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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化视角下的中国共产党科学技术思想研究》由余发良所著，以文化的独特视角去认识中国共产党
的科技思想，包括科学技术的文化属性和文化功能。
在写作思路上，首先是在导论中对研究中涉及的核心概念进行介绍，使读者与作者达成一种共识：科
学技术本身就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属于思想文化的范畴。
然后以历史为线索梳理近代以来中国人，尤其中国共产党对科学救国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接下来阐述中国共产党对科学技术文化构成的认识。
紧接着阐述中国共产党关于科学技术文化基本文化功能的思想。
最后阐述中国共产党的科普和科学技术文化传播思想。

本课题研究有助于深化对现代化建设内涵及路径的认识；有利于深化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精神文明
建设的认识，以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以加深对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
建设的理解：增强人们对综合国力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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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余发良(1963——)，男，汉族，中共党员，四川安岳县人，贵州财经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
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尤其侧重中国共产党科技思想研究。
1998年硕士研究生毕业于广西师大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方向。
2007年博士研究生毕业于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含党
建)。
到目前为止，先后在《广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家》、《前沿》、《理论月刊》等杂志上发表过
文章。
主持过贵州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课题《传播科技文化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目前正在从事
校级课题《胡锦涛的兴黔富民思想研究》和《苗族思想文化研究》。
曾参编研究生教材《自然辩证法》，参与《经济史论丛》第三期写作，参与《贵州财政金融与经济发
展》课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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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一)选题缘由
(二)研究意义
二、核心概念
(一)文化
(二)科学技术
(三)科学技术文化
三、若干辩证范畴
(一)文化与文明
(二)科学技术与科学技术文化
(三)科学文化与技术文化
第一章中国共产党对科学救国思潮的继承与发展
一、近代中国的科学救国思潮
(一)鸦片战争催生的科学救国主张
(二)甲午战争激发的科教救国主张
(三)八国联军之役及辛亥革命将科学救国推向高潮
(四)五四新文化运动对科学救国的大阐发
二、中国共产党的科技文化建国、强国和兴国思想
(一)毛泽东的科技建国思想
(二)邓小平的科技富民强国思想
(三)江泽民的科教兴国思想
(四)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需要科技文化支撑
第二章中国共产党科学技术文化构成的思想
一、科学文化的含义及构成
(一)关于科学的文化属性
(二)广义与狭义的科学文化
(三)狭义科学文化的内部构成
二、技术文化的含义及基本构成
(一)技术文化的基本含义
(二)技术文化的基本构成
(三)技术知识：中国共产党人强调的重点
(四)技术伦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强调的核心
(五)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科技道德思想
第三章中国共产党科学技术文化基本文化功能的思想
一、科学文化的基本文化功能
(一)科学文化各层次的基本文化功能
(二)科学文化强大的认识功能
二、技术文化的文化价值
三、科学技术文化的基本文化功能
(一)推动先进文化建设
(二)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三)对教育发展的促进作用
第四章中国共产党的科普和科学技术文化传播思想
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普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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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技走进民众：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
(二)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科普
(三)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科普
二、从科普到科学技术文化传播的转变
(一)转变的背景
(二)传统科普与科学技术文化传播的关系
三、科学技术文化传播的意义及主要对象
(一)传播的意义
(二)传播的对象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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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生存力，包括地理、人口、资源、生产、防卫、国民意识、结盟等；第三，强制力，包括军
事力、战略物资和技术力、经济力、外交力。
我国学者黄硕风认为，综合国力是一个主权国家生存与发展所拥有的全部实力（即物质力和精神力）
及国际影响力的合力，其表现形式分为生存力、发展力和国际影响力。
国家生存力包括国家生存空间、安全自保和抗击外来侵略的能力。
发展力包括国家发展状态和发展速度的能力。
国际影响力体现为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他把综合国力概括为政治、经济、国防、文教、外交、资源等七个方面。
我国学者李庆臻认为，综合国力是一个系统概念，由经济、科技、资源、教育、政治、军事六大实力
要素组成，其中科技力是综合国力的关键。
虽然不同学者都试图站在自己的角度，包括国家和民族的立场上来认识和表述综合国力，但他们都强
调综合软实力。
当代国力就是一种生机勃勃的创造力，它不是一笔可以坐吃山空的物质财富，而是一种可以创造知识
和物质财富的能力；它的构成已经是一个系统、一个有机整体，它们之间是相互交织和全面联系的，
并非单个构成要素的简单相加，其中有关键的渗透性要素；它由硬件和软件或称作硬实力和软实力两
部分组成。
尽管综合国力竞争是全方位的，但归根到底还是人的素质和民族素质的竞争。
国民素质是综合实力的基础和前提，尽管其作用表现得不那么直观和直接，但它却是唯一能够渗透到
其他要素中的无所不在的因素。
软实力要靠文化力提升，它是文化力作用的结果，文化力包括人文和科技，科技文化力并非是综合国
力、文化力的简单构成要素，而是一项基本的、关键性的、具有渗透性的要素。
在当代，如果说国家物质力中的人口状况、地理条件、自然资源、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和国家非物质
力中的国民素质、政府素质、领导者素质是被乘数的话，那么科技文化力就是乘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综合国力有了显著提升，在国际比较中的位次上升，与发达国家差距在逐步缩小
，但影响我国综合国力提升的因素依然存在，教育、科技、文化的发展还不充分，教育是提升综合软
实力的重要途径，目的和核心是文化力，关键是科技文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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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化视角下的中国共产党科学技术思想研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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