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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基

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

基础之间的矛盾。这种观点是把生产力、生产

者、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等概念搞

得很混乱的观点。其实，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

产矛盾。因为人类社会中最基本的组成元素是

人，而人为了生存所进行的衣食住行的生产和

劳动，就是人们在社会中的基本活动。这种人

们基本的生产和劳动活动是充满矛盾的，因而，人们在生产和劳动中结成的各种矛盾就是生产矛

盾，生产矛盾才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  

    

  关键词：生产力 生产关系 生产者 上层建筑 经济基础 社会基本矛盾  

    

  一 生产矛盾  

    

  在人类蜕变发展的过程中，不仅存在着人类与宇宙环境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它还同时

存在着人类的生产矛盾，生产矛盾也是社会的基本矛盾。  

  让我们看一看，什么是生产矛盾？在人类社会中，最基本的组成元素是人，没有人是没有人

类社会的。有人就有人的活动，而人最基本的社会活动就是为了生存所进行的衣食住行的生产和

劳动。由于，人类是最善斗的“事物”，所以，人们在生产和劳动中的活动，也是充满了各种矛

盾的，这些人们在生产和劳动中结成的矛盾就是生产矛盾，生产矛盾就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  

  但是，唯物主义却认为，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

矛盾，这就混乱了社会的基本矛盾，也混乱了生产力、生产者、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

等概念的含义和关系。为了彻底搞清社会的基本矛盾，让我们先搞清生产力和生产者及生产关系

等概念的真实含义。  

    

  二 生产力和生产者的概念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两个概念及其关系人们已经非常熟知了，从没有怀疑过它们有什么对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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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对。但是，它们的定义确实存在有不确切的地方。为了说明为什么不确切，我们从人这个生产

者谈起。  

  大家都知道，生存在世界上的每个人都可以进行劳动和创造，所以说，每个人都是创造财富

和历史的人。正由于每个人都能进行不同的生产和劳动，因此，人人都是具有一定生产能力的生

产者。在这里，生产力的概念是指人的生产和劳动能力，而具有生产和劳动能力的人就是生产

者。所以说，生产力和生产者两个概念是不同的。生产力指人的生产能力，生产者则是指具有生

产能力的人，但通常，人们都是把生产力与生产者混同。唯物主义就一边认为：“生产力是人们

解决社会同自然矛盾的实际能力，是人们改造自然使其适应社会需要的物质力量。简言之，生产

力是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1）一边又认为：“生产力是在劳

动中形成的，它由三个基本要素构成：劳动对象、以生产工具为主的劳动资料、具有一定生产经

验和劳动技能的劳动者。”（2）这样，就把生产力和生产者这两个概念混在了一起。从唯物主义

的观点里，我们不禁会发问，究竟是生产力构成生产者，还是生产者构成生产力？  

  我们知道，生产力是指人的生产能力，生产者是指具有生产能力的人，而生产力是依附在生

产者身上的，是从属于生产者的。没有生产者，就没有生产者的生产能力。所以说，生产力不能

包括生产者、替代生产者并等同于生产者，只有生产者包括生产力，并在生产和劳动中体现和产

生生产力。因此，只有生产力构成生产者，而不可能是生产者构成生产力。唯物主义就把具有一

定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的劳动者认为是构成生产力的基本要素之一。这种观点当然是不正确的。 

因为生产力只是人的生产能力。这种生产能力，是人通过双手使用科学技术和劳动工具等进行生

产和劳动的能力。这种生产能力是没有独立性的，它只有在生产者进行生产和劳动的过程中才能

体现出来。可以说生产力的体现和产生，是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外部实物）和劳动工具等构成生

产矛盾相互作用的结果，但唯物主义则认为，劳动者、劳动对象（所能加工的一切物质资料）和

以生产工具为主的劳动资料，这三个基本要素是构成生产力的基本要素。这样，就把生产力的产

生条件和原因，当作了生产力的构成要素了。  

  其实，生产者、生产对象、生产资料（包括生产工具）和科学知识，都是产生和体现人们生

产能力的条件和原因，而不是构成生产力的要素。所以，只有人们掌握了一定的科学知识的时

候，科学知识才能转化为人们生产的科学技术，继而转化成人们的生产能力，但不能直接说，科

学技术就是生产力。因为，科学知识和一定的科学技术只有被人们掌握和运用后，才能转化成人

们的生产能力。如果不被人掌握和运用，那科学知识就是科学知识，科学技术就只是科学技术，

而不是生产力。 还有劳动对象（在生产过程中所能加工的一切物质资料），那也只是劳动资料而

已，它不是生产力的组成部分，它只是产生生产力的其中一个条件。因为人们只有在加工和改造

物质资料的过程中，才能体现出一定的劳动能力。就是说，人们的劳动能力是在加工和改造具体

事物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但不能说，人们的劳动对象（各种具体的事物）是生产力的组成部

分。  

  比如，一块田地、一个煤矿、一座大山等等，这些都是人们的劳动对象，难道说，这些都是

生产力？当然不是。虽然生产力是人们（生产者）同具体事物构成矛盾相互作用后所体现出来

的，但不能说，劳动对象是生产力，也不能说，有一定技能的劳动者是生产力，更不能说劳动条

件和劳动工具是生产力。因为，劳动对象（各种具体事物）、劳动条件和劳动工具还有科学技术

等，如果不与人构成矛盾，并作用于人，那么人的劳动能力就体现不出来。就是说，这些人们进

行劳动和生产的各种矛盾因素，都是体现和产生人们的生产能力的矛盾方面，是这些矛盾方面共

同产生了人们的劳动能力，但不能说，这些矛盾方面就是生产力的构成要素。 比如，人们的大脑

思维构思了一篇文章，在这里，文章是大脑思维的产物，但不能说，文章的构成要素是大脑思

维，或者说，大脑思维是构成文章的基本要素，而只能说，人们的大脑通过一定的思维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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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出了一篇文章。就是说，文章是大脑劳动的产物。还有，人类是地球通过几十亿年的矛

盾变化产生出来的“新事物”，所以说，是地球创造了人类。这时，我们只能说地球是产生人类

的“母亲”，但我们不能说，地球是人类的构成要素，或者说，地球是构成人类的基本要素。这

就说明，那些体现和产生人们生产能力的因素，都是使生产力产生和体现出来的原因和条件，但

不是生产力本身。  

  也许，唯物主义也想表达和说明，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劳动者是形成和产生人们生产力的

原因和条件，但为什么总是把这三者定义成生产力的构成三要素呢？要知道，构成要素和形成因

素那是截然不同的。只所以会形成这种观点，原因很简单，就是没有真正搞清生产力和生产者的

真实含义和关系。  

  从上面可以知道，生产力就是人的生产能力。这种生产能力只是人们在劳动和生产中体现出

来的一种能力。它不能包括生产者，并替代和等同生产者，但生产者则可以包括生产力，因为生

产力是依附在人身上的。没有生产者这个人，是不会有人的生产能力的。所以，可以这样确切的

说，具有生产能力的人就是生产者，但不能说，具有一定生产经验和技能的劳动者就是生产力，

而只能说，具有一定生产经验和技能的劳动者就具有一定的生产能力。这说明，唯物主义混同了

生产力和生产者两个概念。  

  当然，宇宙中具有劳动和生产能力的不只有人类，动物也能进行简单的劳动，像小燕子筑的

巢，就是燕子通过勤奋的劳动“生产”出来的“产品”。还有蜂蜜，也是小蜜蜂通过勤奋的劳动

“生产”出来的“产品”。不仅动物能够进行“劳动”和“生产”，每个具体的事物也能“劳

动”和“生产”，但具体事物的“劳动”和“生产”，与人和动物的都不同，因为它只有是在自

身的矛盾转化和超越过程中，才能体现一定的“劳动”和“生产”。像水通过冷空气的矛盾作用

后，就超越自我创造出了冰。可以说，冰就是水超越自我创造出来的“新产品”。  

  从上面可以看出，生产者又是不同的。人这样的生产者就与动物和具体事物那样的生产者有

所不同，因为人类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有计划、有目的的生产和创造。而动物和具体事物则

只能本能的或通过自身的转化而进行“生产”和“创造”，所以，一般生产者的概念是指具有劳

动和生产能力的人，但人（生产者）由于自身的特殊属性和不同的劳动形式，又分为脑力劳动者

和体力劳动者两种。脑力劳动者一般都是管理人员和统治者，体力劳动者则基本上都是被管理和

被统治者。而管理者和统治者大多都是拥有和掌握财富及权力的人，这些人掌握着一定的生产资

料和生产制度，可以支配和欺压那些从事体力劳动的人。而靠体力劳动生存的人，基本上都是贫

穷的无产者。就是说，被管理和被统治的生产者，大多数都是没有权利和财富的人。这样就形成

了两个对立面，即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而这两个对立面的生产者，会

在生产中结成不同形式的矛盾。像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支配和被支配的矛盾，统治和被统治的

矛盾等等，这些矛盾产生的原因，当然是统治者（脑力劳动者）所制定的不合理的生产和产品分

配制度。这些制度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产品分配制、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待遇规定等等，如果

这些生产制度、劳动待遇和产品分配制度等不合理，不适合被统治者的利益，那么，被统治者就

会起来反抗统治者的不合理的生产分配制度。这样，就产生了生产者之间的生产矛盾。在这里可

以看出，生产矛盾指的是生产者在生产中结成的矛盾，也同时可以看出，生产资料所有制制度、

产品分配制度等生产制度，是引起生产矛盾的根本原因。而这些建立在生产上的一些政治、法

律、制度、设施和道德规范等，则被唯物主义认为是上层建筑。其实，所谓的上层建筑也不过是

统治者对被统治者所制定的生产规定和劳动、分配制度等。这些生产规定和劳动、分配等制度，

也可以称为政治制度和国策（国家的生产和劳动政策）。政治制度和国策只是引起生产者[统治者

（脑力劳动者）和被统治者（体力劳动者）]之间的矛盾的原因，但不是社会基本矛盾的矛盾方

面。就是说，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者之间的矛盾，而不是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生产力和生产



关系之间的矛盾。  

    

  三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  

    

  为了更清楚的说明，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矛盾，就让我们把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这两个概念

之间的关系搞清楚。那么，什么是生产关系呢？我们知道，生产者在生产中会结成一定的矛盾关

系，而生产关系就是指生产者在生产中结成的矛盾关系。  

  当然，有怎样的生产者之间的矛盾关系就会有怎样的生产关系，而有怎样的生产关系，也会

有怎样的生产者之间的矛盾关系，这是一致的、统一的。比如，原始社会的生产者之间的矛盾关

系，是原始人群的首领和不同级别猿人共同狩猎式的矛盾关系，所以，那时候也一定会有与之相

一致的原始社会的生产关系。而封建社会的生产者之间的矛盾关系，是地主和农民之间剥削的矛

盾关系，所以，那时候也一定会有与之相符的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这说明，生产关系是随着生

产者之间的矛盾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发展而发展的。  

  但是，生产力不能独自与生产关系产生矛盾关系，它只能与生产者一起，在生产中结成不同

形式的生产关系。就是说，生产力也是从属性的构成生产关系的一个要素，从属性的决定生产关

系的一个要素，这就使生产关系中也包含有一定的人们的生产力的矛盾关系。但不是说，生产力

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因为，生产力不能独自存在，它是依附在生产者

身上的从属“事物”，所以，脱离生产者，生产力也是无法独自决定生产关系的。比如，一个具

有一定生产能力的生产者，他如果不进行劳动和生产，那么，他就不能产生一定的生产关系，而

他自身的生产力也是不能脱离他而独自产生生产关系的，只有生产者进行一定的劳动和生产，才

能在生产过程中结成不同形式的生产关系，依附在这个人身上的生产力也才能跟着一起产生生产

关系。这说明，形成生产关系的主要因素是生产者和生产者的劳动，而决定生产关系的主要因素

也是生产者和生产者的劳动，但决不单纯是依附在生产者身上的生产力。因为，生产力只是生产

关系的一个从属性的构成要素，它不能独自存在，更不能独自与生产关系构成矛盾并决定生产关

系，它只能与生产者一起在劳动和生产中构成和决定生产关系。  

  从上面可以看出，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矛盾，即生产者在生产中结成的矛盾，而不是生产

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因为，生产矛盾中，已经包括了生产者在生产

中所结成的各种不同形式的生产矛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生产力   生产关系   生产者   上层建筑   经济基础   社会基本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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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2013-07-26 13:08:46 

  分配与消费才是真正的矛盾。 

生产矛盾确实是基本矛盾？  孙红霞  2012-09-08 10:44:52 

  人类是群体性的动物，也是社会整体中的人，个体的欲望与整体的欲望是统一的。人类群体始终处在为了生存而进行

的衣食住行的生产矛盾中，这种矛盾贯穿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只不过原始社会是原始雏形的生产矛盾形式，共产主义社

会是高级发达的生产矛盾形式而已。 

人类的个体欲望与系统平衡间的矛盾  易之弧  2012-09-07 22:21:48 

   

矛盾无处不在  孙红霞  2012-09-02 14:40:42 

  人类最基本的是衣食住行的生产和劳动。而在生产和劳动中结成的矛盾就是社会的基本矛盾。没有人们生产中的压迫

和被压迫、剥削和被剥削、管理和被管理等的矛盾，人们需要进行自由和平等的人权斗争吗？  

  不是我泛化矛盾，而是矛盾无处不在。 

嗯？  laoda  2012-09-02 06:23:11 

  生产本身谈不上矛盾，人与人之间的一切矛盾就是权利问题。所以，人权是基本矛盾。  

  孙博士是不是把“矛盾”泛化了？有点把毛泽东的《矛盾论》提得太高了？宇宙是高度统一的，也可以说，宇宙中不

存在矛盾。 

宇宙存在的本质就是矛盾  孙红霞  2012-09-01 15:20:16 

  宇宙是一个矛盾体。这个矛盾体的基本载体就是物质和意识的统一体，简称物意体。物意体具有很多矛盾属性，像自

然和超自然、有限和无限、运动和静止、虚空和实在、新和旧等，这些属性都是依附在物意体之上的，可以说，物意体承

载了宇宙间所有的矛盾属性。是各种矛盾的统一体。这个矛盾统一整体时刻都处在新和旧、始和终、产生和消亡、运动和

静止、有限和无限……的矛盾更替中，没有哪一瞬间是绝对单纯的新世界运动的开始，也没有哪一瞬间是绝对单纯的旧世

界静止的终结，整个宇宙就是在这种矛盾更替中永恒地发展着的。而人们认识世界就是认识它的矛盾性，改造世界就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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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世界的矛盾问题，创造世界就是制造新的世界矛盾形式。矛盾性是宇宙的根本属性，没有矛盾就没有宇宙的存在。而整

个宇宙产生-发展-灭亡更替的规则就是对立统一的辩证法法则。在这里，辩证法还真是打开宇宙之门的钥匙，如果不用这

把钥匙还真无法全面正确地认识宇宙。 

女人的思维能力不次于男人  孙红霞  2012-09-01 15:08:53 

  欢迎古拉格朋友探讨和交流！在历史上研究哲学的几乎清一色都是男人，说明男人的思维很活跃，但不能说明男人就

真的比女人强，或女人就天生愚笨。因为女人的思维能力与男人一样，只是历史发展的原因，使得女人不能像男人那样风

风火火的做事情。  

  至于哲学研究，那需要看这个人的抽象思维能力的强弱，而不是看这个人是男或是女，如果百花齐放的男人看不清楚

的事情，女人能看清楚，那也是人类的幸事。 

兼听则明  古拉格  2012-09-01 13:26:35 

  研究哲学的女生不多，向您致敬；  

  孙小姐很有格局，从人类哲思到宇宙，气吞万里如虎；  

  辩证法绝不是万能钥匙；  

欢迎讨论！  孙红霞  2012-08-31 10:58:43 

  我文中已经说了，生产力不等于生产者，生产者是包含生产力的。朋友也认同我这个观点。另外，没有生产者的劳动

就没有生产这个词，只有生产者进行生产和劳动才有生产，我没有混淆两者的概念。  

  还有，生产者是指具有生产能力的人，即是说，只要这个人具有生产能力他就是生产者。但生产者如果不进行劳动和

生产，那这个生产者就不能产生生产力。生产者有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两种，比如，科学家、高级管理者、统治者，

这些人都是脑力劳动者，谁说他们不是生产者，如果没有这些人的脑力劳动，体力劳动者能科学地有组织地进行生产和劳

动吗？诸葛亮不亲自上战场拼杀，你能说诸葛亮不会杀敌？他的功绩在于他的脑力劳动。有时候脑力劳动者一个主意，一

个点子，一个计谋，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赢得一座城池，他们的劳动比有些体力劳动者还伤身费神。周总理就是因为操心

过度而伤了身体，你能说他不是生产者。  

  只要具有生产能力的人都是生产者，只是分工不同。  

    

不可混淆概念  焉如  2012-08-30 20:58:49 

  生产力不等于生产者，生产者却一定包含了生产力。生产力主要体现在生产工具和先进工艺流程中，掌握先进工具和

科技流程的生产者在生产中实现了生产力的突飞猛进。生产和生产者不是一个概念。脑力劳动与脑力活动也不是一个概

念。作者将生产与生产者混淆，因而将生产管理者与生产者混为一谈，将脑力劳动与脑力活动混为一谈，从而将统治者与

脑力劳动者混为一谈，在你的笔下，统治者压迫者也成了劳动者，你把截然不同的人群一锅烩了，都是生产者劳动者，无

非分工不同罢了。介入生产活动的资本家与高管并不是生产者，而是管理者，统治者压迫者整天动脑子剥削人，但并不是

劳动者。 

是人权矛盾吗？  孙红霞  2012-08-25 16:49:33 

  生产矛盾中已经包含了人权矛盾，生产矛盾指生产者在生产和劳动中结成的矛盾。人权矛盾指受不平等待遇的人们争

取自由和平等的矛盾斗争。人类社会中只要存在着差别和不同就会引起各种不平等，而这些不平等恰好就体现在人们的生

产和劳动中。因为生产者本身就有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压迫者和被压迫者、无产者和有产者、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等

的差别，是这些差别造成了各种不平等的人权矛盾。就是说，没有人们不平等的生产矛盾，就没有人们争取自由和平等的

人权斗争。这说明，生产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而人权矛盾则是生产矛盾的一部分。它不能独立作为人类社会的基

本矛盾。 

嗯？  laoda  2012-08-18 07:27:02 

  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应该是人权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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