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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观视域中的新质生产力∗

袁银传　王馨玥

[摘　要]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到信息文明，生产力的跃迁转型是内嵌于人类社会文明更替的一条主线。生

产力是人的本质力量，是人的主体性的集中彰显。作为唯物史观研究的核心主题，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出

场，揭示了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根本缺陷，即生产力中人的因素与物的因素分离与对立，同时在驳斥“唯生

产力论”中澄清了对唯物史观的片面理解。新质生产力具备马克思生产力理论所指向的一般性特征，也蕴

含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新表现、新特质与新内涵。新质生产力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先进生产

力，是蕴含技术革新与“生产科学化”的创新生产力，也是彰显渐进性与飞跃性统一的高阶生产力。从唯物

史观视阈审视新质生产力，有利于准确把握新质生产力的基本构成及内涵特征，明确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的现实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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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看，人类社会文明进步与生产力

能级跃升不断深度互动，从农耕文明、工业文

明到信息文明，生产力的跃迁转型是内嵌于人

类社会文明更替的一条主线。作为全部社会

生活的物质前提，生产力的能级跃升乃至迭代

跃进，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基本规律，决定社

会形态依次演进，构成人类社会发展基本坐

标。唯物史观为人类认识历史提供了基本观

点与方法，是开放、发展的理论体系，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唯

物史观内涵，逐渐形成唯物史观当代发展的最

新理论成果。生产力是人的本质力量，是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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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性的集中彰显，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

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生产力理论构成唯物史观

的核心主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战略部

署，提出“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

制”，[1](p.10)特别强调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

生产力体制机制”。[1](p.10)进入万物互通、智能智

造的新发展阶段，新质生产力具有高科技、高

效能、高质量等特征，是生产力现代化的具体

展现，也是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必然选择。

新质生产力思想，是立足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

水平、把握生产力发展规律基础上的新理念与

新要求，是对新发展阶段如何实现高质量发

展、实现什么样的高质量发展作出的科学回

答，也是新时代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

强国的关键动力。

一、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历史生成

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其

“界分”不仅以简单时空更替为坐标轴，还受到

要素禀赋、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诸多因素影

响。历史上，不同经济学家从多重视角对生产

力问题展开了论述。在弗朗斯瓦·魁奈看来，

生产力主要指土地生产力，农业是国民经济的

根本，这构成重农学派的主要观点。亚当·斯

密提出了劳动生产力概念，指出分工的出现对

提升劳动生产力具有重要作用。弗里德里希·

李斯特在批判斯密基础上构建出“生产力理

论”的理论体系，突出强调精神生产力的巨大

作用，并称其为“精神资本”、历史的根本动力。

现实社会中，马克思遇到“所谓物质利益发表

意见的难事”，[2](p.1)由此引发对黑格尔哲学的怀

疑乃至批判，促使马克思与黑格尔哲学发生

“彻底的决裂”，实现由思辨哲学唯心史观向唯

物史观的转变。

从生产力概念的出场来看，马克思摒弃了

思辨哲学的幻想，将其视为一种现实性力量。

马克思具体阐述了四种生产形式，生产力概念

是在第四种形式中引出，即从社会关系中阐明

生产力，马克思明确指出：“一定的生产方式或

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

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

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3](p.160)生产力是一

种现实力量、既得力量、决定性力量、综合性力

量，生产力在具体共同生产活动中得到强化和

发展，能够逐渐形成一种新的既得力量，这种

生产力运动存在于社会实践与劳动交往过程

中，呈现出“历史既得性”。具体来看，马克思

生产力理论出场，揭示了资本主义异化劳动对

生产力的破坏，明确了生产力要素系统的基本

构成，同时在驳斥“唯生产力论”中澄清了对唯

物史观的片面认识，以生产力为理论坐标展开

对唯物史观的具体论证，也在此基础上逐渐形

成对其他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科学认识。

第一，生产力发展由异化形态转变为自

主形态。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可以被包装为最

精致的掠夺形式，也可以实现人的真正自由

与解放。李斯特认为生产力包括物质文明和

精神文明两大方面积累，并重点对精神生产

力展开分析，强调了生产力发展可持续性的

重要性，即生产力的培育与促进。马克思批

判继承李斯特思想，将人的发展纳入生产力

的考察。异化生产力与社会分工和私有制密

不可分，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社

会分工便会产生，分工将劳动者限制在所属

于自己的范围内，劳动者获取的财富以牺牲

个体的自由与发展为代价，以实现资本无限

增殖为目的，异化生产力成为资本主义进行

剥削的锐利武器。在马克思看来，一旦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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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发展偏离现实主体，劳动过程便会变得被

动而非主动，痛苦而非快乐，异化而非自主，生

产力逐渐反过来变成压迫人的力量。生产力

不是无序、无原则的发展，“任何生产力都是一

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4](p.480)

生产力发展是一个逐渐由异化形态转变为自

主形态的过程，在马克思的论述中，未来社会

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以人

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消灭剥削与压

迫和旧的分工，才能实现生产力由异化形态向

自主形态的真正转变。

第二，生产力是由多种要素构成的复杂

系统。生产力是人们改造自然界，从中获得

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标识着人与自然的关

系。从整体上把握生产力概念可以看到，生

产力是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的统一、是质与

量的统一，也是实体形态和知识形态的统一。

生产力的构成指物质资料生产和再生产过程

中所必需的一切物质要素和技术要素的总

和，主要包括两大组成部分，即实体形态部分

和知识形态部分。实体性要素具体包括劳动

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者。劳动资料主要指

生产工具，还包括动力能源系统、运输管道系

统、自动控制系统和信息传递系统等，其中最

重要的是生产工具，它是衡量生产力客观尺

度，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指示器”；劳动对象

是指在劳动生产过程中所能加工和改造的一

切总和，包括天然自然物和人化自然物；劳动

者指从事体力劳动或脑力劳动的人，是生产

力中最活跃、最能动、最重要的因素。生产力

系统是由多种要素构成的综合性力量，要以

综合视角、系统观念对生产力概念进行考察。

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统一为物的要素，劳动

者为人的要素。此外，智能性要素具体包括

科学技术、管理和教育等要素，这些要素通过

作用于生产力三大基本要素整体发挥作用。

第三，生产力概念的再反思与驳斥“唯生

产力论”。唯心史观以神秘天国、抽象思辨、理

性精神取代现实的历史，马克思生产力概念立

足现实的人的实际生产活动，实现了生产力概

念的革命性变革，逐渐构建起唯物史观的叙事

框架，也推动了对唯心史观的彻底批判与整体

超越。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诚然生产力在

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不能

以“唯生产力论”“经济决定论”“技术经济史

观”等谬论对唯物史观加以抽象、机械、绝对的

概括和理解。片面强调经济因素的唯一决定

作用，是对唯物史观的误读和曲解，也将复杂

多变的社会发展历史简单化、抽象化和单一

化。在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恩格斯明确

指出：“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

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

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

因素。”[4](p.604)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调的“决

定”，实际上代表一种“限制作用”和“基础作

用”，而不是突出经济因素对社会发展所具备

的普适性和唯一决定性，马克思、恩格斯强调

除经济因素之外其他要素，以及要素与要素

之间相互作用对社会发展同样发挥重要作

用。恩格斯在晚年提出了历史合力论，在坚

持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基础上，表明历史发展

是物质条件和个人意志的统一，经济因素绝

不是唯一因素，要以整体视角审视社会历史

发展。

二、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

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将加快发展新质

生产力列为首要工作任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

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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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健全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1](p.10)新

质生产力具备马克思生产力理论所指向的一

般性特征，也蕴含新表现、新特质、新内涵。

随着对生产力发展规律认识不断深化，笔者

认为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即新质生产力是

高质量发展的生产力，是立足我国现阶段经

济发展水平、科学把握生产力发展规律基础

上提出的新理念、新要求，面向国内发展的重

大需求、切合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在

唯物史观论域中，新质生产力是合规律性与

合目的性相统一的先进生产力，是蕴含技术

革新与“生产科学化”的创新生产力，也是彰

显渐进性与飞跃性统一的高阶生产力。

第一，新质生产力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

相统一的先进生产力。生产力是影响经济社

会现象的重要因素，生产力逐步向更高阶迈

进，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过程，合

规律性意味着实践活动遵循基本规律，遵循客

观事物发展规律，合规律性是基于客观事物的

事实判断；合目的性意味着实践过程和实践结

果能够符合实践主体价值需求，在实践过程中

达到既定价值目标，合目的性是基于主体自身

的价值判断。合规律性是合目的性的前提与

基础，两者相辅相成。新质生产力的出场语

境、形成逻辑、内涵特质深刻体现了合规律性

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唯物史观认为，客观事物发展不是杂乱无

序的，而始终存在于客观、必然的发展规律之

中。规律性认识揭露事物发展内在性、持续性

的本质联系，理论创新的前提在于揭示出事物

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当今世界正经历新一轮

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和复

杂性日益增多，世界经济发展摩擦与竞争常态

化，机遇和挑战共存，发展与转型并进。理论

创新的前提在于揭示并遵循客观事物发展的

规律性，万物互通与智能发展的时代推动生产

力迭代更新，遵循生产力一般发展规律，新质

生产力从形成到发展，集中体现了对规律的深

刻把握，根植于中国经济发展历史脉络与现实

境遇，强调在传统生产力基础上实现质的跃

迁，是符合高质量发展的生产力样态。“否定之

否定”的过程并不意味着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

产力完全对立或者截然不同，新质生产力立足

于“两个大局”和中国新时代国情，更立足于中

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

社会发展规律、人类文明演进规律，是新时代

形成的最新理论成果。

在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看来，生产力与

物质财富息息相关，提升生产力最终目的在于

获取更大的物质财富，而人的主体性被排除在

他们的视野之外。诚然资本主义社会实现了

生产力大幅提升，但是资本本性在于最大限度

实现自身增值，内嵌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内部的

资本运行逻辑，即提升生产力最终目的在于增

加相对剩余时间，在于逐渐扩大对自然的改

造、利用与征服，还在于无限加强对劳动者的

压迫，劳动者仅作为生产过程中的工具而存

在，在其内部充满对抗、矛盾、分裂。正如马克

思指出，“如果弯腰驼背、四肢畸形、某些肌肉

的片面发展和加强等，使你更有生产能力（更

有劳动能力），那么你的弯腰驼背，你的四肢

畸形、你的片面的肌肉运动，就是一种生产

力”。 [5](p.261)坚持“以人为本”视角去审视生产

力，超越资本主义“以物为本”的生产力逻辑，

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根本特征和

革命性变革的核心要义。在社会主义国家中，

发展生产力的目的在于能够实现人的真正解

放，赋予劳动者充分的自由发展空间，满足人

的生存发展需要和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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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最终目的是

实现人的共同富裕，推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新质生产力既体现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也

彰显出人的主体意识，彰显了合规律性与合目

的性相统一。“全部发展历程都告诉我们，中国

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所以能够取得事业

的成功，靠的是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

系、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6](p.272)人是生产

力中最活跃、最能动，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新质

生产力致力于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最

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创设出服务于人民的公

共服务，彰显了尊重人的主体性原则。

第二，新质生产力是蕴含技术革新与

“生产科学化”的创新生产力。科学是建立

在人类文明主体意识觉醒基础之上，能够反

映出对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发展客

观规律的知识体系。在马克思看来，“劳动

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

断发展的”，[2](p.271)科学技术能够在把握客观

事物和现象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基础上，

揭示其具备的经济属性，进而推动现实生产

力体系迭代发展，生产过程也日益呈现出更

加科学的发展趋势。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

的时代，世界正由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

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在充分了解自然

科学和人类社会研究基础上，他们总结人类

社会发展规律，指出科学技术是推动历史发

展的有力杠杆，并且时刻关注科技进步对于

社会变革与产业发展产生的巨大影响。

大国竞争的核心在于科技，人类历史上生

产力的跨越发展离不开科技发展与产业革命。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展开来看：其一，科学

技术渗透到劳动者身上才能形成劳动者的生

产经验和劳动技能；其二，生产工具是由掌握

科学技术的人制造和使用的，生产工具的制

作、使用、改进，本身就包含科学技术，所以科

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其三，科学技术的发展

能够影响劳动对象，扩大劳动对象范围。全球

化伴随着世界历史纵深发展，科学技术通过国

际贸易、产业流通不断更新换代、次第转换，全

球科技创新呈现出高度融合、复杂多样的特

点，近代科学诞生后，每一次突破性科学技术

创新都触发了生产力显著发展。科学进步和

技术革新能够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着力

补齐经济发展的痛点、难点和堵点，推动形成

具有原创性、颠覆性的创新成果。根据2023年

《全球创新指数》显示，中国位列第 12位，持续

在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运用、生物技术等

领域取得显著成绩；中国研究与试验发展

（R&D）经费持续增长，反映出我国积极培育壮

大先进制造业集群，不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

突破性技术推动并引领一批新兴产业和未来

产业不断涌现，激发了经济发展巨大潜能。科

学进步和技术革新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关

键动能，新质生产力是对“生产力中也包括科

学”[2](p.777)的现实确证，也是对“科学是一种在历

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7](p.1003)的深化

认识。创新成果向经济社会领域纵深发展与

扩散，对形成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作用，能够

延伸劳动者智能化工作能力，提高劳动者的劳

动素养和技能，提升劳动生产率，也能够促进

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的更新迭代，提供新型基

础设施，推动生产高效运行。

第三，新质生产力是彰显渐进性与飞跃性

统一的高阶生产力。任何事物都有质和量的

双重规定性，世界上事物千差万别是因为有质

的区别，“质”能够把不同事物区别开来，是认

识事物的前提；“量”是把相同事物区别开来，

标志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更加深化。由于事物

发展的不平衡性，量变与质变辩证统一揭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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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发展的形式和状态，体现了事物发展的渐

进性和飞跃性的统一。社会历史发展遵循

由低级向高级的纵深发展，马克思强调，“手

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

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8](p.144)生产

力的发展是一个有迹可循的过程，包含“质”

与“量”的矛盾运动，生产力系统不是静态而

孤立的，历史上任何时期生产力的水平、规

模都会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新特质，由此决定

生产关系。传统观念对于生产力优劣的衡

量往往局限于“量”的多少，而忽视“质”的优

劣，新质生产力是实现生产要素优化重组与

高效配置的高阶生产力，是量的积累与质的

飞跃的统一，从本质属性上实现了传统生产

力的跃进发展。

新质生产力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

特征，与传统生产力相比，实现了对生产要素

进行优化重组与高效配置，呈现出不同于传

统生产力的新质态。从关注点来看，新质生

产力以科技创新赋能高质量发展。当下我国

经济发展正处于“三期叠加”阶段，高质量发

展强调经济领域内在发展质量，从“有没有”

转向“好不好”。作为更先进的生产力形态，

新质生产力依靠科技促进产业变革，着力推

动经济社会的高质量、高效率、高水平发展；

从落脚点来看，新质生产力面向战略性新兴

产业和未来产业，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在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信息技

术、智能技术、数字技术高度融合，战略性新

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具有前沿性、战略性和高

成长性，决定了新的经济增长点，战略性新兴

产业和未来产业也将提供更多元化、高品质

的个性化服务，不断提升社会公共服务水平，

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双向互动。

三、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

现实路径

新质生产力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中将发挥重要作用，数字化、工业化、智能

化、绿色化正加速融合。在唯物史观论域中,新
质生产力具有生产力的一般性质，具备契合当

下经济发展的中国特色，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事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全局，在经济层面

上，要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

关系；在自然维度上，要实现保护生态环境与

发展生产力的内在统一；在主体向度上，要着

力培育新质人才。

第一，“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

相适应”，[9]要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

生产关系。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

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

产关系。”[9]传统生产关系亟待变革，以更好适

应高质量发展的时代主题，新质生产力标志着

生产力发展已进入智能化、信息化、数字化时

代，具有高效能、高质量、高智能、可持续、绿色

化特质，这意味着亟须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

应、耦合的新型生产关系，需要建立契合新质

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制度，推动实现新质生产力

的可持续发展，实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

辩证统一与动态互动。

从理论逻辑看，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

言》中，马克思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

关系作出详细阐释，生产关系即物质资料生产

过程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生产力是内

容，生产关系是形式。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主

要体现在：生产力发展状况，决定生产关系的

性质；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决定生产关系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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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变化；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

和反作用的性质和大小。生产关系对生产力

具有巨大的反作用，主要体现为两种情况：一

是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为生产力迅

速发展提供广阔场所，从而有力推动生产力发

展；二是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对

生产力发展起破坏、阻碍作用。唯物史观认为

生产力是衡量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根本尺度，生

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定着社会发展

的总趋势，当前，新质生产力聚焦科技创新、着

眼新兴产业发展，要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新质

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

的新型生产关系。

从中国实践看，新质生产力是具有革命意

义的术语，能够反映新阶段经济形势变化和发

展趋势，中国共产党人总结国内外经济发展形

势，聚焦经济发展深层次矛盾和结构性问题，

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完善生产关系，以适应

并推动新质生产力更好发展，实现了新质生产

力与新型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习近平指出：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不断适

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调整生产关系”，[10](p.34)伴随

着生产力的创新发展与更替跃进，世界范围内

的交往与生产力彼此影响，加快形成新质生产

力是新征程上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命题，作为一

种既得力量，生产力能够在实践深化的过程中

不断得到强化，进而创造出一种新的力量，改

革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面，这是

我国在实践中总结出的宝贵经验。形成新型

生产关系需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制度

体系，逐渐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匹配的科学机

制和发展环境，实现生产关系的适时转换进而

更好推动生产力发展。

第二，“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

力”，[9]要实现保护生态环境与发展生产力的

内在统一。人类如何与自然界进行物质能量

交换，始终是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面临的重

大问题。新质生产力是绿色生产力，是环境

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的生产力，也是凸显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低碳生产力。绿色发展

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义，能够实现发展方

式的绿色转型，提升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潜

力与韧性。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时代正是工

业革命兴起和快速发展的时代，他们看到资

本主义对生态环境破坏导致的“恶果”，从某

种意义上看，生态危机是资本逻辑下追求利

润最大化、无限度扩大生产的必然结果，这种

发展趋势将伴随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而不断

加剧。

新质生产力以绿色发展为基本遵循，以尊

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为基本原则，以

形成绿色生活方式为价值导向，不断满足人民

群众美好生活的需要，积极构建人与自然生命

共同体。不管以何种形态呈现，生产力本质上

都是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能力，是人的本

质力量的对象化，新质生产力摒弃以往高能

耗、高投入、高污染的发展模式，着力于发展方

式的绿色转变，增强生产过程的低碳化和绿色

化，助力碳达峰碳中和，助推新能源产业发展，

实现经济效应、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

新质生产力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高质

量发展是绿色化、低碳化、高效化、清洁化和可

循环的发展，突出能源的可再生性与可循环

性。从发展路径上看，绿色赋能经济发展是高

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新质生产力提高生产要

素利用效率，提升绿色型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布局，以更高质量的发展提升零碳经济竞争优

势；从价值目标上看，新质生产力着力打造绿

色健康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绿色生产方式

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将环境保护与产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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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相结合，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优化调整，

绿色生活方式以保护生态环境为主线，使用绿

色科技和绿色经济进而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

美好生活的需要，加大绿色产品供给，建设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第三，“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11](p.119)

要着力培育新质人才。人的主体性在认识

和改造客观世界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并发

展，代表人作为主体对客体表现出的自发

性、能动性、创造性。青年黑格尔派所谓解

放人类的办法，始终都只是囿于现实与历史

之外的“影子”，唯物史观是关于现实的人及

其历史发展的科学，“现实的人”是唯物史观

的重要前提，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强调的

历史出发点。生产力是人的要素与物的要

素的统一，其中人的要素构成生产力发生质

变的关键因素。新质生产力与高层次创新

人才具有高度统一性和内在耦合性，以人才

作为第一资源，以人才链支撑产业链、创新

链、资金链，逐渐构建系统的人才培养、评价

与奖励的制度体系。习近平指出：“要按照发

展新质生产力要求，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

性循环，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合理流动的

工作机制。”[9]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需要与之相

匹配的新型劳动者队伍，着力补齐战略性新兴

产业的人才缺口，培养能够掌握新质生产力的

人才梯队，着力培育新质人才。

人才队伍是衡量国家实力的重要指标，从

世界范围看，各国都把培养高水平的人才队伍

作为主要目标，英国创建城市大学，德国实施

“双元制”职业教育，美国高校实行荣誉计划，

韩国积极推进“产学合作”等。劳动者是最活

跃、最能动，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新中国成立初

期人才培养目标与工业现代化密切相关，着力

解决失业问题与加快恢复经济，逐渐建立起职

业技能等级制度。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

高度重视高层次创新人才的培养，不断创新人

才培养方式，采用数字技术手段，逐渐形成更

加开放积极的人才培养政策。当前，中国已建

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教育、科技、人

才是构建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支撑，中国式现代

化强调物的全面丰富与人的全面发展相统一，

创新人才与科技发展高度互动、上下联动。党

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

撑。”[6](p.27)高层次复合型人才队伍是赋能新质生

产力发展的前提与保障，能够为新质生产力储

才蓄能，提供智力和人才支撑，要加快产学研

用一体化协同发展、深度融合，激发创新主体

的活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加快形成新质

生产力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培养出更高

水平的能工巧匠、大国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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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ssroots Corruption: Its Insidiousness, Complex Governance, and the Path of Disciplinary Governance：：The root of grassroots corruption 
lies in the rent-seeking behaviors deriving from the exclusive and private nature of position-based power. Rent-seeking of this kind, mainly 
realized by controlling key positions, regulating funds, and allocating resources, demonstrates the feature of insidiousness characterized by the 
hidden relationship in a complex power structure, the collective and industrial interaction, and diversified methods. In practice, we should govern 
power by the means of power and reasonably def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we should govern power with the assistance 
of the people and strengthe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masses and public institutions; and we should tactically discipline power, as the strategies 
to give full play to technical means have respective limitations in spite of positive significance. Governing power with discipline is an important 
and underpinning guarantee for cracking the insidiousness of grassroots corruption in an all-round way. To solve grass-roots corruption, we should 
focus on methods in the short term, systems in the medium term, and culture in the long term. Adhering to these three dimensions will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a clean political ecology for grassroots governance. (Liu Yu-dong)
The Initial Visions of the Reforms and Their Continuation in the New Era：：The cause of the Party and the people, impossible to be 
accomplished by one generation, requires the Party to unite and lead the people in successive efforts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A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ers a new era,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deepen the reform in an all-round way, achieve the Chinese modern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and realize the “second leap” of collectivizing the rural and agriculture. We should also take the road of modernized 
agri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reate a good educational, cultural and social atmosphere, and break out of the historical cycle of rise and 
fall through strictly governing the Party and making a “self-revolution”. These new tasks for a new era and new missions contain a wealth of reform 
visions of Deng Xiao-ping and other older-generation revolutionaries and leaders of the CPC. To this end, it is necessary to earnestly study and 
understand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scrupulously implement the goals, requirements and 
strategic plans for Chinese modernization formulated by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since the 20th Party Congress, and make unremitting efforts—
with the aim of satisfying the people’s aspirations for a better life—to realize the China dream of building a modern socialist power and achiev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t an early date. (Cao Yong-xi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From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to 
information civilization, the leap of productivity is the thread embedded in the civilization revolution of human society. Productivity is the essential 
power of human beings and epitomizes human subjectivity. As the core theme of the studie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Marx’s theory of productive 
forces reveals the fundamental defect of capitalist alienated labor, namely, the separation and antagonism between the human and material factors in 
productive forces, and at the same time clarifies the one-sided understanding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the refutation of the “theory advocating the 
omnipotence of productive forces”. From the productive forces to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e latter has the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suggested by Marx’s theory of productive forces, but also contain new manifestations, new qualities and new connotations in line with the 
development requirements of the times.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signify the advanced productivity with the unity of lawfulness and 
purposefulness, the innovative productivity with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scientific production”, and the higher-order productivity which 
shows the unity of gradual progress and quantum leaps. Examining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s 
conducive to accurately grasping its basic composition and connotative characteristics and clarifying the practical path for accelerating the formation 
of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which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value. (Yuan Yin-chuan, Wang Xin-yue)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s of the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A Global Perspective：：The introduction of the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as a major concept marks the significant progres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democracy in China, the continual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democratic political system, and th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to constructing a new form of human political 
civilization. As we enter the 21st century, especially with the spread of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the West is increasingly falling into the 
recessionary predicament of political dysfunction, social disorder and economic imbalance. The shortcomings of its democratic system become 
apparent, while many developing countries have learned serious lessons of “transplanted democracy”. Meanwhile, China has shown great vitality 
and vigor in its political system, with its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fruitful modernization. Thorough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reflection on this 
issue will enable us to fully grasp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s of the full-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as well as the class nature, hypocrisy, 
limitations and hazards of Western-style democracy, strengthen our confidence in taking the path of socialist political developmen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gain a deeper and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truthfulness, extensiveness, effectiveness and great value of the 
full-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Zhou Miao, Wei Xiao-xue)
On the Slow-Growth Law of Capitalist Private Ownership：：In view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and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slow-growth law of capitalist private ownership accords with objective rea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oretical 
logic, the mechanism of this law is based on three main paths: first, the general law of capitalist accumulation inevitably leads to 
underconsumption; second, the law that private enterprises do invest until they have reached their expected profits or the law of declining average 
profit margins inevitably leads to underinvestment in the real economy; and, third, the profit-seeking nature of capital and the law of average 
profit margins inevitably lead to industrial imbalance.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realistic logic, the results of long-term growth and negative 
growth of capitalism since the 20th century have confirmed the objective existence of the theorem of “slow growth of capitalist private 
ownership”, indicating that private ownership has a restraining effect on economic growth. (Xu Wen-bin, Cheng En-fu)
Marx’’s Basic Methodology of Political Economics: A Brief Review：：A treasure of Marxist theoretical system, Marx’s methods of political 
economics are a methodological system with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s its fundamental methods. It is mainly composed 
of fundamental, basic and specific methods. Analyzing the six basic methods extracted from this methodological system, we may find that most of 
them belong to the scope of dialectics, such as the method of contradiction analysis, the dialectics of abstraction and concretion, the dialectics of 
analysis and synthesis, the dialectics of induction and deduction, the dialectics of simplicity and complexity, and the method of specifically 
analyzing certain conditions and specific problems. The basic methods of Marx’s studying political economics remain to be the scientific 
methodology for contemporary studies of applied economics. A comprehensive grasp of Marx’s basic methodology of political economics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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