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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知识生产力在知识经济条件下的凸现，既标志着生产力发展明显地突破了单纯的物质生产力，又标志着精

神生产力获得了新发展。随着以知识生产力为代表的当代精神生产力的发展，从生产力自身到生产关系、上层建

筑及人和社会发展的各领域都对唯物史观产生了新的影响。以知识生产力为代表的精神生产力代表了先进生产力

的发展方向，时代的发展要求致力于培育和发展当代精神生产力特别是知识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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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既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又是唯物

史观赖以建立的基础。随着当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

特别是高技术的崛起和知识经济的兴起，生产力范畴

明显地突破了传统物质生产的域界而延展到了精神生

产特别是知识生产的领地，以知识生产力的凸现为标

志的当代精神生产力的新发展势必会对唯物史观产生

重要而深刻的影响。培育和发展当代精神生产力特别

是知识生产力，既是创新唯物史观基本理论的需要，

也是赢取新世纪竞争胜利和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需

要。 
 

一、 知识生产力的崛起与 
精神生产力的新发展 

 
生产力范畴在整个唯物史观理论体系中的地位确

立，归功于马克思在研究经济问题的过程中，通过对

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和庸俗经济学家们的相应理论

的吸收而在哲学层面上所作的提炼和提升。从历史上

看，最早对生产力从基本理论上作出系统论述并指明

生产力包括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当属德国庸俗

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

和剩余价值理论的过程中，一方面批评了李斯特在精

神生产力理论上将生产力归于人的本性特别是人的精

神本质的错误认识，另一方面重新客观地审视和研究

了精神生产力问题，提出并阐述了自己的与物质生产

力相对应的精神生产力范畴。如，马克思在《资本论》 

中讲到货币的作用时就说过它是“发展一切生产力即

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主动轮”[1](173)，并认为科

学就是一种知识形态的精神产品，是人类精神生产力

发展的重要成果。此外，马克思还在多处使用过“人本

身的生产”的概念。这说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讲

的生产力范畴实际上包括了人的生产力、物质生产力

和精神生产力三种形态。从历史上看，它们分别是不

同时代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力形态。 
可见，根据马克思的本意，唯物史观的生产力范

畴决非仅指物质生产力，特别是他关于精神生产力思

想的提出，极大地拓展了生产力的含义和内容。发展

精神生产力本是发展生产力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

长期以来我们对唯物史观的生产力范畴却奉行了一种

简单化的认识。忽视精神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会影响

社会的全面发展和全面进步，而且会影响物质生产力

本身的发展。特别是在当今社会，物质生产力的发展

已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精神生产力发展所提供的源源

不断的智力和知识成果的推动。 
以往人们之所以会忽视发展精神生产力的问题，

除去没有全面领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这方面思想

的原因之外，更主要的原因在于物质生产活动是当时

大多数人所从事的生产活动，满足人们对物质产品的

需求是当时发展生产力的主要任务。但在知识经济初

显端倪的今天，一方面，随着物质生产力的不断进步，

物质产品逐步富足，人们的消费需求重点开始由物质

领域转向精神领域，另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也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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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突破了单纯的物质生产力，许多知识型企业所生产

的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物质产品，而是智能和精神产

品，信息服务业给人们提供的已不是物质消费资料，

而是丰富的信息消费资料。尽管这些智能、精神产品

和信息资料最终还要用于物质生产中，但就总体看，

它们中的大部分已成为人们直接的精神消费品。尽管

改造自然的物质生产力仍是整个生产力发展的基础和

重要组成部分，但知识经济时代的生产力发展毕竟已

远远突破了物质生产领域而拓展到了创造与开发精神

产品和信息资料的新领域。这说明，当今时代之所以

会凸现精神生产力问题，缘于发展知识经济条件下知

识生产力的崛起上。虽然马克思在 19 世纪已提出了精

神生产力问题，但在当时它还不是主导形态的生产力，

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精神生产特别是知识生

产成了重要的社会生产活动，相比之下，直接的物质

生产活动所提供的社会财富在当代生产力所创造的社

会总财富中的比重已大大降低。在这样一个时代，人

们谈论生产活动，再也不能不讲精神生产特别是知识

生产；人们谈论生产力，再也不能不讲精神生产力特

别是知识生产力。如果说，在知识经济出现以前的农

业经济时代和工业经济时代，主导形态的生产力是物

质生产力的话，在知识经济出现以后，主导形态的生

产力将是精神生产力。而且，无论是物质生产力还是

精神生产力，都有一些具体形态。在知识经济出现前，

历史上先后出现过的以劳动力投入为主的生产力、以

土地投入为主的生产力、以资本投入为主的生产力便

是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物质生产力的主要形态。在知识

经济出现后，以知识投入为主的生产力和以信息投入

为主的生产力亦即知识生产力和信息生产力将成为占

主导地位的精神生产力的主要形态。所谓知识生产力，

是人们生产知识、加工知识和应用知识的能力。所谓

信息生产力，是人们生产信息、加工信息和应用信息

的能力。正如广义的知识经济包括了信息经济一样，

广义的知识生产力也包括了信息生产力。在知识经济

时代，知识生产力是占主导地位的精神生产力的主要

形态因而也是整个社会生产力的主要形态。它的形成，

既是知识经济时代生产力变革的重大成果，也是当代

精神生产力新发展的主要标志。 
作为当代精神生产力主要形态的知识生产力与知

识经济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联系在于，知识生产力凸

现于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发展靠的是知识生产力

的推动。区别在于，知识经济是以经济尺度和经济效

益标准度量知识的价值，其着眼点和追求目标都是经

济效用，知识生产力表征的则是生产和应用知识产品

的能力，其发展目标不仅是实现知识的经济价值，而

且要实现知识的社会价值，满足人们多方面的精神需

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与传统的物质生产力相比，以知识生产力为代表

的当代精神生产力具有以下主要特征:第一，构成要素

不同。物质生产力中的劳动者以支出体力劳动为主要

方式，劳动资料以实体性的劳动工具为主，劳动对象

是实物形态的原材料，科学技术在物质生产力发展中

尚是间接和潜在的第一生产力。以知识生产力为代表

的当代精神生产力中的劳动者则以支出脑力劳动为主

要方式，劳动资料主要是知识、思维方法、认知能力

和智能化设备，劳动对象主要是虚物形态的人文信息

资源，科学技术在精神生产力特别是知识生产力发展

中已成为直接和现实的第一生产力。第二，创新程度

不同。物质生产力虽也讲求创新，但更多的则是规模

不断扩大的重复性生产。以知识生产力为代表的当代

精神生产力则强调独创性和探索性，“同一种知识产

品，社会只承认优先发现权或发明权，重复劳动将变

得毫无意义”[2]。第三，价值评价标准不同。物质生产

力的发展水平以经济效益为评价标准，直接受到价值

规律的调节。以知识生产力为代表的当代精神生产力

的发展虽然也要考量经济效益，并受到价值规律的影

响，但它必须以社会效益作为第一评价标准。第四，

增长趋势不同。物质需求是一种简单需求，人们对物

质产品的需求具有有限性，物质生产力的增长速度呈

逐步递减的趋势。精神需求是一种复杂需求，人们对

精神产品的需求具有无限性，精神生产力的增长速度

呈逐步加快的趋势。 
以知识生产力的凸现为标志的当代精神生产力的

新发展表明，精神生产力特别是知识生产力已成为当

代最为先进的生产力，在知识经济初显端倪的今天，

充分估量并高度重视培育和发展当代精神生产力特别

是知识生产力，有助于纠正把发展生产力等同于发展

物质生产的片面认识，有助于纠正生产力标准认识上

的误区，有助于深入认识精神生产的地位、作用和脑

力劳动者的劳动价值，有助于增强国家的综合竞争力，

有助于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

的全面发展。长期以来，人们把发展生产力等同于单

纯发展物质生产力，把生产力标准理解为单纯的物质

生产力标准，导致在实践中粗放型地追求单一的经济

目标，带来了诸多不良的社会效应。以知识生产力为

代表的当代精神生产力的发展表明，发展生产力不仅

包括物质生产力，而且包括精神生产力，运用生产力

标准理论作指导制定政策、判断是非得失，既要考虑

物质生产力，也要考虑精神生产力，坚持物质生产力

标准和精神生产力标准的辩证统一，促进物质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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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精神生产力的协同发展。 
 

二、 当代知识生产力的发展对 
唯物史观的影响 

 
以知识生产力为代表的当代精神生产力的发展，

不仅带来了深刻的社会变革，而且产生了深刻的哲学

影响。这一哲学影响，集中体现在唯物史观领域。 
(一)对生产力自身的影响 

(1) 扩展了生产力的涵义。以知识生产力的凸现

为标志的当代精神生产力的新发展，改变了以往仅从

物质生产力的视角把生产力定义为是人们改造自然、

获得物质资料的实际能力的旧认识。由于知识经济时

代的生产活动已不仅是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生产物

质产品的活动，而且是开发和利用人文信息资源、生

产精神产品的活动。因此，生产力就应当被定义为是

人们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及人文信息资源生产物质与

精神产品的能力。 
(2) 发展了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的

观点。以往，一些人之所以回避精神生产力问题，还

存在一个思想上的疑虑，即承认精神生产力是整个生

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会不会动摇唯物史观关于生产

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的观点。在知识生产力

凸现、精神生产力已不可回避的今天，我们必须澄清

这一认识。笔者认为，我们根本没必要产生这样的疑

虑。因为，第一，这里讲的是精神生产力而不是作为

它的成果的精神和知识。虽然精神生产力发展主要靠

的是智能性因素的投入和渗透，但它离不开必要的物

质条件、物质手段和物质载体。第二，精神生产力特

别是知识生产力所创造的精神和知识成果最终仍要用

于物质生产，最终仍会体现在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上并

增强社会历史发展的物质基础。不仅如此，在知识经

济兴起的今天，我们还应承认这样的事实，即在整个

社会生产力中，精神生产力特别是知识生产力的发展

比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更重要，是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依

赖于精神生产力特别是知识生产力的发展，精神生产

力特别是知识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着物质生产力的发展

并由此推动着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变

革。这是知识经济时代生产力最终决定力量的真正作

用机制。 
(3) 彰显了生产力形态转换的基本规律。实践的

发展和劳动方式的变革必然带来生产力形态的相应转

换，以知识生产力的凸现为标志的当代精神生产力的

新发展为我们揭示这一生产力形态转换的基本规律创

造了条件。正如前面所述，马克思早在 19 世纪就提出

了生产力包括人的生产力、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

三种形态的思想。虽然这三种形态的生产力并存于各

个时代，但每个时代主导形态的生产力则是不同的。

远古社会，人力的多寡和强弱对人类的生存起着关键

性作用，社会发展依赖于人的生产力的提高。进入农

业经济社会和工业经济社会后，物质生产力成了主导

形态的生产力。到了知识经济社会，精神生产力特别

是知识生产力将成为新的主导形态的生产力。由人的

生产力到物质生产力，由物质生产力到精神生产力，

由一般的精神生产力到知识生产力，这便是历史上生

产力形态转换的基本线索和规律，体现了生产力的发

展是一个落后生产力逐渐衰亡、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

落后生产力的过程。 
(二)对生产关系的影响 
以知识生产力的崛起为标志的当代精神生产力的

新发展不仅为揭示生产力形态转换的规律创造了条

件，而且为深层次地考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间的关系

创造了条件。唯物史观讲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种

决定不是抽象的，它实质上是通过生产关系对生产力

形态的适应实现的，随着历史上每次生产力形态包括

其具体形态的转换，生产关系都会发生相应的重大变

革。众所周知，生产力是由诸多具体要素构成的一个

复杂的有机统一体，而在任何一个时代，构成生产力

的诸多具体要素中总有一种要素是核心要素，核心要

素实质上就是对那个时代的“全社会生产具有全局性

作用的紧缺资源”[3]。生产力形态包括其具体形态的差

异，正是通过核心要素体现出来的。在奴隶社会，生

产力中的核心要素是劳动力，于是，以劳动力投入为

主的生产力就是当时生产力的主要形态；到了封建社

会，生产力中的核心要素是土地，于是，以土地投入

为主的生产力就是那时生产力的主要形态；到了资本

主义社会，生产力中的核心要素是资金(金融资本)，
于是，以资本投入为主的生产力就成了生产力的主要

形态。在未来知识经济时代，生产力中的核心要素是

知识，因此，以知识投入为主的生产力将成为生产力

的主要形态。不同形态的生产力决定着不同形态的生

产关系，决定着不同形式的财产所有制。如果说在知

识经济出现前，劳动力(奴隶)、土地和资金曾经分别

是最重要的财产占有目标的话，到了知识经济时代，

知识将成为最重要的财产占有目标，知识产权将成为

最重要的所有权。不同形态生产关系的任务就是通过

相应的所有制形式保障生产力中核心要素的作用得以

充分发挥并将核心要素与其他要素有机结合起来从而

形成一种整体有效的生产能力。历史上的奴隶制生产

关系、封建土地所有制生产关系、资本所有制生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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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便是为了适应当时生产力中的核心要素作用的发挥

及相应的生产力形态的特定要求而先后出现的。不同

的是，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工业生产有着此前农

业生产所不具有的高度社会化特性，随着工业经济的

发展，资本的个人所有制与高度社会化的工业大生产

间便发生了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从而提出了变革资

本主义制度，用资本的公有制代替资本的私有制的历

史任务。在知识经济初显端倪的今天，知识取代资金

(金融资本)正在成为当代生产力中的核心要素，这既

会使资本主义垄断的重心由垄断金融资本转向垄断知

识资本，又会使生产的社会化乃至全球化进一步加速

从而加剧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并为资本主义的崩溃和

社会主义的胜利奠定坚实的基础。此外，随着当代精

神生产力特别是知识生产力的发展，还要求构建一种

新类型的生产关系——精神生产关系特别是知识生产

关系。由于物质生产力是以往主导形态的生产力，因

而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生产关系也被认为只是“人们在

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所结成的社会关系”[4](782)，在知

识生产力凸现的今天，这种仅从物质生产角度对生产

关系所作的界定已不能全面反映现代社会生产的实际

状况。 
(三)对上层建筑的影响 
随着由当代精神生产力特别是知识生产力的发展

所引起的生产关系的变革，上层建筑也会发生相应的

变化。 
(1) 权力形态的变化。政治权来自于经济权，只

有在经济上居统治地位才能在政治上居统治地位。随

着由知识生产力发展所引起的财产所有权形态的变化

即知识产权成为最重要的所有权，资本主义社会的掌

权者和统治者将是拥有知识产权和知识工人的知本

家，那些拥有金融资本的传统意义上的产业资本家将

相对地退居次要地位。 
(2) 政治法律关系的变化。随着当代精神生产力

特别是知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及其在整个社会生产

中地位的上升，社会将更加注重从政治法律关系上保

护和引导精神生产力特别是知识生产力的发展，不仅

政治法律关系的调节重点将由物质生产领域转向精神

生产特别是知识生产领域，而且与此相应的政府部门

和执法机构也会相应增多并使自身的地位和权威得到

相应提升。 
(3) 民主制度的变化。历史上，伴随物质生产力

的进步、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及相应的经济基础的

变化，包括政党政治在内的代议制民主应运而生并发

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然而，随着以知识生产力为代

表的当代精神生产力的发展及相应的知识、文化、信

息的广泛传播和广大民众文化知识水平、组织管理能

力的提高及社会信息化系统的日趋完善，人们又开始

不满足于代议制的间接民主，要求参与式的直接民主。

当然，实现参与式民主、直接民主是一相当长的历史

过程，“历史上，用民主制度代替专制制度、独裁制度

是一种进步，将来实现了代议式民主向参与民主、直

接民主的过渡更意味着人类文明的飞跃”[5](261)。 
(四)对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的影响 
以知识生产力为代表的当代精神生产力的发展在

推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发生变革的同

时，必然会对以人的发展为尺度的整个社会的发展产

生积极的影响。 
(1) 有助于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表现在，

第一，以知识生产力为代表的当代精神生产力的发展

能够促进人格的完善。在物质生产力发展中，主体的

劳动往往带有程度不同的外在性、被迫性和异化性，

在精神生产力特别是知识生产力的发展中，只有给主

体以比较充分的时空自由，才能产生更多更好的精神

和知识成果，因此，主体的劳动多是一种自由、自觉

的劳动，能够使主体依据各自条件展示各自专长，发

展各自爱好，充实各自追求，实现人性和人格的完善。

第二，以知识生产力为代表的当代精神生产力的发展

能够促进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不断的创新、不懈的

创造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物质生产力的发

展从根本上说只是发挥的人的自然力，精神生产力特

别是知识生产力则是不断靠创新推动的生产力，它既

为人们施展各自的创造才华提供了条件，又使人的创

造力得到了充分展现。第三，以知识生产力为代表的

当代精神生产力的发展能够促进人的多方面精神需求

的实现。人既有物质需求又有精神需求，物质需求的

满足靠物质生产力，精神需求的满足靠精神生产力，

由于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社会物质的和精神的多

方面因素协调发展的结果，因此，在物质生产力发展

的基础上，随着以知识生产力为代表的当代精神生产

力的不断发展，必然会不断推进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

目标的实现。 
(2) 有助于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当代精神生产

力特别是知识生产力的发展为我们揭示人类社会的未

来走向提供了一条新线索。马克思曾经以人的发展为

尺度描绘了人类历史依次递进的过程，并明确指出共

产主义就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

则的社会形式”[6](649)。生产力形态由人的生产力转向

物质生产力，由物质生产力转向精神生产力特别是知

识生产力，推动着人类社会由人的依赖性社会转到物

的依赖性社会，由物的依赖性社会转向人的全面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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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发展的社会。未来，人类将在生产力特别是在以知

识生产力为代表的当代精神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基础上

逐步迈入这一理想社会。 
 

三、培育和发展以知识生产力为代表

的当代精神生产力是赢取新世纪

竞争胜利和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之

关键 
 
根据以上分析，以知识生产力为代表的当代精神

生产力的新发展在哲学层面上引发深刻变革的同时，

也对社会进步产生了重大影响。当今世界，各国间发

展程度上的差异已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为以知识生产力

为代表的精神生产力发展水平上的差异，与此相应，

各国间的竞争将越来越表现为精神生产力特别是知识

生产力发展上的竞争。要赢取新世纪竞争的胜利，不

断推动社会进步，就必须努力培育和发展当代精神生

产力特别是知识生产力。 
(一)要从指导思想和观念形态上充分认识培育和

发展以知识生产力为代表的当代精神生产力的重要性 

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认识

到，以知识生产力为代表的当代精神生产力已不仅是

整个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代表未来经

济和社会发展方向的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生产力主

要是发展精神生产力特别是知识生产力，从而使各级

领导干部在工作实践和决策中把精神生产力特别是知

识生产力的发展置于应有的重要位置，切实重视并支

持以知识生产力为代表的当代精神生产力的发展，使

之与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协调并进，在取得好的经济效

益的同时取得好的社会效益。 
(二)要努力培育和发展精神生产力要素特别是知

识生产力要素 

精神生产力和知识生产力同样由从事精神生产和

知识生产的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三个基本要

素构成，发展精神生产力特别是知识生产力，必须重

视培育这三个基本要素，并使三者间形成相互匹配、

互为适应的最优化结构，以提高发展精神生产力和知

识生产力的效率。精神劳动者和知识劳动者包括个人

和团体(学会、协会、课题组等)两个层面。知识经济

时代是大科学和大技术的时代，所研究问题和课题的

宏大性和复杂性，要求必须特别重视并加强精神劳动

者或知识劳动者团体的建设，如果说以往的精神劳动

者主要是以个体形式出现的话，知识经济时代的精神

劳动者特别是知识劳动者将主要以团体形式出现。精

神劳动资料和知识劳动资料包括知识、思维方法、认

知能力等精神性资料和智能化设备、工作设施等物质

性资料两种。在精神生产力特别是知识生产力的发展

中，科学技术已成为直接的第一生产力，因此必须重

视对实践主体的知识更新工作，并重视改进实践主体

的思维方法。同时，还要重视加强相应的研究室、实

验室等物质性劳动资料的建设，提高工作设施的智能

化和信息化水平。精神劳动对象和知识劳动对象主要

是虚物形态的人文信息资源，要重视组织精神劳动者

和知识劳动者深入生产、生活，同时重视组织对信息

文献的发掘、整理和加工。 
(三)要改革和完善精神生产关系特别是知识生产

关系 

精神生产关系和知识生产关系是在精神生产力和

知识生产力基础上产生的。实践证明，同精神生产力

和知识生产力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关系和知识生产关系

能够将其构成要素有机结合起来，从而促进其发展，

而与之不适应的精神生产关系和知识生产关系则不能

将其各构成要素有机结合起来，从而阻碍其发展(即使

物质生产领域的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需要也同

样如此)。要适应以知识生产力为代表的当代精神生产

力发展的需要，在继续推进对物质生产领域的生产关

系改革的同时，重视改革和完善精神生产关系特别是

知识生产关系。 
(四)要调整和优化社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长期以来，关于综合国力和国家竞争力及地区发

展水平的评价指标，着重体现的是物质生产力及与此

相连的物质要素方面的指标，精神生产力及与此相连

的精神要素方面的指标则多被忽视。在代表先进生产

力发展方向的知识生产力迅速崛起的今天，这种评价

指标体系既不能全面反映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也不

能对社会发展起到准确的引导、整合和激励作用。应

适应新的实际，努力调整和优化社会发展评价指标体

系，其内容有两个层面，一是对以知识生产力为代表

的精神生产力本身的发展水平进行测算，这大多可通

过一些具体的数字如科技成果的数量、论文著作的数

量、精神生产力和知识生产力的构成要素的数量及相

应的可对照的质量标准予以衡量，二是对与精神生产

力和知识生产力相连的精神要素方面的指标如社会发

展人文指数、科技文化素养等进行测算，一般可通过

模型对照等方法衡量其发展现状和趋势。调整和优化

社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还需与调整和优化干部政绩

评价指标体系相结合，即政绩指标既要包括物质生产

力方面的指标，又要包括以知识生产力为代表的精神

生产力方面的指标，既要包括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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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要包括人文科技发展水平的指标，从而引导各级领

导干部切实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既重视

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又重视精神生产力特别是知识生

产力的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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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 of modern knowledge and its 
effect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KANG Yongchao 

 
(Party School of Nanyang Municipal Committee of the CPC, Nanyang473056, China) 

 
Abstract: The relief of knowledge productive force under knowledge economy condition not only symbolizes the 
productive force development and obviously breaks the pure physical productive force, but also symbolizes that the 
mental productive force has obtained the recent development.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temporary mental 
productive force taking as representative of the knowledge productive force, all fields have exerted new influence upon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from productive force itself to the productive relation, superstructure, the human’s 
development and the social development. The mental productive force, taken as representative of the knowledge 
productive force, represents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advanced productive force, the time development requests us 
to devote ourselves to cultivating and developing the modern mental productive force, especially the knowledge 
productive force. 
Key words: knowledge productive force; mental productive forc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knowledge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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