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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用时间去消灭空间”是马克思空间生产思想最具标识性的命题：通过交

通运输工具和道路等特殊形式的固定资本的生产，资本不仅缓解了其过剩压

力、突破了既有空间限制，而且为自身生产出了新的市场空间和利润空间。然

而，资本运行一方面依赖于既有的市场空间、利润空间和人的发展空间，一方面

又不断地吞噬着这些空间，由此使人的发展空间的生产显示为资本进行自我保

存的核心条件。人的发展空间的生产即通过“节约劳动时间”来生产作为“固定

资本”的“人本身”，既是马克思空间生产思想的最终归宿，也是他对新社会生产

的内在规定。在此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五大发展理念所规划的

空间生产之路，成为马克思空间生产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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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国内兴起的马克思空间生产思想研

究，得益于一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该议

题的激活和启示，通过对国外学者相关思想的

借鉴和吸收，国内学术界已经形成了许多有价

值的研究成果。然而，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的

空间生产思想，特别是用这一思想来观照当代

中国现实，有一些基本的问题仍有待澄清，如马

克思空间生产思想的原初语境、核心议题、最终

归宿等。返回至马克思提出这一思想的原初语

境，我们能清楚地看到贯穿于上述问题的一个

基本线索，即固定资本的生产。本文试图依据

这一线索，阐明马克思空间生产思想的核心议

题特别是其最终归宿，并在此基础上对当代中

国的空间生产之路进行展望。

　　一、“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固定资

本的生产

　　走进马克思的著作，我们首先能够看到的

是其空间生产思想的一些显性话语，如“世界

市场”［１］５６２和“世界历史”［１］５６６的形成、《共产党

宣言》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所塑造出的全球化景

观的生动展示［２］等。在这些显性话语背后，是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过程的深度分析。

更确切地讲，正是在深入考察资本流通的过程

中，马克思才提出了其空间生产思想最直接、最

具标识性的命题，即“用时间去消灭空间”［３］５２１。

鉴于其对于马克思空间生产思想的重要意义，

有必要结合这一命题提出的具体语境对其进行

适度的展开，旨在明确以下三个问题：其一，为

什么要“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其二，如何“用

时间去消灭空间”？其三，“用时间去消灭空

间”的后果是什么？

从马克思直接表述来看，之所以要“用时

间去消灭空间”，原因有二：一是因为资本主义

社会生产建立在交换价值的基础上，而以交换

价值为基础的社会生产即商品生产，意味着产

品的生产和消费在地理空间上已经分离，空间

在这里于是表现为完成整个经济运行过程的某

种阻碍；二是因为价值增值是资本的本性。具

体而言，在以价值增值为目标的资本主义经济

运行过程中，产品在空间中的流通要耗费一定

的时间，这种时间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过程来

说相当于一种“必要劳动时间”，其额外增加意

味着“剩余劳动时间”因而是“剩余价值的减

少”［３］５３８，空间（实际上是产品在空间中的流通

时间）于是表现为资本价值自行增值运动的某

种限制。由于空间在这里表现为一种资本增值

的阻碍或限制，所以在经济运行过程中，资本要

“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即通过缩短或节约时间

的方式去尽可能地减少地理上的空间距离对资

本增值的影响。

关于如何“用时间去消灭空间”，马克思首

次谈到了固定资本，但主要是以交通运输工具

和道路的形式存在的固定资本。在马克思看

来，这种形式的固定资本构成了“交换的物质

条件”［３］５２１，资本可以通过生产这些作为固定资

本的交通运输工具和道路来实现“用时间去消

灭空间”。然而，要让资本把生产交通运输工具

特别是修筑道路当作一种“营业”，即由自己出

资经营，条件有三：其一，“满足于获得利息”的

“足够数量的资本”；其二，“有利可图”［３］５２７－５２８；

其三，较多的“过剩人口和过剩生产”［４］１０３。换

言之，“用时间去消灭空间”要通过以交通运输

工具、道路等形式存在的固定资本的生产来实

现，但是，这些固定资本的生产需要建立在一系

列前提的基础上，如足够数量的资本、有利可

图、生产过剩等。

关于“用时间去消灭空间”的后果，马克思

只是简单地提到了市场的扩大与世界市场的生

成，即它摧毁了“交往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

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３］５３８。就这一点来看，所

谓的“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其后果并非对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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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空间距离的“消灭”，恰恰相反，通过对交

通运输工具和道路形式的固定资本的生产，资

本使自身获得了在地域上更为广阔的活动空

间，表现为市场的扩大以至世界市场的生成。

“空间”在这里于是不再是纯粹意义上的自然

地理空间，在更为重要的意义上，它是一种资本

的活动和运行空间，是对资本来说的市场空间

和利润空间。此外，“用时间去消灭空间”还在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带来的各种过剩问

题———过剩的人口特别是过剩的资本不仅在这

种固定资本的生产中找到了出路，因而在一定

程度上缓解了资本带来的过剩性危机，而且还

为资本生产出了进一步活动的“空间”。就此

来看，“用时间去消灭空间”这一命题所蕴含的

空间生产思想，本质上指向的是一种通过对特

殊形式的固定资本的生产活动来为资本创造新

的活动空间的行为。

上述内容可视为马克思空间生产思想提出

的原初语境，从这一语境看，特殊形式的固定资

本的生产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功能———正是借

助于这种固定资本的生产，资本主义逐步创造

出了“世界市场”并开启了人类的世界历史进

程。然而，从思想史看，马克思这一思想之所以

被重新激活并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主要源于

人们对这样一个问题的思考：资本主义何以能

够存续至今？众所周知，在《共产党宣言》特别

是《资本论》第１卷中，马克思已经向世人宣告

了资本主义的灭亡，但时至今日，资本主义的

“丧钟”［５］８７４并没有敲响，资本积累借助于一种

更加复杂的形式依然在时空中持续地进行，其

原因是什么？在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究的过程

中，列斐伏尔将人们的目光引向了“空间生

产”，他说：“一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已经发现

自身能够缓解（即便不能够消除）自身的内在

矛盾，因此在《资本论》问世以来的１００年里，

资本主义成功获得了‘增长’。我们不能够计

算这种增长所付出的代价，但我们知道这种增

长所依赖的手段：占有空间，生产空间。”［６］在

哈维看来，列斐伏尔“发现了解释这一问题的

关键，但遗憾的是他没有确切地解释如何或者

为何就是这种情况”［７］５２。在此基础上，哈维提

出了他自己解释这一问题的“时间 －空间修

复”理论，或称“空间修复”理论。简单地说，

“空间修复”直接的含义是将过剩的资本和劳

动力投入到一些特定形式的产品（如建筑物、

公路、码头等）的生产中去，最终使它们“以物

质的形式被固定在土地上”［７］６３，由此在一定程

度上拖延了这些剩余资本价值丧失的时间；其

引申的含义是，借助于这些特定形式的产品的

生产（即马克思所说的“用时间去消灭空间”），

资本还为自身创造出了新的活动空间。由此，

通过时间上的拖延和空间上的拓展，资本在一

定程度上“修复”了即将爆发的过度积累危机，

从而使得资本主义得以延续至今。

对于哈维的这一理论，意大利籍学者乔万

尼·阿瑞吉给予高度评价。在阿瑞吉看来，空

间生产不仅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历史体

系的形成以及向全球范围发展的最根本的条

件”，而且还“在紧要关头对资本主义的生存”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哈维的“空间修复”理

论则为其“提供了一种最为合理的解释”［８］。

从马克思提出其空间生产思想的原初语境看，

哈维的这一思想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整合了马克

思空间生产思想所涉诸多要点，特别是他对固

定资本的聚焦；遗憾的是，由于哈维所关注的仅

仅是马克思提到的以物的形式存在的固定资

本，所以他无法从理论上给出一个关于资本主

义的替代性方案，而只能寄希望于一种所谓的

辩证的、时空的“乌托邦理想”［９］。回到马克思

这一思想原初语境的意义就在于，我们要从这

里出发来阐明其空间生产思想的核心议题和最

终归宿，并在此基础上探究和彰显其对当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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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意义。

　　二、资本扩张的空间悖论及其自我

保存的条件

　　在马克思的讨论中，无论是世界市场和世

界历史的形成，还是“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其

背后的推动力量都离不开资本，资本通过攫取

剩余价值来增值和积累自身的运动，不仅是现

代经济运行过程的主轴和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生

产的核心，也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聚焦

点和主要议题。从空间维度看，资本的运行过

程表现为一个在地理空间中不断扩张的过程，

深层次上则是资本不断地为自身增值寻求市场

空间和利润空间的过程，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说，

“资本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３］４０５，体现在空间

上，即资本的运动过程一方面依赖于既有的市

场空间和利润空间，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吞噬着

这些空间———资本扩张的空间悖论，由此使空

间生产成为资本进行自我保存的必要条件。在

此意义上，资本扩张的空间悖论和空间生产，可

视为马克思空间生产思想的核心议题。其内容

可展开为以下几点。

其一，资本扩张的市场空间悖论与市场空

间的生产。对于资本特别是生产资本或产业资

本来说，市场直观地体现为其产品销售场所。

资本要实现自身的增值，就必须在市场上将已

经负载着剩余价值的产品销售出去，而产品是

否能够顺利地销售出去，直接取决于既有的市

场空间，因此，资本高度依赖于这种既有的市场

空间。进一步来看，构成这种既有市场空间的

核心要件有两个：一是消费者的需求，即产品

（产品的使用价值）为人们所需要；二是人们的

购买力，即人们有支付这种产品的交换价值的

能力。这二者缺一不可。在资本所驱动的社会

生产过程中，资本会迅速地吞噬掉构成这种既

有市场空间的两大要件：一方面，为了最大限度

地增值自身，资本会最大限度地进行产品的生

产，由此使消费者的需求迅速得到满足甚至出

现产品在市场中的剩余；另一方面，为了最大限

度地增值并积累自身，资本会最大限度地压低

工人的工资，由此导致作为消费者主要群体的

工人的购买力下降。这两个方面叠加在一起，

使得资本在运行过程中吞噬掉了其所赖以存在

的市场空间，资本扩张的市场空间悖论由此形

成，表现为一种生产过剩特别是相对过剩危机。

在这一状况下，为了保存自身，资本就必须为自

己创造出新的市场空间，即进行新的市场空间

的生产。大体上看，其途径主要有两个：一是从

广度上生产出新的市场空间，即将产品销售到

距离越来越远的地域并将其变为自己的市场，

而这有赖于交通运输工具的改进和道路的修筑

（即马克思所说的“用时间去消灭空间”）；二是

从深度上生产出新的市场空间，即通过不断创

新或升级自身的产品来生产出新的市场空间，

这有赖于科学技术的持续创新及其在生产过程

中的应用。

其二，资本扩张的利润空间悖论与利润空

间的生产。利润本质上是剩余价值，资本对剩

余价值的追求直接表现为对利润的追求。在

《资本论》第１卷中，马克思摘引《评论家季刊》

中的话说，“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

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５］８７１。换言之，资本的

存在直接依赖于某种既有的利润空间。但是，

在资本可以自由流动的某个地域中，倘若出现

了一个利润率较高的领域，自然就会有越来越

多的资本流向这个领域，并在各资本之间激烈

的竞争中迅速将这种利润率推向一个平均的水

平（此即马克思在《资本论》第３卷第二篇中所

描述的“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１０］１５９的过程）。

进一步看，这一过程的形成源于每一单个资本

对超额利润的追求，因此，尽可能地提升自身的

生产效率，因而尽可能地采用先进的机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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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生产成为了每个资本的自觉，由此带来的

是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作为剩余价值

来源的活劳动在生产过程中被不断压缩，最终

必然导致利润率的不断下降（此即马克思在

《资本论》第３卷第三篇中揭示出的“利润率趋

向下降的规律”［１０］２３５），由此带来的是资本赖以

存在的既有利润空间被其迅速吞噬，资本扩张

的利润空间悖论由此形成。在此情况下，为了

追逐利润和维系自身的存在，资本必须为自己

进行新的利润空间的生产，其途径也同样表现

为两个：一是从广度上生产出新的利润空间，即

将资本投向利润率较高的地域，如将资本投向

那些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价格较为低廉的地域；

二是从深度上生产出新的利润空间，即通过科

学技术的持续创新和应用来不断地降低自身的

运营成本，从而为自身生存不断地生产出新的

利润空间。

其三，资本扩张的人的发展空间悖论与人

的发展空间的生产。马克思明确提出，“时间

是人类发展的空间”［１１］；“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

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

发展的空间”［１２］。在马克思那里，这种表现为

人的发展空间的时间实质上是一种对人来说的

“非劳动时间”或者说“可以自由支配的时

间”［４］１０３。只有拥有了这种大量的“可以自由支

配的时间”，人的各种才能才可能不断提升，科

学技术的持续创新才可能实现。如前所述，要

从深度上不断地为自己生产出新的市场空间和

利润空间，科学技术的持续创新是其必备条件，

因此，资本在运行过程中高度依赖人的发展空

间。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的趋势始终

是：一方面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另一方面

把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为剩余劳

动”［４］１０３－１０４，即资本又不断地吞噬着其赖以存

在的人的发展空间，资本扩张的人的发展空间

悖论由此形成。具体而言，为了最大限度地增

值自身，资本在生产过程中会尽可能地延长工

人的劳动时间，即进行马克思所说的“绝对剩

余价值的生产”［５］２０７，由此使工人的发展空间被

资本全部吞噬。为了缩短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

从而相应地延长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即进行

马克思所说的“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５］３６３，资

本会通过劳动分工的不断深化来提升生产效

率，由此带来的是工人活动的片面化及其日益

片面的发展，工人越来越成为“局部工人”［５］３９３，

最终导致其丧失潜在的发展空间，体现为工人

很难再胜任其他的工作。为了应对这些状况，

资本不得不进行人的发展空间的生产以保持自

身，如对研发人员进行巨额的资金投入，经常性

地对全体员工进行各种技能的培训等。

资本扩张的上述空间悖论，实质上是资本

内在否定性在时空中的具体展现，空间生产在

这里显示为资本进行自我保存的条件。具体而

言，广度上的空间生产，离不开作为交通运输工

具和道路等形式的固定资本的生产；而深度上

的空间生产，归根到底是人的发展空间的生产。

上述分析表明，通过这种广度上和深度上的空

间生产，资本确实可以在一定的时空中维系自

身的存在；但正如马克思在分析固定资本生产

时所强调的那样，只有在“有利可图”时，资本

才会进行上述空间的生产，由此暴露出的是这

种空间生产的限度，它表明的是以资本运动为

核心的社会生产只能在有限的时空中进行。在

此过程中，一旦新的空间的生产受阻，各种冲突

与危机就会频繁出现。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

义社会频繁出现的这些冲突和危机“是忠告资

本退位并让位于更高级的社会生产状态的最令

人信服的形式”，并提出要通过“被当作资本自

我保存的条件”的生产来“消灭资本”［４］１４９。在

此，如果说空间生产特别是人的发展空间的生

产已经显示为资本进行自我保存的核心条件，

那么，消灭资本也就是要通过人的发展空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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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来进行，而人的发展空间的生产即马克思

所说的通过“节约劳动时间”来生产作为“固定

资本”的“人本身”［４］１０８。

　　三、新固定资本的生产：新社会生

产的内在规定

　　在马克思那里，固定资本不仅仅是渐次地

将自身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的特殊资本（如机

器设备），马克思还赋予这一范畴以更多的内

涵。例如，在考察某一资本流通过程时，马克思

曾将固定资本视为资本的一种“形式规定”［４］８，

换言之，只要资本处在流通过程的特定环节，它

就表现为固定资本。在进一步的考察中，固定

资本才被他规定为渐次地将自身价值转移到产

品中去的特殊资本。以此为据，马克思对其社

会历史内涵进行了详细分析：（１）固定资本的

形成表明的是“财富一般”和“资本”的发展程

度；（２）固定资本（特别是以机器体系为存在形

式的固定资本）表现为社会生产的“工艺条件”

和“物质前提”［４］８８－８９，它不仅使科学直接转化

为生产力，还使社会生产越来越具有“科学的

性质”［４］９４；（３）固定资本特别是机器的发展引

起了生产过程的深刻变革，劳动越来越被排斥

于生产系统之外；（４）固定资本的发展本质上

是“社会个人”［４］１０１的发展；（５）相比流动资本，

固定资本在某种程度上违背了“资本的概

念”［４］９３，其发展预示着资本的自我否定；（６）固

定资本的发展带来了财富观念的变革，“可以

自由支配的时间”［４］１０４将成为财富的衡量尺度。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对固定资本提出了新的规

定：“从直接生产过程的角度来看，节约劳动时

间可以看作生产固定资本，这种固定资本就是

人本身。”［４］１０８

相对于以物的形式存在的各种固定资本，

“人本身”可视为一种新固定资本。同以物的

形式存在的固定资本的生产不同，新固定资本

的生产要通过“节约劳动时间”亦即“可以自由

支配的时间”的生产来实现，这种“可以自由支

配的时间”的生产亦即人的发展空间的生产。

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尽可能地压缩工人的

必要劳动时间是资本的内在要求，这样就在客

观上为整个社会和每个成员创造出了大量可以

自由支配的时间；但是，从资本自身规定看，它

之所以这样做，只是为了将这些可以自由支配

的时间变为剩余劳动时间，其结果正如马克思

所说，“如果它在第一个方面太成功了，那么，

它就要吃到生产过剩的苦头”［４］１０３－１０４。在此情

况下，为了维系自身的存在，资本不得不进行自

身活动的空间的生产。马克思认为，一旦新固

定资本的生产成为社会生产的自觉，资本便

“违背了自己的意志”、超出了自身的规定，从

而也就否定或者说“消灭”了自身。因此，新固

定资本的生产意味着社会生产的根本性变革，

即社会生产不再以占有他人的劳动时间为目

的，以占有他人劳动时间为目的的生产变成了

为他人尽可能地生产出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的

手段。

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是马克思预

见未来社会的重要方法。如果说以物的形式存

在的固定资本的生产是资本主义进行空间生产

的主要手段，那么，新固定资本的生产即人的发

展空间的生产，可视为马克思空间生产思想的

最终归宿，这是因为：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生

产的充分发展已经为这种新固定资本的生产创

造出了种种条件；另一方面，新固定资本即人的

发展空间的生产已经显示为社会生产发展的必

然选择。因此，新固定资本的生产可视为新社

会生产（它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自我否定形

式）的内在规定，它赋予这种社会生产以如下

鲜明特征：其一，促进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

这种社会生产的目的，因为新固定资本的生产

要通过劳动时间的节约来实现，节约劳动时间

·３１·



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２年４月　第２３卷第２期

等于增加每个人的自由时间，即促进每个人自

由全面发展的时间；其二，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

展又是使社会生产得以快速发展的手段，因为

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各种才能的提升，本

身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就是推动社会生产发展

的根本力量；其三，交换价值不再是社会生产的

基础，价值增值也不再是社会生产的目标，社会

生产仅仅是满足人的生存和发展所需各种资料

的手段；其四，这种社会生产具有无限广阔的发

展空间，因为它走向的是无限广阔的人的发展

空间的生产。

　　四、人的发展空间的生产：当代中

国的空间生产之路

　　人的发展空间的生产不仅是马克思空间生

产思想的最终归宿，也是马克思预见的新社会

生产的内在规定，因此，它无疑应当成为社会主

义制度下发展社会生产的根本遵循。中共十八

届五中全会以来，我们致力于在社会生产发展

过程中“培育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

间”［１３］，与此同时，党中央通过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和五大发展理念，清晰地规划出了当

代中国的空间生产之路。

其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明确了当

代中国空间生产之路的性质，即这种空间生产

在根本上是一种人的发展空间的生产。首先，

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以资本增值为中心，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求把增进人民福祉

作为发展社会生产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增进人

民福祉，需要通过大力发展社会生产来实现，其

目的是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而人的

自由全面发展直接依赖于自由时间，这种自由

时间的生产也即人的发展空间的生产。其次，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人民群众是推动

社会生产发展的主体和根本力量，因此，充分调

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是推动

社会生产发展的关键。人民群众在生产过程中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主要取决于这种社会生产

的目标是否与人民群众的利益相一致；而人民

群众在生产过程中的创造性主要取决于其各种

才能是否能够不断提升，它直接依赖于通过自

由时间的生产所形成的人的发展空间。再次，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致力于让人民共享发

展成果，它首先体现为共同富裕，但在更高的层

次上，它指向的是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即每

个人都享有提升自身各种才能的自由时间，每

个人都享有这种自由时间所形成的人的发展空

间。因此，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可视为我

们党对当代中国空间生产之路所作出的整体规

划，它从性质上规定了这种空间生产在根本上

是一种人的发展空间的生产。

其二，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

内容的新发展理念，对当代中国的空间生产之

路作出了更为细致的安排。具体而言，它明确

了当代中国社会生产发展过程中的三个基本问

题：一是发展的动力问题。社会生产发展的历

史特别是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创新在推动社

会生产发展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特别是在社会生产已经能够满足人们基本生存

要求的情况下，人们发展需求的满足主要依赖

于创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对剩余

价值的无限渴求为社会生产注入了不竭动力，

创新成为资本增值活动的内在要求，服务于资

本的增值目标，由此，资本自身的限制便成为了

各种创新的限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生

产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生

存发展需要，创新不再束缚于资本自身的限制，

并能够直接作为推动社会生产发展的力量来引

领经济社会发展。因此，新发展理念将“创新”

明确为引领当代中国社会生产发展的第一动

力。二是发展空间的开拓问题。如果说“创

新”明确的是当代中国社会生产的发展动力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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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那么，在其之后的“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主要明确的则是发展空间的开拓问题。

其中，协调发展着眼于发展的整体状况和效能，

因而强调“补短板”，而“补短板”的过程即形成

新的发展空间的过程；绿色发展旨在为人的生

存发展提供良好的自然生态空间；开放发展旨

在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为我国经济发展赢得更

为广阔的空间；共享发展旨在促进全体成员的

自由全面发展，即使每个社会成员都享有广阔

的发展空间，它不仅是创新发展的目的和条件，

也是协调、绿色、开放发展所服务的目标。因

此，新发展理念指导下的发展空间的开拓，核心

是进行人的发展空间的生产。三是发展动力与

发展空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在新发展理念中，

发展动力与发展空间之间形成的是一种相互支

撑、相互促进的关系，即可以“用发展新空间培

育发展新动力，用发展新动力开拓发展新空

间”［１３］。具体而言，一方面，创新不仅能够为社

会生产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促进社会生产的发

展，同时，在持续创新的推动下，社会生产的发

展能够为人们创造出越来越多的用于提升自身

各种才能的自由时间和条件，从而不断开拓出

人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自由时间的延长即人

的发展空间的不断开拓必将带来人的各种才能

的不断提升，从而使得各种创新能够不断涌现，

为社会生产源源不断地培育出发展新动力。发

展动力与发展空间的这种关系，在一定程度上

保证了社会生产的持续健康发展。

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

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明确指出，“贯彻新发展理念是关系我国发展

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１４］。从马克思空间生

产思想角度看，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为内容的新发展理念所规划的当代中国的

空间生产之路，其核心是人的发展空间的生产，

其最终目标是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

不仅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和内在要求，也是

马克思空间生产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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