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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的科技创新动力观①

雷石山
（中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４１００８３）

摘　要：科技创新动力观是马克思科技创新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要从三个方面分析了科技创新的推动

力量，即社会需求的刺激、资本家追逐超额剩余价值动机的驱使、工人与资本家之间阶级斗争的推动。马克思的科技创

新动力观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具有其合理性，部分观点至今仍具有重要指导价值，也有个别见解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失去其

理论光芒。应根据实践的变化不断丰富发展马克思的科技创新动力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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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他的革命生涯中十分关注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应用，阐发了丰富的

科技创新思想，其中有关科技创新动力的阐述是马克思科技创新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学

术界对马克思科技创新思想的研究逐步展开，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综合来看，多数研究成

果侧重于从整体上对马克思科技创新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梳理和分析，而很少就其中的某些具体观点

展开深入研究。鉴于此，本文拟专门探讨马克思的科技创新动力观，以期深化对马克思科技创新思想的

研究。

１　科技创新的内涵
研究马克思的科技创新动力观，有必要先明晰科技创新的内涵。科技创新是当代中国一个十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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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词，它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等媒体频频冲击着人们的视听。然而究竟何谓科技创新，人

们的理解不尽相同，学术界也尚无统一的定义。有的学者认为科技创新是一个纯科学技术的范畴，其涵

义是科学和技术上的创新，强调“科技创新的目的是发现未知世界的规律并利用科学规律创立新的技

术”［１］２２。相当部分学者认为科技创新是从经济学意义上的技术创新概念演变而来但又内涵更广，包括

科学创新和技术创新两个方面，其中“科学创新包括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创新，技术创新包括应

用技术研究、试验发展和技术成果商业化的创新”［２］１０３。还有的学者认为科技创新不仅包括科学创新与

技术创新，而且还包括由现代科技所引领的管理创新［３］。有关科技创新界定上的多样性不仅由学者们

思维方式、知识视野等方面的差异所致，而且与不同文化语境下“创新”一词所具有的不同内涵密切相

关。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下，“创新”的主要涵义是“舍弃旧的，创立新的”［４］９０或“创造革新”［５］７４。如果

从这种涵义出发，科技创新就可以被理解为科学上的发现与技术上的发明。而西方语境中的“创新”主

要是在经济学视野上来使用的，它源于奥地利经济学家熊比特的创新理论。在熊彼特眼中，发明并非创

新，只有当发明首次引入经济活动中才是创新［６］９８。熊彼特之后的西方技术创新理论虽然在界定上也

并不一致，但基本上沿袭了熊彼特的经济学观点。很显然，从西方语境中的“创新”概念出发，科技创新

就不能仅仅被理解成科学技术方面的创新了。

在借鉴学术界的相关见解并结合考虑我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本文拟对科技创新做出如下界定：科

技创新是科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总称，其中科学创新主要是指为了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而进行的科

学研究活动，其成果通常表现为获得新的科学发现、提出新的科学理论、创建新的学科等；技术创新则既

包括为了解决实践中遇到的特定技术问题而进行的技术研发活动，也包括对现有技术的创造性应用，其

成果主要表现为新技术、新工艺的产生，新产品的创造，新服务的提供等。这一界定既借鉴了西方的技

术创新概念，如将技术的创造性应用列为技术创新范畴，但又不局限于经济学视角，因为技术应用之目

的和方向并不局限于经济领域，还可以广泛涉及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疾病治疗等领域。同时，这一界定

也考虑了我国的实际情况。就近年来我国中央领导人有关创新问题的讲话来看，发展科学技术本身也

是推进科技创新的一项重要任务。例如胡锦涛曾指出，要“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技发展的战略

基点……努力形成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技术”［７］６７５。习近平也强调，“我国科技发展的方向就

是创新、创新、再创新……把关键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８］。鉴于此，上述界定将科学技术本身的创新

也纳入了科技创新范畴。马克思虽然没有就科技创新概念进行明确界定，但他有关科技创新的阐述总

体是在以上界定范围内进行的。例如，马克思所提及的“科学发现”实质上就属于科学创新，他所论述

的各类机器的发明、应用与改进，实质上就涉及技术创新。

２　马克思的科技创新动力观
所谓科技创新动力是指科技创新的主要推动力量。在马克思科技创新思想的内容体系中，有关科

技创新动力的论述相对较多，基本上贯穿于马克思科技创新思想形成发展的各个阶段。归纳起来，马克

思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了科技创新的动力，即社会需求的刺激、资本家追逐超额剩余价值动机的驱使、

工人与资本家之间阶级斗争的推动。

２．１　社会需求的刺激
关于社会需求对科技创新的推动作用，马克思曾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多次论述过。无论是他青年

时期的著作诸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共产党宣言》等，还是他中晚年

期间的著作诸如《资本论》及其手稿等，都阐述过社会需求对于科技创新的推动问题。通过分析可以发

现，马克思的有关见解基本上融汇在他的唯物史观及政治经济学理论阐述之中。相对来说，他的早期有

关论述主要渗透在他的唯物史观中，而这又往往伴随着对唯心史观的批判。例如他在《德意志意识形

态》中批判施蒂纳有关“自由”的唯心主义见解时指出，人们之所以要发明火车头，是因为大工业所造成

的生产集中“要求新的交通工具来迅速而大量地运输其产品”［９］３４４；又如他在《哲学的贫困》中批判蒲鲁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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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关于机器问题的唯心主义认识时指出：“当市场扩大到手工劳动不再能满足它的需求的时候，人们就

感到需要机器。于是人们便想到应用１８世纪时即已充分发展的机械学。”［１０］６２７从１９世纪５０年代后期
起，马克思开始更加系统地研究政治经济学，并着手撰写政治经济学著作。自此以后，他有关社会需求

与科技创新关系的见解也主要蕴含在对政治经济学问题的论述中。例如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１８５７
～１８５８年手稿）》中指出，由于在１８世纪最后３０多年中“手工纺纱已经不能为织布业提供所需数量的
原料”［１１］５１６，于是导致了纺纱机的发明。又如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经济学手稿）》中强
调：“机器劳动这一革命因素是直接由于需求超过了用以前的生产手段来满足这种需求的可能性而引

起的。”［１２］４７２再如，他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告诉我们，促使人们更精确地研究摩擦规律的一个重要原因

是“传动机构规模的扩大同水力不足发生了冲突”［１３］４３３。他在此卷中还指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工场

手工业时期遗留下来的交通运输手段已经不能满足需要了，于是导致了远洋轮船、铁路等的发明［１３］４４１。

２．２　资本家追逐超额剩余价值动机的驱使
马克思所论述的超额剩余价值，通俗地说是指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其社会价值的差额，它是个别资

本家通过率先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实现的。如果说社会需求是推动科技创新的外部客观因素，那么对超

额剩余价值的追逐，则是资本家推动科技创新的内在主观动机。马克思的有关论述主要集中于他的系

列政治经济学著作中。早在１９世纪４０年代后期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就已经阐述过相关思
想，尽管那时马克思尚未正式提出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在此著作中指出，某一资本家要想在竞争中取

胜，就必须通过提高劳动生产力降低生产费用，这样他就能在更便宜地出卖商品的情况下也能获得超额

利润。马克思强调，除了细化分工之外，提高劳动的生产力的首要办法就是“更全面地应用和经常地改

进机器”［１０］７３５－７３６，因而资本家们之间的竞争便客观上成为科技创新的推动力量。在《资本论》及其手稿

中马克思进一步明确地论述了这一问题。例如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手稿）》中指出，
为了生产相对剩余价值，“就要探索整个自然界……要把自然科学发展到最高点”［１４］８９－９０，而相对剩余

价值正是个别资本家追逐超额剩余价值的结果。又如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手稿）》第
三章中指出，首先在特殊生产部门采用机器的资本家生产商品的劳动时间比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短很多，

他的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所以他用“数量较少的工人生产出的剩余价值比数量较多的工人

所生产的更多”［１２］５５８。此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对此予以了阐述。他强调，采用改良方式的资本家

与同行业其它资本家相比，“可以在一个工作日中占有更大的部分作为剩余劳动”［１５］３７０。总之，在马克

思看来，对超额剩余价值的追逐激发了资本家科技创新的积极性，由此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普遍

趋势：“在所有生产部门中用机器代替人的劳动。”［１２］５６１

２．３　工人与资本家之间阶级斗争的推动
关于雇佣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阶级斗争在科技创新中的促进作用，马克思主要在《哲学的贫困》、

《政治经济学批判（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手稿）》、《资本论》等著作中予以了阐述。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制
度下机器的发明和应用不仅是资本家对社会需求的响应和在产业竞争中取胜的手段，而且是资本家与

工人之间斗争的产物。他指出，“机器被资本公开地有意识地宣布为一种和雇佣工人敌对的力量并加

以利用”［１５］５０１，成为“资本镇压劳动追求独立的一切要求的手段”［１２］３８５和“镇压工人反抗资本专制的周

期性暴动和罢工等等的最强有力的武器”［１３］５０１。马克思强调，在资本主义社会可以经常看到这样一种

现象，那就是“每一次多少有一点重要性的新罢工之后，总要出现一种新机器”［１０］６２７－６２８，“１８３０年以来
的许多发明，都只是作为资本对付工人暴动的武器而出现的”［１３］５０１。为了佐证自己的观点，马克思在论

述时大量引用了相关著作中的见解和史料，其中引用得最多的是英国化学家、经济学家安德鲁·尤尔的

著作《工厂哲学》。例如，他引用了尤尔这部著作中关于一种印花机发明的评论———“资本家终于求助

科学来摆脱这种难以忍受的奴役（也就是使他们感到负担的同工人签订的契约条件）”［１３］５０２。又如，他

还引用了尤尔关于自动走锭纺纱机发明的著名观点———“资本招募科学为自己服务，从而不断地迫使

反叛的工人就范”［１４］３０２。总之，透过马克思的论述可知，１９世纪上半叶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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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客观上推动了科技创新的步伐，尽管这些科技创新成果的应用导致了工人失业和工资水平下降等负

面影响。

３　马克思科技创新动力观的应然认识
马克思有关科技创新动力的见解主要形成于１９世纪中叶。对马克思科技创新动力观的认识，我们

既不能完全采用今天的标准，而应当考虑其形成的特定历史背景，也不能仅仅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而

完全忽略当今的现实。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得出比较科学的结论，才能发现其时代价值和局限

所在。

３．１　马克思科技创新动力观的历史合理性
学术界有关马克思科技创新动力观的探讨大多是观点的梳理与归纳，鲜有对其合理性的分析，然而

探讨这一问题是深入研究马克思科技创新思想不可或缺的任务。所谓马克思科技创新动力观的历史合

理性，主要是指马克思有关科技创新动力的见解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正确性。要论证马克思科技创新

动力观的合理性，关键在于分析马克思科技创新动力观的内在合理逻辑。

事实上，马克思在部分观点的阐发过程中已经不同程度地向读者呈现了其论述逻辑，或者为读者提

供了重要的分析线索。相比较而言，马克思关于资本家追逐超额剩余价值在科技创新中作用的论述最

明显地展现了其分析逻辑。根据马克思的阐述，超额剩余价值是个别资本家通过率先提高劳动生产率，

使自己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而比一般资本家多得的那部分剩余价值。这就告诉我们，个别资

本家率先提高劳动生产率是超额剩余价值产生的必要前提。而个别资本家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途

径，马克思明确地告诉我们，除了更细地实行分工之外，“更全面地应用和经常地改进机器”［１０］７３５－７３６是

首要办法。正因如此，追逐超额剩余价值的动机便成为资本家推动科技创新的重要刺激因素。

接下来我们考察马克思关于社会需求推动科技创新之见解的合理性。从前面已经引用的马克思那

些富有历史感的表述可知，马克思的观点并非主观臆想的产物，而是建立在对１８至１９世纪资本主义社
会经济、科技等状况考察剖析的基础上。不难发现，马克思的论述鲜明地闪耀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芒，

科学的分析方法为马克思提出正确见解奠定了重要基础。那么马克思的观点中究竟包含着怎样的逻辑

呢，也就是说，社会需求何以能够产生对科技创新的推动作用？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社会需

求是人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社会需求的满足往往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基础上。当社会需

求规模扩大至在原有生产力水平条件下不能获得满足时，就必须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生产力。而发展和

提高生产力的途径，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主要是依靠人们生产经验和生产技能的积累，以及社会分工

的细化和劳动强度的提高等。而自从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科学技术在生

产力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显。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马克思强调：“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１６］９４，“劳动生产

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１３］６９８。于是社会需求与科学技术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

切，科技创新越来越成为满足不断扩大的社会需求的主要途径。反过来说，社会需求的扩大也日益成为

科技创新的重要推动力量。

我们继续分析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促进科技创新之观点的合理性。马克思指出，工人与资本家之

间的斗争是“同资本关系本身一起开始的”［１３］４９２，也就是说自从资本主义关系产生起就存在了。资本家

想方设法从工人那多榨取一些剩余价值，而工人则常常通过罢工等方式反抗资本家的剥削，提出增加工

资等要求。在工业革命前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工人在劳动过程中直接支配劳动工具，其劳动技能和劳动

熟练程度对于生产过程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工人尤其是那些劳动技能较高的工人

虽然身处受剥削受压迫的境地，但尚具有一些与资本家讨价还价的筹码，他们增加工资的愿望有时也能

在一定程度上获得实现。但这种状况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而根本改变，资本家们从工业革命的成效中

找到了对付工人反抗的强大武器，那就是在生产中应用和改进机器。机器的应用不仅造成了工人的大

量过剩，加剧了工人彼此的就业竞争，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斗争力量，而且使工人所拥有的特长丧失了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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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的优势，因为在机器劳动中“工人成了机器的附属品，他们的技艺、特长都被转移到机器上，“要求他

们做的只是极其简单、极其单调和极容易学会的操作”［１０］７４０，连妇女和儿童都能胜任，于是工人的工资

水平整体降低了。正因为科技创新有助于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秩序，让资本家实现所谓“头脑支配身

体其它部分的权利”［１３］５０２，所以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阶级冲突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科技创新的推动力量。

３．２　马克思科技创新动力观的现实意义与局限所在
马克思的科技创新动力观不仅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具有其合理性，而且有些观点在今天也并未过时，

对于我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尤其是创新型国家建设具有重要指导价值。例如，社会需求与科技

创新之间的联系在当今时代不仅没有疏远，而且更加紧密。世界各国的科技创新活动无不注重围绕社

会需求来进行，社会新需求的不断涌现依然是科技创新的动力之源。正因如此，我们在推进创新型国家

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大力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

技术创新体系。这样不仅能从根本上扭转过去一段时期科技进步与经济社会发展相脱节的局面，使科

技成果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而且能为科技创新活动提供正确的主攻方向和持续推进的强大动

力。又如，追逐超额剩余价值在当今时代也依然是科技创新的强大推动力量。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型

企业为了在全球竞争中取胜和获得更多超额剩余价值，都十分注重推进科技创新，如三星电子的“四位

一体”科技创新模式［１７］，苹果公司的原始创新与改良再创新相结合举措［１８］，沃尔玛注重信息技术在流

通领域中的创造性应用［１９］，等等。其实，剩余价值并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事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条件下同样存在，只不过我们平常更习惯地称之为“利润”罢了。不创造出剩余价值，企业就无法生存

下去。而企业为了持续发展和不断壮大，还应当具有获取超额剩余价值的能力。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

展的当下，企业的竞争对手不再局限于国内，而是面向全球，要想在全球竞争中获得较多超额剩余价值，

没有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是行不通的。因为在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的当今时代，企业的竞争越来越聚焦

于科技创新能力的竞争，只有不断改进工艺流程，积极研发新产品，推出新服务，才能成为竞争的佼

佼者。

另一方面，马克思的科技创新动力观作为特定历史背景的产物，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形势的变化，当

中的个别观点因其前提条件的改变而丧失了原有的正确性，最典型的例子是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在科

技创新中作用的见解。由马克思的论述可知，他的观点中至少包含着两个前提条件：一是资本家与雇佣

工人之间的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冲突比较激烈；二是科学技术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帮助资本家暂时化解这

种冲突。这两个前提条件必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马克思逝世１３０多年以来，全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巨大变化，资本主义世界也已经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在历史的巨

变中，上述两个前提条件是否始终存在？事实表明并非如此。例如，二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采取

一些干预和调节措施，加之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使经济发展出现了较长时间的繁荣，工人的失业率较低。

同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福利的增长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使工人生活水平有较大改

善［２０］。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阶级与雇佣劳动者阶级之间的矛盾得到明显缓和，也就谈不上阶级斗争

对科技创新的推动。近年来，在始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下，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

盾又有所激化，不少国家发生了规模较大的社会运动，如始于２０１１年９月１７日的美国 “占领华尔街”
大规模抗议活动，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３０日的英国 “世纪大罢工”以及同日举行的保加利亚万人大游行等［２１］。

这些阶级冲突事件是否导致了某些重要发明的问世呢？事实告诉我们并没有。这是因为当今时代与马

克思所处时代相比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社会正处于从工场手工业向

机器大工业过渡阶段。在这一时期，机器的发明和应用在代替劳动力和排挤工人方面的效果十分明显，

所以机器能够成为资本家反对工人暴动的强有力武器。而于当今时代，在科技革命的持续推动下，主要

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达到一个较高的程度，技术密集型产业逐渐占主导地位，高技术产业

不断涌现。在这种背景下，科技创新在排挤劳动力方面的效应已远不能同马克思生活时代相比，因为科

技创新所排挤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工人，而这种产业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比重已经非常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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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如果说在马克思时代科技创新导致了劳动内容的简单化和工人工资水平的降低，那么当今的知识

经济时代又出现了另一种趋势，即劳动的知识和技术含量越来越高，对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脑力劳动者

尤其是高技术工人的需求越来越大，而这类工人要求较高的工资水平是合情合理的。如此一来，在劳资

冲突中科技创新失去了马克思时代对资本家的那种帮助作用，因而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并不

能对科技创新产生明显的推动作用。

４　结语
综合以上分析可知，马克思的科技创新动力观具有其历史合理性，部分见解至今仍然闪烁着耀眼的

光芒。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中国，应当注重吸取马克思的这些思想精华，更好

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另一方面，马克思有关科技创新动力的个别观点在当今时代因其产

生的具体条件改变而丧失了其原有正确性，自然不宜再用来指导我们的实践。此外，在当今世界，除了

马克思所说的社会需求、追逐超额剩余价值依然是科技创新的强大动力之外，还出现了促进科技创新的

其它因素，如维护国家安全、提升综合国力、加强社会管理、防治自然灾害、满足民生需求等。我们应当

将这些推动科技创新的新因素及时予以总结和理论升华，不断丰富和完善马克思的科技创新动力观，从

而更好指导我国的自主创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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