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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发展动力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在批判继承西方传统社会发展动力

理论的基础上，运用唯物史观科学剖析社会历史发展的理论创新成果。马克思认为，社会历史发展的首

要动力是“人的现实生活需要”，根本动力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重要动力是“科学技术”，主体

动力是“广大人民群众”，四者交互作用共同推动社会发展前进。作为科学的社会发展动力思想，再次

对其进行研究和解读对于当前我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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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dea of the dynamics of social developmen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Marxism. It is a theoretical innovation resulting from Marx’s criticism and inheritance of the tradi-
tional Western theory of the driving force of social development, as well as the scientific analysi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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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using the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According to Marx, 
the primary driving force of social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is “the real-life needs of man”, the 
fundamental driving force is “the movement of basic social contradictions”, the direct driving force 
is “class struggle and social change”, and the main driving force is “class struggle and social change”. 
The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i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main driving force is “the masses 
of the people”. The interaction of the four factors jointly promotes the progress of social develop-
ment. As a scientific idea of social development power, its study and interpretation once again have 
important revelation value for the further deepening of reform in China at pre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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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社会究竟是如何发展前进的，古往今来中西方众多思想家都进行过探索，但始终没能给出科学的解

释。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思想摒弃了以往自然动力论、神学动力论和理性动力论的理论缺陷，基于历史

唯物主义的科学分析，认为以“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为核心的多种动力因素所构成的“历史合力”是推

动社会发展前进的动力所在。改革开放尤其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以来，党和国家在改革方面取得了突

破性进展并积累了诸多宝贵经验，推动了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向前发展。然而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

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新回顾研究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思想，对于推

动新时代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辟中国式现代化广阔前景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作用。 

2. 研究综述 

在国内研究方面，学者们从改革开放初期就开始关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并围绕该问题

发表了诸多见解。进入 21 世纪，尤其是近十余年以来，专门研究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思想的文章逐渐增

多，研究广度和深度都有了很大的提升。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考察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思想的理论渊源。诸多学者在阐述思想内容前首先进行了理论溯源，

例如谭小霞(2020)指出，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发展动力思想是在批判吸收多种动力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古

典经济学家的“生产力”动力思想、黑格尔的“绝对理性”动力思想、费尔巴哈的“人性”推动力思想

等，都为其理论建构提供了重要启示[1]。张小雪(2024)对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理论进行理论溯源，认为这

一思想是在批判借鉴古希腊的自然动力观、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性动力观、德国古典哲学的理性动力观和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动力观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形成的[2]。 
二是分析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思想的主要内容。国内学者普遍认为社会发展是“历史合力”推动的

结果，金光磊，霍福广(2017)指出，马克思认为社会发展动力是一个有机系统，包括根本动力系统、主体

动力系统、功能动力系统、渗透性动力系统等等[3]。姜浩(2023)也认为将“社会基本矛盾”、“阶级斗争

和社会改革”、“科技创新”以及“人民群众”等要素视为社会发展的推动因素是这一思想的基本观点

[4]。此外，随着科学技术发展不断深化，也有学者提出将科学、创新、文化等新的要素作为社会发展的

动力。张蕾(2014)在总结前人观点的基础上指出，以往的观点都抓住了社会发展动力系统的某一方面，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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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没有揭示社会发展动力的本质，只有创新才是社会发展的本质动力[5]。蔡青竹、胡文木(2024)则认为技

术决定论、媒介统治说和机器解放观等是对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理论核心观点的片面理解，只有遵循唯

物史观的思路，才能真正诊断出隐匿在技术进步之后的当代发展问题[6]。 
三是评析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思想的价值意义。谭小霞(2019)从全面深化改革的视角出发，认为全面

深化改革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

用，汇聚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合力等[7]。陈东，袁华(2022)认为这一思想以全新的角度揭开了推动社会发

展的神秘面纱，启示要正确认识基本矛盾，促进社会和谐有序发展；尊重劳动创造价值，激发人民群众

主体意识；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有效发挥引领支撑作用；推动世界普遍交往，共创共产主义理想社会[8]。 
在国外研究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通过独特的视角对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思想进行解构和阐释。

卢卡奇在肯定经济因素之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时，也反对马克思将其视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主张

以总体性范畴加以代替。马尔库塞认为理性在人类认识和实践活动中具有支配控制的作用，同时他吸取

了弗洛伊德关于爱欲的理论，将理性和欲望当作文明历史演进的推动力量。哈贝马斯则主张重建马克思

的社会发展理论，认为交往才是社会前进最基本的动力，生产力无法直接推动社会变革，解决社会问题

还是需要交往行为的变革。阿尔都塞既肯定了生产关系的决定性作用，又看到了社会结构中各客体要素

的相互作用，认为社会发展是社会内部诸多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关于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的探讨众多，形成了一系列丰富的理论成果，

对于当前研究具有重要价值意义。然而，现有研究较少从唯物史观出发结合马克思经典文本分析“人的

现实需要”这一社会发展的首要动力，也较少将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思想与当代改革发展结合起来进行

探讨。此外，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观点主要集中在理性、文化、精神、欲望等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

很多带有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色彩，应当在坚持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思想基本论述的基础上予以批

判吸收。鉴于此，本文力图坚持以唯物史观的科学方法剖析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思想的主要内容，并结

合当代改革的实际探讨其价值启示。 

3. 西方传统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的概述 

社会发展是由什么推动的？这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哲学问题，在唯物史观诞生之前，西方许多思

想家都尝试着进行解释和回答。归纳起来，西方传统社会发展动力理论主要包括将自然万物的始基视为

社会发展动力之源的自然动力论、将上帝视为“第一推动者”的神学动力论以及将理性、“绝对精神”作

为社会推动力量的理性动力论。由于受生产力发展水平限制，这些理论在给人以哲学启发的同时也存在

一定的局限性。 

3.1. 自然动力论 

古希腊哲学家在追寻宇宙万物运动发展的规律时，倾向于从自然界中去寻找答案，继而将社会发展

的动力归结为某种自然必然性。在这种用自然现象解释社会发展的思维范式下，哲学家们试图追溯世界

万物的始基，力求在万物本原的探索中阐释社会发展之动力。泰勒斯提出水本原说，认为水生万物，水

是万物运动变化的原因；阿那克西曼德则否认水本原说，他认为真正的本原应当是一种无定形的、超越

具体物质形态的原始存在——“无限定”，世界从它产生，又复归于它。赫拉克利特提出火本原说与逻

各斯说，将万物始基与运动变化之源统一起来，充满丰富的哲学思辨意味。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将古希

腊哲学推向鼎盛，他认为原子是构成事物的最小单位，万事万物的生成和灭亡也就是原子的聚散过程。

古希腊哲学家们从自然现象中寻求社会发展的动力，在坚持物质本原的同时却缺乏科学性，带有古代朴

素唯物主义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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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神学动力论 

中世纪欧洲战乱频发，民众深陷苦难，只能借宗教寻求精神寄托，哲学家们对于社会发展动力的探

讨也从自然领域转向神学领域。神学动力论主张上帝是万物的造物主，是社会运动发展的“第一推动者”，

代表人物主要是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奥古斯丁坚持上帝创世说，认为世间万物都是从上帝那里

得到存在，上帝通过语言便可以创造万物。此外，奥古斯丁还把《圣经》中有关“罪”的说法发展为“原

罪”说，“根据这一教义，亚当夏娃受蛊惑所犯下的罪，是世世代代遗传下去的原罪”[9]。作为对人“原

罪”的惩罚，上帝为人类增添了各种苦难进行赎罪，因而人类历史的发展可以说是上帝掌控下的不断赎

罪的过程。托马斯·阿奎那继承并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传统，通过其独创的“五路证明”系统论证

了上帝存在的必然性，证明了上帝是万事万物运动发展的终极动力因，是事物运动的“第一推动者”，

由此确立了神意对社会历史进程的主导作用。中世纪的神学动力论将人类关于社会发展动力的思考从朴

素原始的自然动力提高到了新的层面，但却滑向了唯心主义。 

3.3. 理性动力论 

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初，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家将人类历史进程视为绝对理性的

自我实现过程。他们认为理性是认识世界的最高原则，试图通过揭示理性的辩证运动来把握社会历史的

演进过程。康德认为，自然界的运行严格遵循客观规律，人类虽然具有意志自由，但依然要受制于自然

法则的约束，无法超越规律的限制。人类历史进程呈现出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尽管在历史发展

中的每个人看似都为各自的目标展开实践活动，但整体历史发展始终遵循着内在的自然法则，并朝着一

个终极目标演进。黑格尔在批判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建立了以“绝对精神”为核心的哲学体系。在

他看来，“绝对精神”首先是以逻辑的形式存在，然后通过自我外化生成自然界，最终在人类历史活动

中扬弃自然界实现向自身的复归。黑格尔认为“理性”支配并统治着世界历史，而这一“理性”实际就是

他所说的“绝对精神”，世界历史的发展即为“绝对精神”的外化过程。理性动力论坚持社会意识决定社

会存在，这种头足倒立的历史哲学本质上仍然属于唯心主义范畴，但其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也为马克思建

立科学的社会发展动力思想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4. 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思想的理论建构 

马克思在批判继承西方传统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的基础上，对以往社会历史发展进行考察，进而从“人

的现实需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科学技术”以及“人民群众”等四个方

面，科学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各种动力因素与基本规律，由此构成了系统的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思想。 

4.1. 首要动力：人的现实生活需要 

马克思认为，人的现实生活需要是社会发展的首要动力。诚然，人的需要是历史发展的重要起点，

而得到满足的需要本身以及为了满足需要而进行的实践活动和生产出的工具又会引起新的需要。这些需

要是人类进行生产和再生产的原动力，社会历史正是在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中获得发展的前进动力。 
一方面，现实的个人是社会历史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全

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0]历史与人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其本质意义上

就内在包含着人的存在，无人存在的历史本身是不存在的。人在从猿猴进化成人类将自己与动物区分开

来的那一刻起，历史也就在这一刻诞生。人自身的生存和繁衍，各种关系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

的关系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整个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这二者是相互统

一的，因而不能脱离人的存在抽象地去谈历史。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现实的个人与费尔巴哈抽象的、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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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人的个体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不是处于真空里的、概念意义上的人，而是处于特定历史条件和社会

关系中、从事一定实践活动的活生生的人，只有这种现实的人才能作为历史存在和发展的前提。 
另一方面，人的现实需要推动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人们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和繁衍，首要条件便是

满足基本物质需求，正如马克思所发现的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

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11]物质需要的满足是人们从事其他活动的首要前提，

没有物质的根本保障，人类社会也就无法发展与延续。为了满足基本的物质需要，人们必须从事现实的

生产活动，通过物质生产创造出社会所需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因而人们对物质生活的需求是激发其创造

力与能动性，进而自觉改造生产工具、进行劳动创造的重要动机。当基本的物质需求满足后，人们会追

求更高层次的物质与精神需求，由此催生新的现实需要，进而又推动生产工具的革新与生产力提升。人

的现实需要推动社会发展前进，而社会的发展变革又反过来促使人们的需求升级，这种“需求–发展–

新需求”的循环互动，构成了社会持续发展的动力。 

4.2. 根本动力：社会基本矛盾运动 

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深入剖析的基础上，科学揭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

上层建筑这两大社会基本矛盾在社会发展变革中的作用，这两大基本矛盾的辩证运动是推动人类社会发

展的根本动力。 
第一，生产力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最基本的动力因素，对生产关系起着决定作用。首先，生产力

的发展水平和性质决定着生产关系的性质，一般而言，有什么样的生产力，相应地就会存在与之对应的

生产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

[10]两者相比而言，脱胎于封建社会的资本主义社会有着更高的生产力，因而封建社会存在着手工作坊，

而资本主义社会则出现了规模化的雇佣劳动关系。其次，生产力的逐步发展最终会导致生产关系发生质

的飞跃，当原有的生产关系不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时，就会发生根本性变革，以建立新的适应生产

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从而推动社会向前发展。最后，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也具有决定作用，经济基

础的状况决定着上层建筑的性质，其发展变化也会引起上层建筑的变革。 
第二，生产关系具有相对独立性，对生产力起着能动的反作用。一方面，生产关系虽然由生产力所

决定，但一旦形成，它们就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惯性。生产关系不仅反映了生产力的社会形式，而且还

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生产力的发展速度和方向。另一方面，生产关系不是完全被

动地受生产力所决定，其对生产力也具有反作用。当它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时，可以为生产力的进一步发

展提供有利条件，从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当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时就会成为社会发

展的桎梏。 
第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推动社会的发展变革。生产力的不断发

展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作为生产关系总和的经济基础在这一过程中必然相应地发生变化，原来的上层

建筑就逐渐演变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桎梏，这就使得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最终激化，从而引发社会

变革。马克思认为，社会利益冲突源于社会地位不平等，其本质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所致。因此

从根本上看，社会发展是由两大社会基本矛盾的辩证运动所驱动的，需要注意的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

从根本上规定着社会的发展变迁，但这种变迁是合规律性与合价值性的统一，决不能忽视人的历史主体

性而机械地唯生产力论。 

4.3. 重要动力：科学技术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一文中指出：“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

革命的力量。”[11]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正是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社会快速发展的时代，他们见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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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变革所带来的生产力发展，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剖析中进一步指出了科学技术对于社会历

史发展的推动作用。 
其一，科学技术通过变革生产力从而实现对社会发展的推动。科学技术是科学与技术的有机统一，

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科学理论与技术经验共同促进生产力三要素的发展变革，进而推动社会

发展演进。其一，科学理论教育与技术培训将复杂的知识体系转化为劳动者的专业技能，促使他们的文

化水平和劳动技能提升，显著提高了劳动者的生产效率。其二，科学技术改进了劳动工具和劳动手段，

以智能机器为代表的新型劳动工具逐步取代旧式简单工具成为现代化工业生产的主要工具，极大提高了

生产工作的精确性与高效性。其三，科学技术的利用扩大了自然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制造出原来自然界

没有的新材料，劳动对象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扩大。科学技术通过同时促进生产力三要素的变革，使得

生产力得到巨大发展，社会生活也随之发生革命性变化。 
其二，科学技术又是一把“双刃剑”，需要辩证看待并合理运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 < 

1861~1863 年 > 手稿》中指出：“使用机器的目的……无论如何不是缩短工人从事这种变便宜的商品的

生产的劳动时间。”[12]马克思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双重性：一方面，科技作为生产

力的核心要素，极大地推动了社会发展；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科技异化为奴役和剥削劳

动者的工具，加剧了人的异化。为此，马克思指出消解科学技术负面影响的必由之路是实现共产主义社

会，只有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从而使得科技异化的现实基础不复存在，并且全部生产力包括科学技术

都在自由人联合体的支配之下时，科学技术才能真正意义上成为促进人全面发展的动力。而在资本主义

与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时代，仍旧需要正确看待科学技术的双重性，坚持将科技应用致力于推

动社会发展进步和保障人类民生福祉。 

4.4. 主体动力：广大人民群众 

与以往的英雄史观不同，马克思认为广大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不仅创造着社会发展所

必需的物质财富，也创造着社会丰富多彩的精神财富，还扮演着社会变革的最终决定力量，因而是社会

历史发展的主体动力。 
其一，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之创造者。广大劳动群众作为历史的主体，他们生产并

同时享用着社会物质资料与精神文化产品，没有群众集体能动性的发挥，社会不会自然而然地向前发展，

更不会积累如此丰厚的文明成果。一方面，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为社会发展创造物质条件。正如马克思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言：“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

感性世界的基础。”[10]维持生命所必需的物质生产活动是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首要前提，

如果不解决这一问题，人们的基本生存都无法得到保障，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延续也便无从谈起，这是有

史以来被经验所反复证明的不变真理。另一方面，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同时也绘就着绚丽多彩的精神财

富。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为精神财富的创造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科学、文化和艺术等精神产品来源

于现实物质生活，是人民群众实践活动的结晶。人民群众在创造社会物质财富的同时，也直接或间接地

生产各种精神产品，推动形成特殊的上层建筑。诸多艺术家、文学家和科学家等等，专门投入到社会文

化的生产中，塑造了人类历史文明的绚丽瑰宝。 
其二，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之最终决定力量。纵观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生产关系的变革、上层建筑

的更替，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形态的更替，归根到底都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

规律。但这一规律的实现必须借助人民群众这一历史主体的力量，缺少这一关键环节，就会陷入机械唯

物主义的历史观和历史宿命论。只有人民群众的参与，通过开展一系列具有目的性和创造性的实践活动，

才能推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不断发展，推进人类社会向更高的文明形态前进。需要注意的是，人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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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历史受一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制约，因而也要历史地、辩证地去理解这一主体动力，

既不能陷入“唯规律论”，也要防止跌入“唯意志论”的陷阱。 

5. 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思想对当代改革的启示 

马克思从唯物史观的维度系统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背后的原因，深入剖析了社会发展前进的动

力问题，为人类把握历史发展规律提供了科学指导。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理论学习和实践创新，在改

革进入新阶段的历史背景下，重新回顾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思想，同时结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

改革具体实际，可以为我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理论指导和现实启示。 

5.1. 始终坚持改革的初心使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人民群众的现实需要是改革发展的首要动力，只有着力解决民之所盼、民之所需，激发人民群众社

会创造的活力，才能增强改革的动力。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始终坚守改革的初心使命，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为工作导向。 
一方面，必须将切实满足人民群众的现实需要作为改革的不变初心和使命。满足人的现实需要是社

会发展进步的首要动力，也是我国进行全面改革的重要出发点。改革在多大程度上取得成功，关键看是

否能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现实需要，是否能保障人民群众的切实利益，否则改革就没有任何现实意义，

社会进步也无从谈起。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人民群众在生产生活中的各种合理需求为导向，逐

步建立和完善适应时代发展的制度政策，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五个方面全方位出发，为提

高人民生活水平、促进社会发展奠定重要保障。另一方面，必须重点关切并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未来美

好生活的向往。每个人都有追求和享受美好生活的权利，人们在追求美好生活的过程中为之付出各种努

力，直接或间接地推动着社会发展进步。习近平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13]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要坚决带领全国人民以改革促发展，推动时代进步，

实现人民幸福安康。 

5.2. 继续夯实改革的物质基础，以创新驱动发展新质生产力 

生产力是社会基本矛盾中最基础的因素，是制约整个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物质条件。新时代改革已

经进入深水区，全面深化改革所面临的挑战和压力前所未有，要想在此严峻形势下继续将改革推向前进，

必须坚持以创新驱动发展新质生产力，夯实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物质基础。 
党的二十大以来，党中央审时度势、高瞻远瞩，提出要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激发

社会活力，将全面深化改革进行到底。无论改革怎么改、改到什么时候，绝不能忽视发展生产力这个核

心要素，只有切实发展生产力才能推进改革的纵深发展，才能为改革持续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党的二

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举措进行全方位布局，涉及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方方面面，重点

强调了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创新体制机制以及高水平对外

开放体制机制等的健全和构建。进一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立足新发展阶段，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社

会改革，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以上体制机制的健全和完善，根本上是为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

生产力，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力，从而不断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更好相适应。

这一系列举措既是我们党夯实改革物质基础的重要抓手，也是党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动力思想继续

推进改革纵深发展的生动体现。 

5.3. 持续凝聚改革的主体力量，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 

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思想认为，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力量，是社会改革的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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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变革起着决定性作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充分发挥人民群众

的首创精神，鼓励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以此获得源源不断的前进动力。 
改革开放特别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以来，我们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价值取向，在人民

最关心、反映最强烈、问题最集中的领域进行重点改革，不断增强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邓小

平同志曾提出“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来判断改革和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其中就有“是否有利于提高

人民的生活水平”[14]这一标准，可见改革成不成功，也要看人民对改革成果满不满意。实践表明，对改

革价值取向的正确把握，使全面深化改革始终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改革推向前进，始终争取和鼓励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

和参与，凝聚改革的主体力量，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必须始终坚持改革为了人民、改

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推动人民安居、社会稳定、国家富强。发挥人民群众在进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中的主体作用，既是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思想在新时代改革开放的具体应用，也是我们党坚持

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集中体现，必将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进一步。 

6. 结语 

总而言之，马克思在唯物史观科学方法论的基础上，从现实的能动的人出发，透过资本主义社会各

种纷繁的物质表象窥探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科学规律，系统探究了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各种动力因素，

形成了科学的社会发展动力思想。一方面，这一思想为新时代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

指引着改革朝着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方向进行；另一方面，新时代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又是对马克思社会

发展动力思想的实践和创新，其中形成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都是对这一思想的发展和完善。在全面深

化改革进入新时期的关键节点上，应当始终坚持马克思社会发展动力思想对改革的指导作用，不断满足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创新驱动发展新质生产力，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在进一步全

面深化改革的实践中不断开辟中国式现代化的广阔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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