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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强调学校的科学教育应全面审视科学——从知识角度、精神角度、器物角度和社会角度来进行。
学生只有培养了这四个方面的素养，才能真正理解科学知识，运用科学方法，具备科学思想，体会科
学精神，进一步掌握科学研究和应用的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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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大椿，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攻科学哲学。
编撰或主持编撰了多种关于科学哲学的代表性专著和教材，主要有《科学技术哲学的前沿和进展》、
《科学技术哲学引论——科技革命时代的自然辩证法》、《走向自为——社会科学的活动与方法》、
《互补方法论》、《科学哲学》等。
其中《走》获得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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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性，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　第五章 可持续发展观与可持续发展战略　　一、环境危机与增长的极限
　　　全球环境危机与“增长的极限”　　　增长的极限是否存在？
　　　科技解决环境问题的限度　　二、从经济增长观到可持续发展观　　　传统的经济增长观及其
缺陷　　　增长不等于发展　　　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科学的发展观　　三、从工业文明到生态
文明　　　限制人口增长　　　走向可持续发展的经济　　　构建可持续的消费文化　　　发展科技
解决环境问题　　四、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抉择　　　中国的环境问题及起因　　　坚持经济发展
与环境保护的协调　　　面对全球环保的国家抉择　　　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纲要第三篇 科学论
与科学方法论　第六章 科学的实验基础与逻辑前提　　一、科学事实的获得与整理　　　科学事实及
其重要作用　　　科学事实的获得：观察和实验　　　科学事实的整理：归纳、演绎和类比　　二、
科学规律的合理性与可错性　　　经验规律与理论规律　　　科学规律的合理性　　　科学规律的可
错性　　三、科学实验中的经验与理性 　　　“理论决定我们能够观察到的东西”　　　科学测量中
的认识论问题　　　科学实验中的机遇问题　　四、科学理论的逻辑结构与功能　　　科学理论的逻
辑结构　　　科学理论的解释功能　　　科学理论的预见功能　第七章 由问题而发现、从假说到理论
　　一、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　　　科学研究从问题开始　　　科学问题的产生　　　解决科学问题
的基本途径　　二、科学假说的创立与检验　　　通向科学理论的必要环节　　　科学假说的类型和
检验　　　判决性实验　　三、理性准则与假说-演绎方法　　　科学的理性准则　　　基本的假说-
演绎方法的构建　　　现代假说-演绎模型　　四、证明的逻辑与发现的逻辑　　　证明的逻辑基础　
　　发现的逻辑　　　科学发现过程中的逻辑与非逻辑问题　第八章 科学理论的评价与演变　　一、
科学理论的评价依据和社会确认　　　科学理论评价中的经验论　　　科学理论评价中的整体论　　
　科学理论的评价依据　　　科学理论的社会确认　　二、科学理论演变的动力　　　理论与实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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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　　　科学与技术的相互驱动　　　理论中的逻辑悖论　　　不同理论之间的相互竞争　　　科
学发展的不平衡性　　三、传统的科学理论演变模式　　　因经验积累而进步的演变模式　　　通过
证伪而增长的演变模式　　　范式嬗替的科学革命模式　　　基于研究纲领进化的演变模式　　四、
现代科学理论演变模式的意义　　　多元化的演变模式　　　依解题能力而进步的演变模式　　　随
“信息域”变化的演变模式第四篇 技术论与技术创新论　第九章 技术的概念、方法和意义　　一、 
技术的本质、功能和范式　　　技术活动与技术成果　　　技术的狭义与广义界定　　　技术的功能
、效果和效率　　　范式：工程学传统与人文主义传统　　二、 技术的分类、形态和体系结构　　　
技术活动要素的分类及其关联　　　人工物技术形态、流程技术形态　　　技术单元与技术系统结构
　　　技术族系结构、技术世界结构　　三、 技术发明与工程技术方法　　　技术发明的过程与方法
　　　技术预测方法、技术方案构思方法　　　工程技术的设计方法、试验方法、评价方法　　四、
技术是人与客观世界实践关系的中介　　　技术在实践活动中的地位与建构　　　仪器工具系统的形
成　　　技术是人与自然的桥梁和纽带　第十章 技术发展的动力与模式　　一、 技术的建构及其发
展的动力机制　　　技术的社会形成：选择、调节、支持　　　新目标与旧技术形态功能之间的矛盾
　　　社会竞争与科学研究的推动作用　　　作为驱动力的技术世界的相干性　　二、 技术演变方向
与技术进步模式　　　向着技术形态丰富和效率提高的方向演变　　　技术开发、技术吸纳与转移　
　　淘汰与进化、递进与跨越　　三、技术科学化与技术科学　　　硬技术与软技术、技术知识的作
用　　　技术知识的经验形式与理论形式　　　技术科学化与科学技术化　　四、现代技术与消费文
化的互动　　　消费需求的变化与技术发展方向的调制　　　把潜在需求转变成现实需求的新技术　
　　创造出新消费需求的新技术　第十一章 技术创新的理解及其实现　　一、市场经济架构下的技术
创新　　　创新与技术创新　　　原始创新与集成创新　　　国家创新系统及其意义　　二、技术创
新的主体　　　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　　　参与技术创新活动的主要角色　　　企业技术创新的激
励机制　　三、技术创新的过程　　　五代创新模式　　　系列技术创新过程及其不确定性　　　企
业家精神和全球产业网络　　四、从技术变革到产业革命　　　技术-产业的生命周期　　　产业革命
实现的重要机制　　　产业革命实现的社会条件第五篇 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　第十二章 科学技术的
社会运行　第十三章 科学技术与社会的互动　第十四章 社会公共政策与科技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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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科技概观第一章 科学、技术与文明二、科学的力量从科学革命到文明转型科学技术在近代以
来的发展，导致了从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到产业革命再到文明转型的创新浪潮。
大约从1600年起，科学开始与纯粹“爱智慧”的哲学相分裂，日益同技术结合起来；技术也不再仅仅
是世代相传的技艺传统和“诀窍”，而开始了科学化的创新进程。
科学与技术联袂进入生产和经济领域，从单一的知识和经验形态的一般生产力一跃而成为直接的乃至
首要的生产力，科学、技术与生产逐渐走向一体化。
400年来，科学技术化、技术科学化、生产科技化、科学技术一体化和科学技术与生产一体化的步伐愈
益加快。
在现代化大生产中，科学技术逐渐成为最具革命性的第一生产力，同时，科学技术的管理和教育等功
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科学、技术、经济与社会四个子系统互动整合为协同发展的自组织大系统。
在这一整体性发展态势下，科学技术的主要社会功能从第一生产力跃升为科学——技术——经济——
社会大系统的创新源泉和动力机制，科技进步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整体性自觉创新效应，引
发了从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到产业革命再到文明转型的创新浪潮。
从科学发展来看，先后出现过两次革命，第一次是“日心说”的提出和牛顿力学的创立；第二次是20
世纪初量子力学的建立和相对论的创立。
这两次革命使人类的理性拥有了从一个普朗克长度(10-35米)到数百亿光年的宽广视界。
目前，人们正试图在系统科学及非线性和复杂领域内寻求新的突破。
在技术和经济领域，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已成为一种日常经济活动。
经济学家熊彼特将创新归纳为五类；第一，创造某种新产品或提供某种产品的新质量；第二，采用某
种新技术和新的生产方法；第三，开辟新市场；第四，控制原材料的新的供应来源；第五，建立新的
企业组织。
人们将划时代的技术创新称作技术革命。
如纺织机和蒸汽机，电气技术与石化技术，微电子、计算机与通信技术，分别被视为近代以来的三次
技术革命的标志。
围绕技术革命，广泛而深入的创新活动又导致了大量的技术创新群和新的生产组织管理形式，进一步
引发新一轮的产业革命。
近代以来，先后发生了三次产业革命：18世纪70年代到19世纪50年代的工业革命；19世纪50年代到20
世纪60年代的电气和石化产业革命；以及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的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高科技产业革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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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学校硕士研究生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材·自然辩证法概论(第2版)》是在第1版的基础上修
改而成的。
全书共分五篇。
第一篇“科技概观”，主要探讨：科学、技术与文明的关系，科技变革中的人文关怀。
第二篇“自然观及其变革”，主要探讨：自然观的历史演进，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可持续发展观与
可持续发展战略。
第三篇“科学论与科学方法论”，主要探讨：科学的实验基础与逻辑前提，由问题而发现、从假说到
理论，科学理论的评价与演变。
第四篇“技术论与技术创新论”，主要探讨：技术的概念、方法和意义，技术发展的动力与模式，技
术创新的理解及其实现。
第五篇“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主要探讨：科学技术的社会运行，科学技术与社会的互动，社会公
共政策与科技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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