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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探讨生产力标准应从多维度、多层次进行 ,既要坚持唯物主义原则 ,又要运用辩证法方法。

文章指出 :生产力标准既是真理标准又是价值标准 ,既具有一元性又具有多样性 ,是真理与价值、一元性

与多样性的统一。生产力标准的多维性要求我们既要重视自然生产力 ,也要重视社会生产力 ;既要重视

物质生产力 ,也要重视精神生产力和人才生产力 ;同时还要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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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些年来 ,生产力标准一直是我国理论界

关心和探讨的热点。究竟怎样正确理解这一标

准 ,在什么意义下使用这一标准 ,仁者见仁 ,智

者见智。笔者认为 ,探讨和理解生产力标准 ,必

须从多维度、多层次进行 ,坚持唯物主义原则 ,

坚持历史主义态度 ,运用辩证的科学方法。

　　一、坚持唯物主义基本原则 ,科学表
述“标准”

　　生产力标准因研究视角和评判目的的不同

而表现为不同的标准。在检验人们对历史发展

规律的认识的意义上 ,它是衡量认识正确与否

的真理标准 ;在评价人们社会实践活动的意义

上 ,它又是价值标准。

1. 生产力作为人们考察和研究的认识对象

时 ,它是衡量人们对其认识正确与否的惟一的

真理标准

生产力作为人类认识、适应、改造和利用自

然 ,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客观物质力量 ,是

人类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决定力量 ,这是一个

客观的历史事实。在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中 ,

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制约着生产关系的变化 ,

而随着生产关系总和 (经济基础) 的变革 ,整个

思想和上层建筑也必然要发生变革 ,这样 ,生产

力就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历史

唯物主义揭示出了这一真理。它将成为我们进

一步深入理解生产力、全面发展生产力的理论

指南和实践起点。人们关于生产力的认识 ,只

能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 ,以实际存在并不断

发展的现实生产力为对象 ,如实地反映并揭示

生产力发展的现状、特点和规律。在这种认识

论意义上 ,客观存在并不断发展的生产力就是

衡量认识是否正确的惟一的真理标准。舍此 ,

没有别的标准。

2. 生产力标准更多地是作为评价标准使用

的 ,它是评价人类社会实践活动是非得失的根

本性的价值标准

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而实践活动

是实现目的、追求价值的创造活动 ,其根本任务

就是实现特定的价值、满足特定的需要。实践



活动如果不能实现价值、满足需要 ,那么 ,人们

也就无需实践、无需创造。然而 ,实现什么样的

价值 ,满足什么样的需要 ,不同的人、不同的阶

级则是不同的 ,甚至是完全对立的。这就需要

首先确立一个科学的价值目标 ,作为评价和规

范实践活动的价值标准。邓小平同志依照历史

唯物主义基本原理 ,紧紧抓住社会主义本质 ,提

出了评价我们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

———生产力标准 ,后来又将它丰富发展为“三个

有利于”的标准 ,今天 ,江泽民同志又进一步提

出了“先进生产力”的标准 ,这就为建设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提供了明确的价值目标 ,指明了

奋斗方向。生产力标准以“三个有利于”的标准

与“先进生产力标准”关注以及强调人民群众的

利益和需要 ,要求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主义价

值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充分实现广大人民

群众的目的和价值 ,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 ,

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价值观 ,

是我们评价和判断一切工作的最高标准。

3. 生产力标准同时又是真理标准与价值标

准的有机统一

如上所述 ,在认识活动与实践活动相区分

的意义上 ,生产力标准可以区分为真理标准和

价值标准。然而 ,在现实活动中 ,认识与实践是

无法截然分开的 ,尤其重要的是 ,生产力标准关

涉社会内容与规律 ,这就使它既不是单纯的真

理标准 ,也不是单纯的价值标准 ,而必然同时是

二者的统一。一方面 ,在人类活动中 ,物的尺度

与人的尺度是不可分离地相互作用着。具体到

生产力上 ,社会主体必须从现有的生产力出发 ,

这是他们不能自由选择的既得的物质力量 ;同

时 ,实践过程又突破了原有生产力的界限 ,提升

了主体的素质 ,提高了主体改造和利用自然的

能力 ,形成了更高的生产力。在这里 ,生产力既

代表着物的尺度 ,又体现着人的尺度。它既是

历史发展的物质基础 ,又是历史主体的价值实

现。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既是历史发展的规律 ,

又是人的价值创造、价值活动的规律。因此 ,生

产力标准是真理标准与价值标准的统一 ;另一

方面 ,在人类社会中 ,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决定

性与历史主体的选择性和创造性是分不开的。

因为说到底 ,“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

的活动而已。”社会关系的必然性、历史发展的

决定性都是在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中形成的 ,是

社会的人以其活动创造生成的。如果没有人的

创造与选择的社会活动 ,也就不存在相关的必

然性和决定性。这说明 ,在社会历史领域 ,历史

发展的必然性就是历史主体的创造性和选择性

发展的规律性 ,而在历史主体创造价值、发展自

我的过程中同时又生成和诞生历史必然性 ,书

写着漫长的历史画卷。具体到生产力上 ,负载

着主体价值的生产力和客观地发展着的生产

力 ,特别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主流

生产力和代表社会历史前进方向的先进生产力

是二位一体的 ,是价值与真理的辩证统一。

　　二、运用辩证的科学方法 ,具体分析
“标准”

　　生产力标准不仅是真理与价值的统一 ,而

且是一元性与多样性的统一。对此 ,必须运用

辩证的科学方法 ,多维度、多层次地考察 ,深入

具体地分析。

1. 生产力标准无论作为真理标准还是价值

标准都具有多个层次 ,本身是一元性与多样性

的统一

根据马列主义经典论述 ,生产力既是一个

高度概括、高度抽象的概念 ,又是一个极其丰富

和非常具体的概念。换言之 ,生产力标准既具

有一元性 ,又具有多样性 ,是一元性与多样性的

统一。生产力标准的一元性与多样性是指 ,生

产力本身具有很多层次 ,是一个庞大的复杂系

统 ,生产力标准因此必然是抽象与具体、绝对与

相对、一与多的辩证统一。

在此 ,我们可以把生产力系统划分为两大

类 ,即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这两大类又

可以进一步划分为更具体的不同层次。

关于自然生产力的思想 ,马克思早就有过

很多论述。马克思指出 :“人在生产中只能象自

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 ,就是说 ,只能改变物质的

形态。不仅如此 ,他在这种改变形态的劳动中

还要经常依靠自然力的帮助。”[1 ] (P56 - 57) 又说 :

“问题不只是劳动的社会生产率 ,而且还有由劳

动的 自 然 条 件 决 定 的 劳 动 的 自 然 生 产

率。”[2 ] (P864)“经济的再生产过程 ,不管它的特殊

的社会性质如何 ,在这个部门内 ,总是同一个自

然的再生产过程交织在一起。”[3 ] (P399)因此 ,“自

然界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的源泉。”[4 ] (P15)

马克思又指出 :“由于占有资本 ,尤其是机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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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形式上的资本 ,资本家才能攫取这些无偿的

生产力 :未开发的自然资源和自然力 ,以及随着

人口的增长和社会的历史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劳

动的全部社会生产力。”[5 ] (P190)根据马克思自然

生产力的思想 ,结合现代生态学、生态经济学及

环境科学的成果 ,我们将自然生产力又划分为

两大层次。第一层次是以太阳能、土地、水源、

煤炭、石油、电力、原子能等为主要内容的自然

力 ;第二层次是以绿色植物的生产力、动物的生

产力和生态的生产力为主要内容的自然界的生

产力 ,它们又常常被称为第一性生产力 (原生生

产力) 、第二性生产力 (次生生产力)和综合生产

力 (生态生产力) 。[6 ] (P246)

社会生产力 ,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 ,

又可分为物质生产力、精神生产力和人才生产

力三个层次。在《经济学手稿》(1857 - 1858)

中 ,马克思明确提出了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

力的概念。马克思指出 :“货币的简单规定本身

表明 ,货币作为发达的生产要素 ,只能存在于雇

佣劳动存在的地方 ;因此 ,只能存在于这样的地

方 ,在那里 ,货币不但绝不会使社会形式瓦解 ,

反而是社会形式发展的条件和发展一切生产力

即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主动轮。”[7 ] (P173)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序言中

又明确提出了人的生产 ,并把它与物质生产相

并列。恩格斯说 :“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

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

的工具的生产 ;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 ,即

种的繁衍。”[8 ] (P2)在《费尔巴哈》一文中 ,马克思

和恩格斯则明确提出了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

人的生产 ,并认为三者是相统一的。马克思和

恩格斯首先指出 :“人是从事活动的 ,进行物质

生产的 ⋯⋯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

与人们的物质活动 ,与人们的物质交往 ,与现实

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精神生产也是

这样。人们是自己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

者。”[9 ] (P29 - 30)又指出 :“一开始就纳入历史发展

过程的第三种关系就是 :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

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 ,即增殖。”

最后 ,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道 :“不应把社会活

动的这三个方面看作是三个不同的阶段 ,而只

应看作是三个方面 ,或者 ,为了使德国人能够了

解 ,把它们看作是三个‘要素’。从历史的最初

时期起 ,从第一批人出现时 ,三者就同时存在

着 , 而且就是现在也还在历史上起着作

用。”[9 ] (P33 - 34)

物质生产力是指人类在同自然物质交换过

程中把自然物改造为人类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

的能力。它由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工具、劳

动对象等实体性要素构成 ,同时还内含科学技

术、管理、分工、智力资本等非实体性要素。精

神生产力是指精神生产者产出社会的政治、法

律、哲学、科学、文学、艺术、道德和宗教观念、意

识、思想和理论等精神产品的能力。它是知识

形态和观念形态的生产力 ,是人类从“理论上征

服自然”、社会和人本身的精神力量。[10 ] (P570) 它

由精神生产者、精神生产资料、精神生产对象等

实体性要素 (硬件) 和非实体性要素 (软件) 组

成。人才生产力是指人才生产者运用人才生产

资料以人为生产对象生产出人才产品的能力。

它是以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

的第三种生产力 ,主要由人才生产者 (包括父

母、教师、医生、宣传工作者等) 、人才生产资料
(包括教学手段、图书资料等) 和人才生产对象
(即受教育者) 三种要素构成的庞大的社会系

统。

社会生产力作为物质、精神和人才三种生

产力的综合 ,它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

其中 ,物质生产力是基础 ,精神生产力是关键 ,

人才生产力是主体 ,它们一起构成人类社会的

整体生产力 ,推动社会整体的进步与发展。

在整个庞大的生产力系统中 ,自然生产力

是其前提和基础 ,社会生产力则是其主体和核

心。前者是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的自然前提 ,

后者则是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根

本力量。

2. 生产力标准作为价值标准 ,从整体上看 ,

对实践活动提出的新要求

生产力标准作为价值标准 ,抽象地讲 ,是评

价整体生产力的惟一标准。生产力的发展意味

着历史的进步 (包括自然历史和社会历史) ,意

味着社会的发展 ,意味着主体需要的满足。在

这里 ,生产力作为评价标准 ,宇宙史的发展方向

与人类史的发展方向具有相同的方向和共同的

标准。从宇宙的发展史看 ,这是历史事实 ;从人

类的发展方向看 ,这是必然方向。这种宇宙史

与人类史同向一致的事实集中体现或表明了生

产力标准的真理性与价值性的内在统一和水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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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融。

然而 ,人类的出现标志着宇宙历史发展到

了一个新的“关节点”:自然界物质发展的必然

性与人类意识固有的超前性交汇在一起 ,构筑

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新平台 :自然通过人的发展

和人通过自然的发展的全新历史又开始了。具

体到生产力上 ,我们说 ,自然生产与社会生产、

自然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之间的辩证关系 ,揭

示了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依赖、互动进化的内在

机制。生产力标准给人类实践活动提出的要求

是 ,既要发展社会生产力 ,又要发展自然生产

力 ,并使二者协调一致地互动发展。从这里可

以看出 ,当代生态危机的物质根源不是别的什

么 ,而就是长期以来 ,人们片面追求社会生产的

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增长而无视自然生产的发

展和自然生产力的补偿的恶果 ,是人们未能处

理好自然生产与社会生产、自然生产力与社会

生产力之间辩证关系的结果。长期以来 ,人们

一味地向大自然索取 ,急功近利地发展社会生

产 ,完全不顾自然生产的再生能力和承受极限 ,

导致自然生产破坏、自然生产力锐减。结果 ,社

会生产的物能需求与自然生产的物能供给之间

出现了供不应求和尖锐矛盾 ,自然生产力的破

坏反过来又严重抑制和破坏着社会生产力的正

常发展。这就是生态危机的物质内容和实质。

从自然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的关系看 ,生态危

机是片面发展社会生产力无视自然生产力的恶

果 ,是“人类主义”导致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

和人与自然的共同危机 ,其实质是人类的危机、

文明的危机。针对这一严重的现实 ,有的学者

又从“人类主义”的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自

然主义、生态主义、零增长理论等就是其代表。

这些观点的实质是只承认和追求自然生产力的

发展 ,而否定和反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种

割裂自然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并把二者绝对对

立起来的观点在理论上是错误的 ,在实践上是

行不通的。它们既不符合人类的根本利益 ,也

与全部宇宙发展史的根本方向相违背。惟一正

确的态度是 ,既发展社会生产力 ,又发展自然生

产力 ,并使二者协调一致、互动发展。

3. 生产力标准作为价值标准 ,从微观上看 ,

对实践活动提出的新要求

首先 ,从自然生产力的内部层次看。在自

然生产力中 ,以太阳能、土地、水源、煤炭、石油、

电力、原子能等为主要内容的自然力是其前提

和基础 ,而作为自然界的生产力的植物、动物和

生态的生产力则是其主体和核心。一方面 ,太

阳能、土地、水源等自然力不仅是植物发生的必

要前提和物质基础 ,而且是植物发展的自然条

件、物质场所和生命要素 ,因此 ,它也是全部自

然界的生产力的自然前提、物质基础和生命要

素。另一方面 ,植物、动物和生态又不是自然力

的简单相加 ,而是对它们的质的超越和层次的

跃升 ,是从非生命到生命的质变 ,是从自然力到

自然界的生产力的飞跃。显然 ,要是没有生命

的诞生和生态的出现 ,是无所谓生物及其生产

的。如果这样 ,也就不会有人类社会的诞生 ,也

就谈不上任何生产力。而自然界的生产力一旦

登上历史舞台 ,全部生产力的飞跃发展就会不

可遏制。在自然界的生产力中 ,绿色植物的生

产力是基础 ,动物的生产力是核心 ,生态的生产

力是关键。这是因为 : (1)地球上的一切生物的

生存都依赖于绿色植物 ,绿色植物是惟一将无

机物转化为有机物、将太阳能转化为化学能的

生物。全部庞大的动物界 (包括人类)直接或间

接地依赖于消费绿色植物而生存。其中 ,森林

是绿色植物的母地 ,植被是绿色植物的主体。

它们是植物生产力最旺盛、最集中的地方。据

日本学者计算 ,日本森林除去木材价值和旅游

价值外 ,在涵养水源、防止水土流失、供氧、保护

鸟类、休养保健诸方面创造的价值 ,相当于

1972年日本全国财政预算的总值。至于在调

节气温、降低噪音等方面的环境保护作用 ,还难

以做出经济评价。正因为如此 ,现代生态学者

主张 ,评价环境质量的最优标准是 :“在这个环

境中 ,一个地区的‘初始生产力’可以接近或达

到其理论上最大值”[6 ] (P245) ; (2) 动物是生物界

惟一具有主动性的生物 ,它是生态系统中最活

跃的力量和最重要的结构单元。第一 ,动物既

源于植物又高于植物 ,它是惟一能活动的生物 ,

这就使它具有了植物无法比拟的主动性、适应

性和创造力。生态系统因此获得了全新的成员

和要素 ,生态本身的整体功能也得以丰富、改善

和创新。第二 ,动物又是全部生物中种类最多、

层次最多、形态功能也最多的一大类 ,而且它们

本身就是一个生态系统 ,具有层次等级和动态

发展的上升序列。第三 ,动物一方面直接或间

接地消费着植物 ,生产着自身 ,丰富着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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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因库和自然生产力资源 ,又刺激着植物的

自然生产力 ,扩大着植物生产的范围 ,提升着植

物生产的质量 ,丰富着植物生产的品种 ,拓宽着

生态系统的疆界。最后 ,也是最重要的方面 ,动

物的进化发展还直接孕育了人类诞生的自然条

件和生理前提。而这正是人类产生的最重要前

提之一。缺少了这一点 ,生态系统的进化就不

可能发展到更高的层次 ,自然生产力就不可能

进入到社会生产力 ,生产力自身的发展也就摆

脱不了盲目性和自发性。(3) 生态生产力作为

一个始终起作用的总的生产力 ,它又是整个自

然生产力的关键。生态生产力不仅包括植物和

动物的生产力 ,而且也包括综合起作用的自然

力。更重要的 ,它不是这些因素的简单相加 ,而

是它们的有机整体。因此 ,生态生产力作为一

个整体是比植物生产力和动物生产力高一个层

次的综合生产力 ,它的存在与发展直接制约并

决定着其它生态要素和单元的生存与发展。事

实上 ,植物和动物都生存于生态环境之中 ,而

且 ,它们作为一个系统自从诞生之日起 ,就一刻

也不停地与其生态环境进行着物质的、能量的

和信息的交换与交流。土地、水源、森林、阳光 ,

等等 ,它们都参与植物和动物与生态环境的交

换。它们或者作为原料 (物质) ,或者作为动力
(能量) 。因此 ,生态系统对植物和动物的生存

和发展具有全局性的意义。生态系统如果遭到

破坏 ,譬如臭氧层被严重破坏 ,整个生态系统就

会面临解体和毁灭 ,生物系统自身的生存也将

失去保障。所以 ,保护生态环境已经成为摆在

全人类面前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时代课题。对

此 ,江泽民同志指出 :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

力。

其次 ,从社会生产力的内部层次看。在社

会生产力中 ,物质生产力是基础和前提 ,精神生

产力是关键和先导 ,人才生产力是主导和主体。

这是因为 :第一 ,物质生产力作为人类改造自

然、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 ,它是社会一切存

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前提。人们首先要进行

物质生产 ,生产出足够的物质产品 ,解决人们的

衣、食、住、行等问题 ,然后才能从事文化科学艺

术和其他精神生产活动。马克思指出 :人“为了

生活 ,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它东西。因

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

料 ,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9 ] (P32)“物质生活的

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

神生活过程。”[11 ] (P82)因此 ,物质生产的发展 ,是

精神生产和人才生产的基础和前提。例如 ,在

1866 年的大饥荒中 ,有 100 万印度人被活活饿

死 ,而这种情况在现代就很少发生。究其原因 ,

就是因为当时的物质生活资料不足 ,水利灌溉

等物质生产落后。第二 ,精神生产力作为知识

形态和观念形态的生产力 ,又是社会生产力的

关键和先导。人的实践活动都是有目的有计划

的自觉活动 ,其中贯穿着智力的运作、思维的创

造和知识的应用 ,自始至终体现着精神生产的

关键与先导作用。一方面 ,从人自身看 ,精神生

产即观念、意识、智慧的形成与生产乃是人之为

人的本质规定之一 ,是人的社会属性的重要方

面。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 ,现代社会正在实现

以体力为主的生产劳动向以脑力为主的生产劳

动的全面过渡 ,精神生产的地位越来越突出、作

用越来越大 ,它在主体身上已成为关键性因素

和主导性力量。另一方面 ,从物质生产看 ,精神

生产始终是起作用的重要力量。精神生产独立

并领先于物质生产 ,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巨

大的进步。精神生产的重大突破往往导致物质

生产的飞跃性发展和社会实践的革命性变革。

众所周知 ,没有电学理论 ,就不会有电力革命 ;

没有科学社会主义 ,就不会有社会主义革命和

社会主义制度 ;没有邓小平理论 ,就不会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 ;

等等。从精神生产指导社会实践的意义上看 ,

不是实践决定认识 ,而是认识决定实践 ,正确的

认识决定正确的实践。列宁指出 :“没有革命的

理论就不可能有革命的运动。”邓小平同志也反

复指出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领袖们的话

正是对精神生产力关键性、先导性的高度概括。

第三 ,人才生产力又是全部社会生产力的主体

和主导。一方面 ,全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都

离不开人 ,人总是全部生产的实践主体。没有

人 ,就谈不上其它生产。马克思指出 :“人本身

是他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基础 ,也是他进行的其

他各种生产的基础。”[12 ] (P300) 另一方面 ,人才的

生产又需要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一定发展作

保障。人既是物质性实体 ,又是精神性实体。

人才的生产既要造就强健的体魄 ,又要培养发

达的智力 ,其产品是德、智、体、美素质兼备的时

代新人。因此 ,人才生产过程是使人成为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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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格产品的“精加工”和“深加工”过程。无论

是生养还是教育哪个阶段 ,其手段、过程和产品

都是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相结合的统一体。物

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条件、性质、水平和规模决

定和制约着人才生产的成果和水平 ,没有物质

生产和精神生产一定发展作保障 ,人才生产的

目标是无法达到的。再一方面 ,人才生产在现

代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它在全部生产中意义

最大、价值最高、最具超前性。在当代 ,与物质

生产和精神生产的高度发展相比较 ,人才生产

相对处于落后和滞后的水平。发达的物质生产

和精神生产对人才生产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要

求 ,对社会的计划生育、优生优育、医疗保健、教

育教学以及职业教育、终身教育等工作都提出

了全新的要求、内容和目标。一句话 ,人才生产

的优先地位和主导作用在当代已经凸显出来

了 ,体脑结合、素质兼备的全新主体已成为新世

纪社会实践的主导力量和主体大军了。

总之 ,自然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是相互制

约、交织在一起的。这是当代生产力发展的显

著特征之一 ,也是全面评价生产力指标的重要

内容。在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各系统内

部 ,又存在着诸多层次和要素。它们既相区别

又相联系 ,相互作用 ,互动发展 ,共同构成为一

个整体。因此 ,科学全面地评价生产力既要使

自然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协调发展 ,又要使其

内部诸要素之间协调发展 ,既要宏观协调 ,又要

微观协调。由于发展的不平衡性 ,对于各个国

家、各个民族来说 ,特定时期生产力发展的重点

和难点又是各不相同的。对于我国来说 ,生产

力的发展在现阶段的重点应该是 ,在保证自然

生产力相应发展的前提下 ,重点和优先发展社

会生产力。在社会生产力中 ,发展物质生产力

是重点 ,发展精神生产力是关键 ,发展人才生产

力是难点。邓小平同志“三个有利于”的提出 ,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 ,“尊重知

识、尊重人才”的倡导 ,等等 ,实际上都是对我国

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系统论述 ,是对生产力标准

指标体系的一次次具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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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2exploration of the Criterion of Productive Force
JU Nai2qi1 ,XING Run2chuan2

(1.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 Zhengzhou 450002 , China ;2. Shanxi University , Taiyuan 030006 , China)

Abstract :Criterion of productive force is to be discussed from multi2dimension and multi2level ,

which sticks to materialistic principle with dialectical approach. It is pointed out in this paper that the

criterion of productive force is both the criterion of truth and value with unity and multiformity , and

the unification of truth and value. The multi2dimensional trend demands us to attach importance to

both natural productive force and social productive force ; or in other words , to both material produc2
tive force and spiritual and talent productive force. Meanwhile , we are supposed to deal with the rela2
tion between them.

Key words :criterion of productive force ;criterion of truth ;criterion of value ;unity ;multiform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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