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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世界正在经历快速而深刻的发展变化，新一轮技术和工业革命即将出现。全球经济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

化。在这场高风险的先进技术竞争中，那些拥有关键核心技术和竞争优势的人，必将发挥更大的国际影

响力，走在世界前列。当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须要科学技术的支撑，马克思著作中丰

富的科技创新思想在当代对我国的科技创新理论与实践仍有重要的意义。研究探讨马克思这一思想对丰

富中国化马克思科技创新理论体系、发展我国新时代科技事业具有重要启示价值，为实现中国梦凝聚力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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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ld is undergoing rapid and profound development and change, and a new round of tech-
nological and industrial revolution is about to emerge. The global economic landscape is under-
going significant changes. In this high-risk competition of advanced technology, those who have 
key core technologies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s will surely exert greater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and walk in the forefront of the world. At present,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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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characteristics requires the suppor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rich ideas of scien-
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Marx’s works are still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China in contemporary times. The study and 
discussion of Marx’s thought has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value for enriching the theoretical sys-
tem of Marx’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China and developing China’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undertakings in the new era, and gathering strength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d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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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科技创新理论的来源 

近年来，人们越来越关注积极提高一个国家的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克服具有挑战性的技术障碍，并

立志成为领先的技术强国。技术创新能力是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资产，考察国家的综合实力，实质上可

以归结为技术创新能力的竞争[1]。在这种背景下，许多学者将注意力转向了马克思的著作。虽然马克思

并不专门研究科学技术创新领域，但对他与科学技术有关的著作进行深入的探索和考察，揭示了一个超

越时代局限的思想宝库。 
马克思在他的开创性著作《资本论》中作了深刻的观察，他指出“一旦有足够的利润，资本就会变

得越来越大胆。10%的利润会被广泛采用；20%的利润会变得精力充沛；50%的利润会鼓励大胆冒险；100%
的利润会导致人们无视所有法律；300%的利润会让人们不怕犯罪，无视绞刑架的危险”[2]。这种对剩余

价值的不懈追求是推动资本前进的动力。马克思对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作了重要的区分。绝对

剩余价值代表资本家在保持工作日长度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劳动集约化和延长工作时间提取的价值。然

而，这种以劳动强度增加和工作时间延长为特点的方法很容易在工人中引发抵制，从长远来看，是不可

持续的。另一方面，相对剩余价值是指在保持工作日长度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减少必要的劳动时间和相

对延长剩余劳动时间而获得的剩余价值。必要劳动时间的减少是集体努力延长工作日持续时间的结果。

这种延伸是通过提高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来实现的，而这种转变主要是由资本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引起

的。从马克思的角度来看，资本家必须依靠技术创新来获得超额剩余价值，并保持其竞争优势。因此，

可以肯定的是，追求超额剩余价值是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力。与此同时，为了巩固自己的竞争地位，资本

家将利润的很大一部分用于研发，从而推动技术的进一步进步。资本和技术本质上是交织在一起的，就

像双胞胎一样。技术创新是积累剩余价值的关键手段，这些剩余价值随后被再投资于研发，进一步推动

技术进步。资本和技术的融合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加速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正如马克思所感

慨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

还要多，还要大。”([3]: p. 277) 
马克思尖锐地指出，资产阶级的统治可能只持续了一个多世纪，但在这个短暂的阶级统治时期内，

它产生了比以前所有时代加起来都多的生产力。从本质上讲，科学、技术和创新是生产力转变和生产关

系调整的主要动力。马克思的框架强调了生产力的三个基本组成部分的重要性：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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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对象，在这些要素中，马克思认为劳动者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他强调，机械的发明和应用不仅为

劳动解放铺平了道路，而且是劳动解放的重要前提。此外，技术创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并为个人的全

面发展提供了机会。劳动资料包括劳动过程中使用的材料和条件，生产资料是其核心组成部分。马克思

强调，不同经济时代的划分不仅取决于制造的产品，更重要的是，取决于生产资料和使用的劳动工具。

技术创新与生产资料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对应于更先进的生产资料。马克思强调

不同的技术进步如何代表不同的社会形式，并促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改变。然而，必须认识到技术是

一把双刃剑。正如马克思在他那个时代所承认的那样，机械的广泛使用在极大地提高生产力的同时，也

对环境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

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3]: p. 383)污染物的大量排放和环境退化是工业化的明显后果。此

外，技术在社会中的胜利也产生了一个复杂的场景。资本主义社会的机械化和劳动关系的疏远导致了个

人的非人化，使他们成为大规模生产机械化过程中的齿轮。这种转变最终导致了更广泛的社会和道德退

化，并对个人的身心健康产生了不利影响，因为机器劳动往往对他们的神经系统和整体健康有害。尽管

马克思的科学、技术和创新理论诞生于 19 世纪中期，但他的理论不仅适用于当时，而且今天仍然具有重

要指导价值，他的理论超越了时间的限制，在指导当代科学、技术与创新实践仍然具有指导价值。 

2. 马克思科技创新理论的三重逻辑 

(一) 历史逻辑 
马克思的观点强调了科技创新在社会历史中的关键作用，尤其在工业革命的背景下。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初的首次工业革命的历史逻辑体现在机械化和蒸汽动力的广泛应用上。这一时期，蒸汽机、纺织机

械和铁路等新技术彻底改变了生产方式，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推动了工业化进程。马克思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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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代的科技创新引领了生产

关系的变革，从而产生了新的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进一步强

调了科技创新的历史逻辑。电力、内燃机、化学工业和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导致了生产方式的再次变革。

这一时期的科技创新提高了劳动效率，推动了大规模生产和全球化经济。同时，科技创新也引发了新的

社会问题，如工人阶级的权益和社会不平等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批判道：“机器不是使工人摆

脱劳动，而是使工人的劳动毫无内容。”[5]我们可以看到科技创新如何在工业革命的历史进程中扮演了

关键的角色，不仅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也塑造了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这一逻辑强调了科技创新

与社会历史的紧密联系，以及其在社会变革中的不可或缺性。科技创新不仅是驱动生产力的力量，也是

历史演进的见证者。因此，通过历史逻辑，我们能够更深入地理解科技创新在工业革命时代的历史重要

性。 
(二) 理论逻辑 
马克思认为，科技创新在促进生产力和社会变革方面具有理论上的深刻影响。自然科学是中世纪宗

教神权政治在人类发展过程中长期支配人类的思想。文艺复兴以来，科学逐渐从神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哥白尼天文学革命掀起了第一波科学技术革命，自然科学在这场革命中得到解放。在自然科学领域，马

克思强调了科技创新与自然规律的关系。他关注科学和技术如何揭示和利用自然界的规律，从而改善生

产力。19 世纪，自然科学取得了更加突出的成就，人类在生物学、地质学和物理学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

特别是在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和生物进化论三大科学发现为马克思科技创新思想的形成奠定

了坚实的自然基础。科技创新的理论逻辑强调了它如何促进生产力的增长，通过深化对自然界的理解，

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推动马克思科技创新思想发展的绝不是某种“纯粹思想的力量”而是“自然科

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速的进步。”[6]在社会科学领域，理论逻辑突显了科技创新如何塑造了生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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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和社会结构。马克思的理论逻辑关注生产方式的变革，以及科技如何影响了社会分工、阶级关系和社

会发展。科技创新推动了生产力的提高，促使社会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

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和矛盾，提出了劳动理论价值，

为劳动价值论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在法国复辟时期，一些历史学家对阶级社会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进

行了初步探索，并通过研究和发展，人们的权力和经济利益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是非常必要的。人文社

会科学的飞速发展，形成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新方式，给人类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带来了新的形

式。这一逻辑强调了科技创新与自然规律和社会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它在促进社会变革和进步方

面的理论价值。因此，理论逻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刻而综合的视角，以更好地理解科技创新的重要性。 
(三) 现实逻辑 
马克思的科技创新理论中的现实逻辑强调了科技创新在社会现实中的具体应用和深远影响。这一逻

辑将科技创新置于社会的实际背景中，明确指出科技不仅是理论上的概念，更是在实际生产和社会中发

挥实质作用的现实力量。生产是资本实现增殖的首要条件，生产的过程中，科技成为生产的动因，它“是

历史的有力杠杆”“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7]。马克思认为，科技创新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提高生产

效率和创造更多财富，而且直接影响着工人的生活和劳动条件。科技的应用可以改善工作环境，提高工

人的生活水平，使他们更舒适地从事劳动。同时，科技创新也对企业的竞争力产生深刻影响，推动企业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因为高效的生产和先进的技术常常带来竞争优势。通过现实逻辑，我们

能更深入地理解科技创新如何实际改善工人的生活和劳动条件，促进工作场所的安全与舒适度，以及对

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地位的积极影响。这一逻辑强调了科技创新的实际价值，不仅仅是抽象的理论概念，

更是对社会经济和劳动实践的实际推动力。 

3. 马克思科技创新理论的当代价值 

(一) 丰富了中国化马克思科技创新理论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历届中央领导集体都承认技术在国家发展中的关键作用。针对各自时代

的独特挑战和机遇，他们提出了一系列符合时代潮流和国家发展实际的科技理念。随着时间的推移，围

绕技术的概念也在自然演变。马克思主义新时代中国化技术创新理论引入了当代元素和实践要求，更加

符合新时代的发展需要。这一丰富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科技创新理论的中国化，使其更加适应现代发展的

要求。该愿景强调，中国在技术领域的未来必须坚定不移地遵循“技术创新”的原则。它设想了一条轨

迹，即中国的技术未来取决于对创新和再创新的不懈追求，以实际需要为基础，并以加强基本创新为重

点。此外，愿景延伸到积极推动信息技术和智能产业的发展，包括 3D 打印、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

此外，它设想将信息技术与教育、旅游、文化、环境和改善人民生活等各个领域无缝融合，确保信息技

术及其产品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该愿景还强调了协调技术创新与社会发展其他方面之间关系的重要性，

同时消除阻碍技术进步的体制和官僚障碍。它主张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解决技术创新人

才短缺问题，并将技术创新纳入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是这一愿景的另一个关键方面。认识到青年代表

着国家的未来，人们强烈呼吁培养一批新的青年人才，为国家的技术创新格局注入新的活力。 
(二) 为我国科技事业发展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 
在一个国家的发展轨迹中，理论是不可或缺的指南针。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具体的实践努力获得

了标准化的衡量标准和明确的发展目标。这确保了与普遍的现实保持一致，并推动国家走向繁荣和增长。

科学技术领域也不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吹响了“向科学进军”的号角。他带领中国

共产党通过坚定不移的努力和严格的探索，逐步建立了科学技术框架，他们深刻认识到科学技术在推动

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实现了不可磨灭的技术壮举。“两弹一星”就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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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邓小平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认识到中国发展的独特动力，他将全球科技进步与中国经济

增长的具体轮廓相结合，制定了指导中国科技进步的战略指令。江泽民是首位在讲话中大量提到“科技

创新”、“技术创新”等词汇的领导人，他强调要重视科学技术的创新，并和经济建设相结合，这充分

表明我国对科技创新工作的重视。进入 21 世纪以胡锦涛为核心的中共领导集体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

奋斗目标，并与科教兴国相结合，把科技创新推向了新高度[8]。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必

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在推进科技

创新实践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都始终如一地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科技创新的理论，以时代精神和国家

发展的要求指导具体的科技举措，既体现了我党以马克思科技创新思想为指导进行的科学实践，又是对

其思想理论进行丰富与发展的探索[9]。此外，他们还为实施科技创新措施提出了务实的指示。这些指示

强调，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倡导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培养科技创新人才，顺应全球科

技发展潮流。这一综合方法系统阐述了提升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的措施，为新时期科技创新领域提供了前

沿的理论指导。这一理论具有双重作用：它不仅丰富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科技创新理论体系，而且为

新时期科技创新和国家各项事业的无缝推进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三) 有利于推动中国梦的实现 
中国梦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国家繁荣、振兴和人民福祉。中国梦的实现取决于几个关键组成部分。最

重要的是，强有力的政府的基础是必不可少的。坚实的经济基础和安全的环境是实现这一愿景的基本先

决条件。鉴于复杂且不断演变的全球形势，以及人口老龄化、传统产业过度发展以及资源和能源过度消

耗等紧迫的国内挑战，这一点尤为突出。中国采取了多方面措施，巩固经济基础，确保环境安全。国家

高度重视以自主创新、研发和创新驱动增长为基础的发展战略。利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关键作用，“大

众创业和创新”倡议得到了广泛采用。这种转变不仅重塑了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而且提高了公民的参

与度、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与此同时，随着科技不断改良与创新，科技对自然的介入亦越来越深[10]。
中国正在利用新的技术手段优化资源利用，加强环境保护，减轻污染，促进绿色产业，培育可持续经济，

为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创造了新的焦点。除了强大的经济基础外，中国梦的实现与强大的国防力量有着内

在的联系。在国防领域应用信息技术成果的推动下，这一优先事项无缝融入了中国的军事发展战略。增

强信息采集能力，增强作战装备，中国在军事领域培养了大批创新人才。这巩固了人民军队的基石，加

强了国家安全。马克思主义新时期中国化技术创新理论与实现中国梦紧密相连，它是实现这一梦想不可

或缺的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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