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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繁荣社会科学，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也是社会科学研究在中国发展和繁荣的过程。
积极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这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对于探索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增强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有着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集中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社会科学的生命在于创造，在于创新，“若无新变，不能代雄”。
新的世纪，新的千年，呼唤着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繁荣，呼唤着社会科学研究的突破和创新。
换言之，没有社会科学研究的突破和创新，也就没有社会科学真正的发展和繁荣。
理论贵在创新，创新需要勇气，需要智慧，需要执著的追求和艰辛的探索；理论重在创新，创新需要
有科学的精神、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理论功在创新，只有创新的理论成果，才能探索规律、把
握规律，才能启示实践、指导实践，才能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坚持理论创新，是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神圣职责和使命。
　　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
导，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必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必须坚持
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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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发展为主要线索，以生产力理论形成的逻辑、逻辑的结构、发展的逻
辑和发展的成果为主要内容，以生产力概念、生产力要素、生产力结构、生产力作用分析为切入点，
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研究方法，从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不同的学科、不同
的角度，探索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发展，揭示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理
论渊源和现实发展的统一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客观基础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前提的内在
逻辑的统一性，并从中总结规律性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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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杰忠，原江西省社科院、省社联党组成员，原江西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原江西省社会科学界联
合会副主席，教授、博士，兼任江西省哲学学会会长。
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以及应用对策课题研究，主持完成的研究课题
有10余项，其中有“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在中国的实践和发展研究”等2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
该课题鉴定为国家社会科学优秀研究成果）。
“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在中国的新发展研究”等省社科规划重点课题，3项省委、省政府委托课题，2
项江西省经济社会重大招标课题，6项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的研究。
在完成这些课题的基础上，在国家级刊物《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邓小平理论研究》、《人民日
报》、《前沿》、《求实》、《江西日报》等杂志上发表论文就80余篇，有3项成果获省一等奖，5项
获省二等奖，多项获三等奖，有的成果得到省委省政府领导的肯定性批示，有的被有关部门采纳。
作为“环鄱阳湖生态经济试验区”课题的主持人之一，撰写了“环鄱阳湖生态经济试验区”的研究报
告，提出了“环鄱阳湖生态经济试验区”的战略的目标、意义、原则、内容、布局和方法，该报告得
到省委省政府领导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并作为向国家申报的主要材料。
建设“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已成为江西崛起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对江西的经济社会发展将产生重
大影响。
2005年他就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涵进行了定义，得到学术界的认同。
2006年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前夕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和内容，被中宣部收录并报
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同志和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同志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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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    四、科学的发展是和谐的发展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在
中国实践的理论思考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性理论        一、社会
主义最根本的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二、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
基石        三、生产力理论与我国社会主义实践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
设道路过程中的几个问题        一、生产力理论认识的偏差        二、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运用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应注意的问题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的方法论意
义        一、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方法论启示    二、研究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运用的方法论意义    
参考文献    附录　附录一：生产力概念的制定及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意义    　附录二：论邓小平关于
生产力思想的逻辑    　附录三：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论江泽民的科学技
术观    　附录四：科学发展观的生产力意蕴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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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形成　　马克思是在直面历史问题、并在对历史问题的解答中
，通过生产力理论这一理论基点，而获得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视野、建立起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
论框架，达到对历史本来面目的揭示的。
当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来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时，他的这一判断的真
实意义如果没有生产力理论作为支撑，“改变世界”仍然不过是一个理论上的口号，其新唯物主义仍
然不过是一种“解释世界”的理论哲学，“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
就失去了立脚点。
“改变世界”是通过切实的行动来进行的，生产力理论构成了行动的核心。
因而，完全可以这样说，历史唯物主义正是通过生产力理论这一核心而实现了对“改变世界”这一“
历史现象学”。
的哲学思考的。
由此可见，没有生产力理论内涵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空洞的、抽象的，因而是没有实践意义的。
　　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生产力理论的理论渊源和历史前提进行研究，是将生产力理论置于历史发展
的根基之上，使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生产力理论得到历史发展的印证，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对待问题的
基本精神、基本态度和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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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实践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研究》作者认为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毛
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
，必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必须坚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
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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