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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发展,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乃是

社会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和历史变迁的根本动力。这是马克思历史决定论的核心内容, 也是唯物史观

的基本原理。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等,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

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重要标志。从而论述了生产力和生

产关系之间对立统一的关系,对定量研究之问卷调查、定性研究之访谈调查等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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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ductivity decides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must be suitab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oductivity, and the contradictory movement between the productivity and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is the economic foundation on which society depends and the fundamental driving force of 

historical changes. This is the core content of Marx's historical determinism and the basic principle of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In this paper,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logical analysis is used to determine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ductivity.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react to the 

productivity.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must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oductivi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the centralized embodiment and important symbol of advanced productivity. Thu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y of opposites between productivity and production relations, and 

draws inspiration from sociological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questionnaire surveys for quantitative research and 

interview survey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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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是人类改造自然过程中各种能力的总和,也是衡量

社会发展程度的标准之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是社

会发展的主要表现方式。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角度出发,

对我们开展社会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鉴于此,本文从生

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角度,阐释了对社会学研究的启示,以期

为开展社会学研究时提供更为客观的思想指导。 

1 核心概念界定与起源发展 

1.1核心概念界定 

生产力的通俗解释为：生产力是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生

产力的主要内容包括劳动者、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 

生产关系：是指在生产劳动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

这些关系有着各种各样内容,可以包括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文

化关系等,人们结成了经济利益或经济权利关系就称为经济关

系,制度经济学中常称之为相对产权,具体的表现形式有资本家

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委托代理关系等。 

1.2起源发展 

原始社会的生产力表现在动物的采集或狩猎,劳动产出了

采集或狩猎所得来的劳动成果,使动物生存了下来,锻炼了动物

的身体和协作能力,这些都是原始社会时期的动物劳动所具备

价值产出的能力。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二十一世纪的劳动行

为,是不是生产力的表现和具不具备生产力本身的意义,在于人

类的劳动所产出的能不能体现出人类存在的本身意义和价值。

就其生产力,也就在劳动产出价值的能力之内。未来社会的生产

力,依然脱离不了劳动产出价值的能力的范畴。而其他动物多数

保持着原始社会的形态,只有像蚂蚁之类的动物的生产力达到

人类的古代水平,蚂蚁们已经学会了耕种和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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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有学者认为,生产力“确定了社会能够开发利用的资源和利

益的性质与总量”,“人类的主体意志,在生产力的基础上,塑造

着社会生产关系”[1]。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是唯物历

史观的核心内容,学界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既清楚

又不清楚,清楚的是二者之间存在着决定和反作用的关系,不清

楚的是决定和反作用是如何实现的[2]。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

间的相互关系,本文总结如下几点： 

2.1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归根到底便会有

什么样的生产关系。生产力发展了,迟早要引起生产关系的变

革。这就是说,任何一种生产关系的出现,都是社会生产力发展

的结果。在生产力的发展还没有达到某种水平的时候,就不可能

出现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指出,“社会都是随着物质生

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生产关系总合

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

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3]。人类社会

是辩证发展的活系统,需要是人类社会系统“活”起来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人类社会不是静止、直观的客体,是一种辩证发

展的耗散结构[4]。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

一个基本原理。这个原理阐明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源泉,指出了

生产力是生产方式从而也是整个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后的决定

力量,而劳动人民是生产力的最重要因素,因此,劳动人民是历

史的创造者。 

2.2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又反作用于生产力,它们的

这种相互作用,构成了生产方式自身的矛盾运动。目前权威的论

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生产

关系对生产力又有巨大的反作用。生产力是比较活跃和经常变

化的,而生产关系则相对的比较稳定,因此,它们在发展过程中

始终存在着矛盾。当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建立起来以后,它总有一

个时期是同生产力处于基本上相适合的状态,而不相适合的那

一面则是次要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由相互适合到不相适合,

再到新的基础上的适合,是一个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马克思主

义把社会经济过程中的这一客观必然性,叫做生产关系一定要

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这种反作用的显著性,人们容易产生这

样的看法：在英国资本主义形成过程中,先产生了工场手工业的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后来才有了机器大工业的生产力发展,正是

由于生产力的事后确认才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获得有机转变,

或者说“系统性转变”[5]。 

2.3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对于马克思列宁

主义政党的全部活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人类社会生产发展

的过程,必然会发生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表

现为生产力；二是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生产关系。当生产关系

适应生产力发展时,就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就会阻碍生产

力的发展。正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推动

着人类社会往前发展。生产力的发展是生产要素的创新和新生

产力系统结构的形成,与此同时,占有生产要素的形式即生产关

系必须适应发展了的生产要素及生产力系统结构。某种旧的过

时的生产关系,不能永远保持下去,而必然要被生产力的发展所

突破。因为,由旧的生产关系的长期存在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

主要是落在作为生产力首要因素的劳动者身上。当劳动人民在

旧制度的折磨下无法继续生活下去的时候,他们必然要行动起

来,用革命手段消灭腐朽的过时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

从而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 

2.4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重要标志,是第一

生产力 

科学技术能够应用于生产过程、渗透在生产力诸基本要素

之中而转化为实际生产能力。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应用

于生产过程的周期日趋缩短,对于生产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日

益成为生产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人工智能的普及和不断发展使

生产效率的无限增加成为可能,社会产品极大丰富,同时不断消

灭作为谋生手段的人的劳动,不断消灭人在生产力系统中的被

迫分工。与之相适应的必然是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和按需分配,

人的劳动不再是谋生手段,而是自身需要,人们自觉自愿地向社

会提供创新劳动和社会服务。正如马克思设想的那样,“在共产

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

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

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

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

批判者”[3]537。因此,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先进生产力的集

中体现和重要标志。 

3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对社会研究的启示 

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方法作为不同的研究范式被广泛应用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这两种重要的研究方法都经历了较长时期

的使用和检验,并在社会研究实践中不断得以发展和完善。关于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理论对社会学研究的启发,本文主要从

研究方法,即：定量研究方法和定性研究方法上来探讨。 

3.1对定量研究之问卷调查法的启示 

定量研究是通过采用调查、统计、实验等方法对事物可以

量化的部分进行严密、客观地测量和计算,并详细地分析各个变

量之间的关系,以科学、客观地揭示社会现象的内在规律[6]。定

量研究侧重于用数字来描述、阐述以及揭示事件、现象和问

题[6]。问卷调查法是指调查者根据一定的目的和要求,采用预

先拟定好的问卷,向被调查者了解情况,征询意见的一种方法。

人是一个全面的活系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用不同的处境和

社会关系,对于调查对象的深层次把握,对于问卷制定起着先期

的预设作用,采用的形式、问题的设计需要与时俱进,符合社会

的潮流发展,也就体现了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这一理

论。问卷制定的维度是否全面,问题是否做到开宗明义,不会让

被调查者产生模棱两可或是犹豫不决难以选择,是决定问卷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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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后,数据来源准确性和可靠性。对于调查对象的实际情况要做

综合的分析与考虑,包括：社会阶层、经济状况、文化程度等,

需要全方位的评估问卷的支持性与现实性。这跟生产力决定生

产关系,正好呈现出同一解释原理。要运用这一原理来解释和指

导问卷中的各个维度设置与问题设计,什么样的问卷质量决定

什么样的调查结果,随之产生相应的调研结果。当前因为科学技

术的快速发展,老式纸质问卷被新的网络程序问卷所取代,可以

完成高效、准确、迅速、计算方便等一系列的突破,调查者需要

对高科技软件进行学习和掌握,对问卷最终的结果就可以做到

省时省力、高效准确的效果,同时也要学会运用软件技术剔除无

效信息和雷同结果。说到最后,科学技术在任何领域都堪称第一

生产力。只有学习和掌握了新兴科学技术,才能让我们的学习、

生活、工作事半功倍,得心应手。 

3.2对定性研究之访谈法的启示 

定性研究是研究者在自然情景条件下,通过和被研究者进

行互动交谈,对他们的生活进行长期的深入细致地观察,对事物

进行认真的调研和分析而获得全面而深刻的认识[7]。定性研究

侧重于用语言文字描述、阐述以及探索事件、现象和问题。对

于访谈法研究开展中,访谈对象是人,访谈者要对访谈对象提前

做一些前期的了解,比如生活环境、受教育程度、风俗习惯、经

济水平等。但是,在实际访谈过程中,会出很多你预设之外的信

息掺杂进来,有时可能会改变整个研究计划和研究轨迹。这也就

是说,访谈结果可能会反作用于研究设计,和生产关系反作用于

生产力的理论正好契合,所以,对于现实研究可能出现的种种不

可能要加以反推研究假设和研究设计,好比一位学者打算做少

数民族流动儿童的田野研究,研究目标地点选在我国的河西走

廊—甘肃兰州,预先设计选取的少数民族为：回族。但是,到了

实际调研和实际深入访谈中发现,该地区的民族风俗是研究中

不可抹去的一笔,在该地区的东乡族也是研究中要增加的部分。

这就说明,任何认为完备的研究设计必须要根据研究的现实来

做出相应的调整与适应,才会不至于漏掉一些丰富研究灵魂的

信息点和研究点,使得整个研究做完以后得到丰盈、丰富、多元、

客观的成效。对于访谈资料的整理、处理和保存需要依靠科技

手段介入,对于日后论文的论据才能提供可靠的现实参考意义。

毋庸置疑,这是马克思理论可以用来解释理论和指导实践的例

子。这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重要标志,是第一生产力

的论点又产生了不谋而合的效应。 

4 结论 

综上所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人类在生产的过程中,一

定会接触到人和物,就会产生关系,体现在人与物、人与人。在

这过程中,生产力就是我们生产的能力,体现着我们与自然的关

系,因为我们要从自然界获取物质资源和调查结果。人类社会要

发展,生产关系是不是一定要符合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生产力和

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实现了对社会学研究中对

定量研究之问卷调查法和定性研究访谈法的解释与指导。在调

动人的积极性,创新生产要素,学习最新科学技术,指导和运用

到生活、学习、科研等领域,推动生产力系统发展方面发挥着不

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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