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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把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认识把握社会主义规律的“总
开关” 

 
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  马克思主义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  郑吉伟 
 

    2018年 5月 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周年大会上指出：“学习马克思，就要
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思想。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生产力是全部社会生

活的物质前提，同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基础。生产力是推动

社会进步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生产力和生产关

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相互制约，支配着整个社会发展进程。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人接力探索、着力解决的重大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

改革开放以来，在不到 70 年的时间内，我们党带领人民坚定不移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走完了
西方几百年的发展历程，推动我国快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要勇于全面深化改革，自觉通

过调整生产关系激发社会生产力发展活力，自觉通过完善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要求，让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符合规律地向前发展。”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又反过来影响（推动或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这是马克思创立
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进入新时代，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思想必须结

合当前中国的实际和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历史使命，把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运用到统揽

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实践中去，不断谱写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篇章。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思想，必须坚定不移地把发展作为党执

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影响生产力发展的思想，必须勇于全面深化改

革，自觉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激发社会生产力发展活力。 
    一、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视角，深刻理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换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自然的历史过程，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
定力量。物质生产力是全部社会生活的物质前提，同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

构成社会经济基础。2018年 5月 4日，习近平指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
求，是中国共产党人接力探索、着力解决的重大问题。” 
    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我们要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
这个重大战略判断，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

不断向前发展，推动实现物质的不断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2013年 8月 19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没有扎扎实实的发展成果，没有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空谈理想

信念，空谈党的领导，空谈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空谈思想道德建设，最终意识形态工作也难以取

得好的成效。只要国内外大势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不能也不应该改变。这

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根本要求，也是解决当代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本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稳定解决了十

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

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

益增长。同时，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更

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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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

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决定了我们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精会神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

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2014年 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九周年座谈会上指出：“近代以后中国落后挨

打、受人欺辱的历史教训刻骨铭心。一个民族只有自强，才能在世界民族之林自立。”中国梦的本

质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习近平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还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二、全面深化改革，是进一步解除生产力的阻力和桎梏 
    生产关系影响生产力的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总体上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新中国成立
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不到 70 年的时间内，我们党带领人民坚定不移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
力，走完了西方几百年的发展历程，推动我国快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

的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的某些方面和环节就存在着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习近平总书

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上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

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吸收人类

文明有益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

性。 
    2018年 5月 4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勇于全面深化改革，自觉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激
发社会生产力发展活力，自觉通过完善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要求，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

符合规律地向前发展。”在现实生活中，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

同时，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产生，因而改革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当

前我国发展还面临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比如，发展中不平衡、

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方式依然粗放，城乡

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

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

群众生活困难，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树倒根存，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

峻，等等。破解发展中面临的难题，化解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挑战，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必

须依靠全面深化改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当前中国的改革必须是全面的改革。2013年 12月 3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提出全面深
化改革的方案，是因为要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仅仅依靠单个领域、单个层次的改革难

以奏效，必须加强顶层设计、整体谋划，增强各项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协同性。”只有既解决

好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的问题，又解决好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的问题，这样才能产生综合效应。同时，

只有紧紧围绕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来部署各方面改革，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改革提供强大牵

引，才能更好推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 
    当前中国的改革又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头，美好的目标就在前面，风险和考验也摆在我们面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改革经过 30多年，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
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矛盾越大，问题越多，越要攻坚克难、

勇往直前。必须一鼓作气、坚定不移，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

刀，坚决打好全面深化改革这场攻坚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