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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两种生产理论是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揭示了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的历史作用及相互关

系，对推动我国女性解放、人口素质提升、发展绿色生产具有指引作用。通过研究两种生产理论的发展

脉络及两种生产在不同历史时期关系的演变，有助于我们更加准确地把握其内在逻辑及核心思想，指导

我国社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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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heory of two kinds of produc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materialistic concept of history, 
which reveals the historical role and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oduction of material materials 
and human own production, and has a guiding role in promoting the emancipation of women, im-
proving the quality of population and developing green production in China. By studying the devel-
opment of the two production theories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types 
of production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it helps us to more accurately grasp their inner logic 
and core ideas and guid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our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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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两种生产理论的演进 

两种生产理论的产生、发展和完善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

起源》中对两种生产理论进行了科学阐述，但在此之前，马克思恩格斯在许多著作中都从不同角度论述

了两种生产的思想。 

1.1. 两种生产理论的产生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是最早涉及两种生产的著作。恩格斯通过研究社会生产与劳动力关系对马

尔萨斯人口理论进行了批判，指出马尔萨斯从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与土地的自然产出率之间的差额出发讨

论贫困的根源问题，而对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穷人贫困的关系问题避而不谈，从而达到了为私有制掩护的

目的。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口过剩是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他认为只有通过革命的

方法，彻底消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在道德层面上约束人类的生殖欲望” [1]。
土地、劳动和资本的竞争和互动，正是两种生产辩证关系的表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要缓和两种生产

的矛盾，最好的办法就是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这一时期恩格斯重点批判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但对两种生

产的论述还不够充分。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也对两种生产进行了论述。一方面，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马

克思也进一步深化了对人类劳动的认识，他提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

程” [1]。这表明，马克思认识到了现实中的人及其实践活动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影响，并指出，人

们通过实践活动，不仅生产个人和他人的生命，而且还创造了社会发展所必需的物质生活条件，推动人

类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私有

制条件下，工人必须把个人劳动卖给资本家，以延续自己的生命，保障家人的生活，并且资本家会通过

各种手段不断加强对工人的剥削和压榨，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在此期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

两种生产的存在已有了初步认识，但并未对两种生产进行清晰的界定，对两种生产的认识还不够清晰，

对两种生产的认识还有待于深化。 

1.2. 两种生产理论的发展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唯物史观形成的里程碑，在这本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以鲍威尔和费尔

巴哈为代表的年轻黑格尔学派的唯心主义的基础上，更加系统地解释和讨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素，

两种生产理论也得以发展。 
人们要生存，就必须获得最基本的物质生活资料，包括食物、衣物、住房等，而这些物质生活资料

只能通过物质资料生产来获得，所以马克思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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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一些人，即繁殖” [1]。
马克思恩格斯在明确了两种生产的含义之后，进一步分析了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的生产的双重内涵。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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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它们是自然关系的体现，也就是说，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口的生产都必然依赖于自然，必然以自

然界的存在和发展为前提条件，并与自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另一方面，它们也是社会关系的体现，

人是社会性动物，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个人从出生起就与世界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脱离

了社会的共同活动人就无法发展。这种双重性决定了两种生产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统一性，它们相互影响，

相互作用。 
然而，尽管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物质资料生产与人口生产同时发挥着

重要的作用，但在这一时期他们并没有具体说明两种生产在社会发展中分别发挥什么作用，这也表明马

克思恩格斯关于两种生产理论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仍需在今后的社会实践中加深对两种生产

的认识。总之在当时的历史科学条件下，《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两种生产的论述还有所欠缺，需要

进一步完善，马克思恩格斯对两种生产的定义、关系和作用进行了简单的讨论，对两种生产的理解仅限

于阶级社会，也没有深入研究两种生产在原始社会中的作用。 

1.3. 两种生产理论的科学阐述 

为了继承和发扬马克思的人类学成果，完成马克思关于原始社会的积极探索，恩格斯晚年耗费大量

精力全面分析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并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科学地阐明了历

史唯物主义关于两种生产的观点。 
在 1884 年第一版序言中，恩格斯首先强调指出历史的生产与再生产是决定历史进程的主要因素。接

着他指出：“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

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

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越不发展，

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越受限制，社会制度就越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 [1]。这是

恩格斯对两种生产理论的科学阐述。这一科学阐述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论述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

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 
首先，强调了家庭对社会制度的制约作用。这一论述经常被认为否认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

理，但是通过更深层次的考察会发现这是对恩格斯的误解，恩格斯强调家庭对社会制度的影响，但他并

没有否定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现实中物质资料的生产发展必须依靠人的作用，科学技术的

发展也离不开人的不断创新。因此，恩格斯这一论述并没有否认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家庭在社会发

展中的作用与经济基础在社会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点并不矛盾，两者的有机结合可以推动社会历史

的发展。 
其次，对两种生产的制约作用进行了分析。恩格斯强调，物质资料生产仅在“某些历史时期和地区”

对社会发展具有制约作用，而不是在任何历史时期和地区都具有制约作用。比如在原始社会时期，由于

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社会关系主要是靠血缘来支配，人类自身的生产和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以血缘关系

为基础的。因此，生产对社会发展的制约并不是在所有历史时期都有效，而是只有自己的适用范围才起

作用，脱离了特定的范围将导致谬误 [2]。 

2. “两种生产”的辩证关系及其关系演变 

2.1. 两种生产的辩证关系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物质资料生产与人自身的生产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人类社会的形成和发

展必须要以物质资料生产为前提，而人自身的生产又是物质资料生产的主体和前提。如果只分析其中一

个，就是把它们孤立起来，隔绝开来。因此，我们在谈论两种生产时，要保持思想的辩证统一，在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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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问题时要把握好两者的关系。 
两种生产之间的关系，首先表现为物质资料生产对人类自身生产的决定作用。第一，在各个社会历

史形态中，人类自身生产的性质及其主要特点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第二，物质资料生产影响着人口的

数量与质量的增长，并对人类自身生产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第三，物质生产力水平决定了人类婚姻制度

的形式及发展程度。 
其次，人自身的生产又反过来对物质资料的生产产生影响。第一，人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主要动

力，它决定了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生产关系的变化，在社会物质生产中有着不可

忽视的作用。第二，消费引导着生产的方向，在整个社会生产过程中，人类作为消费主体，其消费水平、

消费结构和消费方式决定了物质生产的走向。 
总之，两种生产之间存在互为条件、相互渗透的密切关系。一方面，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物

质资料生产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离开了物质资料生产，人类自身的生产与再生产就无法实现；另一方

面，人类自身的生产又促进着物质资料的生产，没有一定的人口资源也难以进行物质资料生产。因而，

两种生产必须相互适应以满足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3]。 

2.2. 两种生产在不同社会阶段的关系演变 

社会形态有多种划分方法，马克思根据不同的角度和标准，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五形态”和“三形

态”，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的两个最基本的概念。第一种是“五形态”理论，以生产关系作

为分类的标准。第二种是“三形态”理论，以人的发展为基础。马克思提出“三形态”理论是基于对每

个时期人类发展程度的讨论，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 [4]。这三个阶段是：人的依赖性的历史阶段，

物质依赖性的历史阶段，以及人的全面发展阶段。根据这一标准，可以探讨不同社会阶段中两种生产关

系的演变。 

2.2.1. 人的依赖关系的历史阶段 
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人们劳动所用的生产工具大多只能从自然界中直接获取，物质资料极其匮乏，

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在生产力极低、个人劳动意识缺乏和自然环境极其恶劣的条件下进行的，生产力

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自然因素的制约，并且在原始社会严酷的自然生活条件下，人们被迫采取集体

生活方式，以此来抵制个人在自然界生存的恶劣条件，在集体生活的条件下，每个人都是共同财产的所

有者，人们的集体劳动并不创造价值而只是用来解决氏族的基本生存问题，尽管如此，原始社会的人口

死亡率依旧很高，这样种族的生存就受到威胁，为了维持氏族人口增长，人口的生产十分重要，一定数

量的人口的生存和发展是任何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先决条件，因而这一时期人口生产在社会生活中占有重

要地位。 

2.2.2. 物的依赖关系的历史阶段 
恩格斯通过对摩尔根原始家庭关系以及从两种生产的辩证关系对社会历史进程的研究发现，随着生

产力的发展，原始社会基于自然血缘关系的社会体系逐渐崩溃，物质资料的生产极大丰富并且交换关系

的出现使得人们之间的互动性大大增强，这样人们就从群居生活中脱离出来，获得了相对的独立性，人

的依赖性也从人的依赖阶段转变为物质的依赖阶段，这种转变在婚姻和家庭制度的变化中表现得最为明

显。随着公有制逐渐瓦解，私有制成为主导，家庭和社会的发展不再受自然因素而主要受社会经济发展

状况的影响。恩格斯对一夫一妻制进行了批判，指出这一婚姻形式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婚姻中的女性

被视为私有财产，这种社会背景下的婚姻和家庭制度为私有制服务，与原始社会的落后生产力相比，一

夫一妻制的产生和发展无疑是重大的社会进步，然而，女性的解放和人权的公正实现仍然难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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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阶段 
恩格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历史观的同时，认为实践的主体是人，而人作为实践的主体也是历史

发展的主体。他以“人”为出发点，从“人”的角度看社会发展，研究两种生产，把实现“人”的回归

作为根本目标。恩格斯对未来的社会抱有无限的希望，因为他相信可以从人本身的生产中获得强大的推

动力。恩格斯认为，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公有制一定会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国家、阶级和私有制

必将消亡。未来社会将以人自身的生产为中心，人类将不受物的依赖关系的约束，家庭结合的前提将不

会是爱情以外的任何因素，在两种生产中，人类自身的生产将重新占据主导地位，而社会的发展也将极

大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标志着人类的真正解放和发展，达到共产主义社会 [5]。 

3. 两种生产理论的当代价值 

3.1. 两种生产理论指导我国女性解放事业 

在母系社会的解体之后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管是在原始社会后期的父系社会还是后来的阶级社会

中，女性一直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中。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中，女性依旧没有逃脱作为“他者”的

命运，女性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被物化，被各种各样的枷锁束缚着，恩格斯所倡导的性别平等并没

有得到实现。恩格斯对爱情、家庭、婚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一方面为我们了解人类发展进程作出了

贡献，另一方面能够引导我们建立正确的婚姻家庭观念，更重要的是能够推动男女平等和女性解放的步

伐。 
恩格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通过对数千年婚姻、家族史的考察，揭示了妇女地位低下与生产资

料私有化的内在联系，从而揭示了妇女地位低下的原因。两种生产理论对女性在社会发展中不可替代的

贡献进行了高度肯定。无论在任何历史时期，人口生育都是种族繁衍的必要条件，但母系社会解体以来

进入私有制社会后，父权文化却长期将生育贬低为一种本能和义务，两种生产理论之前女性地位极低。

恩格斯认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妇女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在这一点上，女性

解放跟共产主义事业是相互的，只有在社会完全实现共产主义时，人才能完全实现解放，女性才能实现

自己的解放。私有制将女性排斥在社会生产之外，从而阻碍了女性解放。马克思认为，只有消灭了奴隶

制的社会分工，才能消除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对立，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实现“各尽所能，按劳

分配”的原则，让男女之间摆脱私有制的属性，实现真正的平等 [6]。 

3.2. 两种生产理论指导我国人口综合素质提升 

目前我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要完成这一任务，依然要将物质生产放在我国发展的突出位置，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人可以最

大限度地发挥其对社会生产的积极能动作用，所以，提高人口素质和促进经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 
一方面，社会生产要想持续健康发展，必须要有一定数量的劳动人口，而这只能通过人口生产来实

现。人是社会发展的基本构成要素，要促进社会发展进步，就必须有充足的人力基础设施和物质保障。

在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我国社会也面临着新的问题，其中较为明显的便是人口问题，主要表现为我

国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人口红利期即将结束，因此我国需要积极采取措施促进人口资源的生产和再生

产，我国生育政策的不断放开，三孩政策的出台就是我国面对人口问题采取的积极措施。另一方面，人

的现实需求是社会生产的推动力量。人类的各种活动始终围绕着个人的生存发展展开，个人的生存发展

与社会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社会发展的程度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密不可分，因此要想推动社会

生产进步和人类文明发展，理解人类生存发展的意义和价值，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就需要以人的现实活

动为出发点，着眼于个人的现实需求，继续坚持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生产能力，努力提高人的综合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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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离不开高素质的人才。当今是一个信息化时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使得人

类社会正在经历各种前所未有的变革和发展。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和不

断拓展，单纯的体力劳动已经不能够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现代社会的发展越来越注重人才素质能力以

及综合实力，对具备高素质、高知识水平的现代劳动者的需求正在不断增加，所以在社会主义建设中，

我们不应只注重人口的数量，而更应注重人的质量，也就是人的整体能力、整体素质的提高。近年来我

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不断将人民的道德文化修养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大力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

这表明我国越来越认识到人类自身生产的能动作用，注重人的全面发展 [7]。 

3.3. 两种生产理论指导我国发展绿色生产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所以在新的历史起

点上，我们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也不能忽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治理，让高质量发展和高

品质生活相互促进，在生产过程要尊重自然规律，尽量节省资源，保护自然环境。 
恩格斯明确指出，两种生产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推动力量，同时，两种生产对社会制度也具有制约作

用。我国建国初期，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确立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当时我国农业生产落后，工业基

础薄弱，社会生产发展仍然受劳动力发展的制约；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以及改革开放时期，我国投入大量

资源致力于促进生产力高速发展，这一时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矛盾较为突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

两种生产理论指导下，我国努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和谐统一。一方面，在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我们要以发展生产力为出发点，把重点放在物质文明的生产上；另一方面，因为物质资源的

生产依赖于作为其资源来源的自然环境，因此必须继续推动美丽中国建设。我们将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生

态文明建设，认识到绿色生产是持续获得经济利益的有效方式；坚持将物质资料生产与人的生产相结合，

使二者有机地融合，互相促进，才能不断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生产发展和人类进步的终极目标是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自然环境为人类自身的生产提供了丰富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需要在自然面前

实现主体性统一，从而可以更好地进行人类自身的生产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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