。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正是直接科技劳动对象的挑战，催

生了新型的间接劳动对象；间接劳动对象反过来又为解决原始

挑战提供了必要的支持和解决方案。直接科技劳动对象与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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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对象都是科技生产力不可或缺的要素，在现代生产中，通

过科学地规划、设计和控制，可以有效提高劳动对象的利用率

和产出率。同时，加强对劳动对象的维护和保护，确保生产过

程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2.3 科技生产力作用机制
在新质生产力的视角下，科技生产力的三要素——科技劳

动者、科技劳动资料和科技劳动对象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可以

通过 5G 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来具体阐述。

科技劳动者带着 4G 技术的各类问题（网络拥塞、 地理环

境影响、 终端设备限制、网络频段的高衰减等）以及社会需求（高

速率传输、低时延、高可靠性等），借助计算机等工具收集和

分析大量的通信技术相关的文献资料和数据信息，接着分析出

前代通信技术（1G、2G、3G、4G）的经验和不足，并梳理出已

有关于 5G 技术研究的理论构架，为 5G 技术的研发提供了坚实

的理论基础。同时，专业的研究人员也需借助各类工具（网络

测试仪、 网络安全渗透测试工具、 网络测速 APP 以及网速测试

软件等）对 4G 技术进行测试，确定影响各类问题的技术痛点

（LTE技术的工作频率易受影响、兼容性问题、 IPv6支持度不足、

 基站承载饱和等）。在理论基础之上，科技劳动者针对技术痛

点进行下一步研究，找出关键影响因素，搭建出符合当前时代

要求的 5G 技术的核心概念和框架，根据理论框架对现有技术

痛点进行升级创新，实现关键技术突破（同时同频全双工技术、

 大规模天线技术 、 多址接入技术、 超密集组网技术、 波束赋形

技术、 D2D 技术等），初步产出科技成果 5G 网络技术。为真正

实现大规模商用普及，5G 技术还需要先走出实验室进行区域试

验，试验过程中研发人员和管理服务人员应密切关注用户使用

数据信息，及时发现各类问题和缺陷，不断进行数据修补和问

题解决。在试验成功之后才能与一线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以及

服务人员的共同协助之下大规模开发使用，在大规模开发过程

中一线技术人员应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及时关注各类专

业技术问题，管理和服务人员也应不断收集开发的数据和信息，

及时反馈给专业研发人员，保证5G开发商用过程中稳定持续。

研发完成之后，则是真正商用普及，同时也意味着 4G 的各类

问题得到解决以及人们的需求得到满足，在研究、开发和使用

的环节中也会不断产生新的问题，这也需要科技劳动者不断重

复研发过程，这也证实科技生产力运行机制是不断循环的系统。

在整个生态系统中，也需要注意文化、制度、市场环境等因素

的影响，5G 技术之所以能够快速产出和商用普及，也有各种国

家政策的不断支持和激励，该技术也应在国家法律许可范围内

使用和推广。

通过上述 5G 技术的例子可以看出，科技生产力的作用机

制确实呈现出一种循环往复的特性。具体而言，这一机制始于

现实中产生的各类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是技术上的瓶颈、社会

需求的未满足或是科学探索的未知领域。当这些问题被识别并

提出时，它们便成为激发劳动者创新精神和研发动力的源泉。

紧接着劳动者开始投入到研究和开发的过程中，旨在寻找解决

方案。这一过程不仅涉及理论的探索，还包括实验的验证和实

践的检验，是科技生产力得以展现的关键阶段。此阶段完成之

后，则是科技成果被应用于解决所产生的问题，最终形成现实

的科技生产力。但是，科技生产力的循环并未止步于问题的解

决，相反，每一轮循环的终点同时也是新一轮循环的起点。当

一个问题被成功解决，新的挑战和问题随即浮现，这些新问题

可能源于解决方案本身带来的新需求、技术应用过程中发现的

局限性或是科技进步引发的社会变革。这些新问题再次激发劳

动者的好奇心和创造力，促使他们继续探索和创新，从而进入

下一个循环。在这个过程中，问题的提出、解决和新问题的生

成构成了一个闭环系统，推动着科技生产力的不断进步和人类

社会的持续发展。每一次循环不仅解决了当前的问题，也为未

来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工具，促进了知识的深化和应用的

拓展，从而形成了科技生产力与社会进步之间的良性互动和循

环促进。

图 2-1 科技生产力作用机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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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质生产力视角下论科技生产力作用与意义

3.1 研究新质生产力的新视角
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的概念，为当前经济

环境注入了新的思考维度。这一概念强调的不仅仅是技术的先

进性，更重要的是技术如何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为社会带来实

际价值和深远影响。在讨论新质生产力时，容易聚焦于理论层

面和行业应用，往往忽视了其核心驱动力——技术创新。新质

生产力下的技术创新，不同于简单的技术更新或产品迭代，它

要求创新成果能够有效解决实际问题，推动社会进步，提升生

活质量。而科技生产力的实质是将科技潜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满足新质生产力对技术创新的深层次需求，通过加强对科技生

产力的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如何将科技创新的成果转化为社

会发展的动力，为构建更加高效、可持续的经济体系提供理论

支撑和实践指导。但学术界却忽视了科技生产力的作用，因而

新质生产力视角下论科技生产力为研究新质生产力提供了一个

崭新的方向。

3.2 明确当代科技生产力的发展趋势
在数字化时代的背景下，传统生产力的局限性日益凸显，

催生了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而科技生产力，作为生产力的重

要组成部分，其发展与新质生产力的兴起息息相关，因此，在

探讨科技生产力时，采用新质生产力的视角显得尤为关键。从

新质生产力的视角出发，科技生产力的未来呈现出两大显著趋

势：（1）科学技术化：这一趋势指的是科学技术成果在生产

过程中的广泛应用和深度融合。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

算等技术的迅猛发展，它们正逐步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

动力。科学技术化的推进，不仅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还促

进了生产方式的创新，使得生产活动更加智能化、精准化。（2）

技术科学化：技术科学化则强调技术发展过程中对科学理论的

依赖和遵循。在新质生产力的视角下，技术不再是孤立的工具

或方法，而是与科学理论紧密结合，形成了一种基于科学原理

的技术创新模式。这种模式下，技术的迭代升级往往伴随着

对基础科学的深入探索，从而确保了技术进步的可持续性和前

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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