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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是社会进步的最重要标志。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科技观

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得到了新的发展，遵循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基本原理，中国领导人们对科技

的认识不断深化，制定了符合中国具体特点的创造性理论表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技观是对科学技术

的进一步理解。追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发展演进路径，从辩证思维的角度出发，对其发展进行

剖释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和促进中国科技的发展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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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e the concentration of advanced productive forces and the most impor-
tant symbol of social progress. The Marxist view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unded by Marx and 
Engels has been newly developed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socialist construction. Follow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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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c principles of the Marxist view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inese leaders have deepened their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formulated a creative theoretical formulation that meets 
the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 and the sinicized Marxist view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a 
further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racing the evolutionary path of the develop-
ment of the Chinese Marxist view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dissecting and studying its devel-
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alectical thinking, can better understand and promote the de-
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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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研究科学技术的存在和发展，为科学技术的和谐发展

和促进社会发展而创立的，并由其后人发展起来的理论体系。”[1]纵观马克思主义体系整体，马克思主

义科技观是其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它时代性的重要体现。“当分析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

主义者总是把这个问题放在一个特定的历史范围内，具体分析具体问题”[2]。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

不论是革命、建设还是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领导者按照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基本理念，结合中国国情

和促进科技进步的宗旨，积极应用科学技术。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从早期发展至今，都深刻地体现了一个

道理：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发展、社会进步之间的关系一直如此，没有发生改变。 

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发展演进 

马克思主义科技观贯穿始终的关系应该首先是生产和社会决定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然后才有

科学技术对于生产力和社会的推动作用。马克思主义科技观进入中国后，它的每一次的理论创新都与我

国的科技实践发展息息相关。无论是毛泽东思想还是邓小平理论中，还是进入新世纪后，“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中，亦或是走入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这些理论中都

透露出深刻的科技思想、蕴藏着独特的科技观，总体上这些思想观点是一脉相承的，都是从我国社会发

展的实际出发，不断凝聚出的思想精华，但是由于时代背景不同，论述的重点也不同。 

2.1. 毛泽东思想中的科技观 

毛泽东思想中的科技观都是结合当时期的特点，与国家的发展目标和发展任务息息相关。马克思在

研究政治经济学时第一次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对于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的观点，毛

泽东表示高度赞同。毛泽东认为中国迫切需要将科学技术发展到更高水平，因为这是迅速发展中国生产

力的唯一途径。他反复强调“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3]，他主张努力向外国学习科学，又提

出针对科学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规律，要打破常规，不能照抄西方的路子。毛泽东同志认为，为了加

快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应该承认并学习其他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利用在建设过程中应用先进技术

基础上实现科技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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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邓小平理论中的科技观 

早在 1978 年，邓小平就曾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中“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十年后，邓小平提

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观点；不久后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对这一论断再次进行丰富补充，

“我们必须依靠科学、技术和教育来加快经济发展。我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4]邓小平对人类

历史的发展规律进行了系统地归纳，并吸取第三次技术革命浪潮以来的经验教训，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科学思想，并且从当时我国科技建设的实际状况出发作出了一定

的创新。邓小平提出的科技观深刻总结了在现代生活中科技与生产力之间的相互关系，是邓小平理论的

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这一论断又体现出邓小平抓住时代发展的特点，重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实际

应用，强调生产力的重要性，是对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内容的补充。 

2.3.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科技观 

以邓小平提出的科技观为基础，江泽民进一步结合时代发展背景，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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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从我国生产发展的角度考虑，在整个过程中科技都发挥

着令人无法忽视的举重若轻的作用。江泽民同志在分析中国独特国情和多年实践研究的基础上认识到，

科学技术是发展的动力，只有把科学技术放在首位，依靠科学技术实现经济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才能

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江泽民对我国当时的科技工作作出了系统规划，提出了诸如科教兴国战略、可持

续发展战略等富有远见的重大决策。实践证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科技观是在进入新世纪后，

我国对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新的继承，它基于中国实际又展开新的创新，是不断推动我国科技发展的理

论导向的重要部分。 

2.4. 科学发展观中的科技观 

胡锦涛同志面对国内外严峻的政治经济形势，高度重视科技工作，他认为科学技术是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要动力。胡锦涛重申，“当今世界，谁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谁就能走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前沿” 
[6]，科学技术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重要一环，是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简而言之，一个社会的

经济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科技发展水平，科学技术发展水平高，有利于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反

之则会产生阻碍。除此之外，胡锦涛还提到在当时的国情世情之下，中国所能采取的最核心最主要的措

施，就是“始终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发展的重点，借此使得中国的科技实力得到大幅提高，牢

牢把握自主创新能力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的地位”[7]。 

2.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科技观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不断加快，习近平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思考，提出“创

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8]重大命题。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在社会发展的许多方面都取得了不俗的

成就，但在各种讲话及各项战略制定中，我们可以看出习总书记仍然放松对科技创新的重视程度，原因

在于虽然我国是一个科技大国，但是科技原创力不足，导致我国很多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华为芯片受到

美国制裁就是最好的案例，没有核心科技就会被别人扼住咽喉。科技诞生于创新，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创

新。在坚持马恩对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发展、社会进步关系，继承已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内核的

基础上，习近平结合新时代我国社会发展现状指出我国需要开创自主创新之路。“面向未来，增强自主

创新能力”[9]，我们应该考虑通过其他的先进技术为切入点进行创新，自主创新并获取核心技术，把握

在科技发展创新中的主动权。与此同时习总书记还指出，科技是改变世界的力量，创新是发展的关键驱

动力。“在改革开放的 40 年中，我们建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成功地进行了持续的创新，并为实施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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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发展战略创造了合适的条件”[10]。科技创新促进了中国的现代经济体系的发展建立，极大地提高了

我国发展的质量和效率。 

3.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发展演进的辩证分析 

恩格斯强调，“辩证法是一门关于支配自然、人类社会和思想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法律的科学。” [11]
任何一个科学真理的发现都不是一蹴即至的，都要经过无数次的探索与实践。作为认识和检验真理的方

法，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认识论的基本要求，对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在中国的演变展开研究，也应该以其

为基础展开辩证分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形成的过程中，囊括体现出辩证思维中的许多特征，并

由此一个全面而系统的科学技术思想系统。 

3.1. 坚持科学性与实践性的统一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发展和演变，最鲜明地体现了科学性与实践性的统一。回顾马克思主义

科技观在中国的发展，如果我们决定从历史和逻辑的整体性出发进行把握，就会发现在它的发展过程中，

科学性和实践性的特点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统一体。简单来说，它的辩证统一主要体现在具体的实践过

程中，根据中国在革命、建设、改革这些不同的发展时期的特点，以当时中国科学技术的具体时间现状

为基础，对科技展开原创性的理性认识。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科技水平落后的情况下，毛泽东同志提出积极发展国内科学技术，到 20 世纪

70 年代新技术革命袭来，邓小平同志非常重视科学技术，声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再到目前为止，

我们走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之路，奉行的是创新导向的发展战略。这一历史演进恰恰反映出科

学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即科学理论指导实践顺利展开，而反过来实践又可以不断促进科学理论的创新发

展。 

3.2. 坚持继承性和创新性的统一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发展和演变，也体现了继承性和创新性的统一。从毛泽东到习近平，历

代领导人在他们的思想理念中所体现的对科学技术的看法，并由此而逐步形成的科技观，所有这些内容

都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基本理念，并与中国面临的多样化的国内外形势相结合，最终衍生出的中

国化马克思主义科技观。 
在不同历史阶段和时期，中国针对科技发展采取的不同发展战略方针的变化，以及这些战略中所体

现出的中国对科学技术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的变化，从最初的大力发展科学技术，逐步到如今诸如科教

兴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这些战略的提出，这些变化中所体现出的继承和创新，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科技观发展的最好印证。与此同时，这些发展又不断加深了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发展进程的认识，对科

技概念的理解。这些理解与认识不仅包括对进步的总体认识，还包括对科技发展前进方向的认识。在科

技发展的实践中，我们既应该要有对科技发展的总体把握，也应该要有对科技发展的不同阶段的规划，

做到由浅入深地理解科学技术，以对总体战略和具体阶段的把握，辩证地推动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 

3.3. 坚持战略性和阶段性的统一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发展和演变，体现了战略性和阶段性的统一。众所周知，发展过程是由

一系列综合的战略和不同的阶段组成的，科学技术的战略思维需要利用划分不同阶段的阶段性实践才能

得以体现。对一个总体的战略规划来说，它所包含的一个个单独的阶段，恰恰最能够体现这一战略的科

学性；对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技观来说，我们对它的不断探索深化的认识与实践，也恰恰反映了这种

辩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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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科技观是一个体系完善的思想基础，这一完整的思想体系中包含科技地位、科

技人才、科技创新等科技发展各个部分在内的总体战略思想。但是，科技发展与创新的实际过程由一个

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战略目标组成地，针对不同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条件，面临的发展问题也会各国各不

相同，这样的情况下，就需要各个国家制定出符合本国国情的战略目标。中国根据科技发展过程中出现

的不同问题和不同发展侧重点，采取了多种有关科技发展的战略性决策，包括我们熟知的科教兴国、人

才强国、创新驱动发展等各项战略。 

4.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当代价值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科技观有着非常浓厚的中国特色，它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而最终发展形成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科技观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它与时俱进，进一步丰富了马

克思主义科技观的思想内容，推动了我国先进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对促进人民生活的改善也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 

4.1. 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 

以促进中国科学技术发展作为目标，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在我国的发展进程中，不断被赋予了新的理

论内涵，将两者的思想内核进行比较，我们可以明确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与马克思主义科技观是一

脉相承的。与此同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思想的重要内容，具有丰富

的时代内涵。恩格斯明确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12]
毛泽东指出“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

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13]基于这一道理，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

科技思想的研究与发展，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坚持面向当代中国科技

发展的实践问题等基础上，不断探索而最终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科技观。 

4.2. 推动了先进生产力发展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利用科技创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体现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可以

促进社会进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技观所强调的是，科技创新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科技创新是

先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是衡量先进生产力发展阶段的重要指标。科技创新对生产力的影响，主要

表现在它对生产力各组成部分的发展都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作为社会进步的重要影响因素，科技创新

通过改变人们生产生活的思维和行动方式，在社会变革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变化中

我们可以发现，科技创新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人们的生产也实现了利用自动化机器取代人类劳动的转

变。总的来说，科学技术的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进程，也进一步改善了人们的物

质生活条件。 

4.3. 促进了人民生活改善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坚持科技创新，在新时代也不断推进实现改善人民生活这一目标。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14]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科技观推动我

国的科技的发展创新，而这些发展创新最终为人民更好的生活创造了经济基础。马克思主义强调以物质

资料的生产为基础，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也一直以这一点为根本的基础，反复强调要将

科技创新的利用效果最大化，以此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提升，从而为人民群众享受美好生活创造物质基础。

从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到习近平“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重大论断，

当今中国所有有关科技创新的实践，都是在不断全面发展而得到深化的科技观的指导下进行的，它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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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社会发展提供强大动力，为人民提供更加多元的物质生活，促进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 

5. 结语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技观，是以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基本发展规律为根本依据，不断结合实际对其

进行继承和发展，是对中国当前所面临的特殊历史时期，即面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重要形势的正确认识

和有效回应。从更加科学的角度去不断追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发展过程，不论是对掌握马克思

主义科技观，还是对学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技观来说，都有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更加全面的推动作

用，有助于从辩证思维出发对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念展开纵深理解，最终有助于实现具有中国

特色科学技术目标、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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