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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与马克思主义”作为博士生政治理论公共课程，已经有不少
版本的教材面世，纵览这些教材，虽然各有特色，但尚存某些不足。
本书试图立足于上海交通大学理工科见长、医农文史相辅相成的基本点，在内容安排、编写模式上力
求有所突破、我们的原则是：不求体系完整，但内容力求标新，方法力求创意；政治学术力求相切，
思想知识力求融合；叙述分析力求并举，广度深度力求兼顾。
经过多次酝酿，反复商榷，形成由导论和七个章节构建的逻辑框架。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深深体会到如何把握好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或关系是个难点。
20世纪以来，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几乎在所有学科领域全面展开，向马克思主义提出了许多全新的课题
，马克思主义应该作出怎样的应对？
对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引发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种因素的变革以及全球化的趋势，马克思主
义应该作出怎样的判断？
对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掀起的西方各种社会思潮，马克思主义应该作出怎样的回应？
对这些问题，本书试图加以回答，供博士生参考借鉴。
本书由孙毅霖任主编，闫宏秀任副主编，各章的具体编写分工如下：导论、第七章，孙毅霖；第一章
，杨庆峰；第二章，董煜宇；第三章；吕旭龙；第四章，闫宏秀；第五章，王嫒；第六章，王延峰。
孙毅霖拟定了编写提纲，并与闫宏秀负责全书的统稿定稿。
我们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参阅引用了国内外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由于篇幅所限，未能一一注明，
谨表由衷的感谢！
本书的出版，还得到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院985二期工程的资金赞助以及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领导的鼎
力支持，谨表诚挚的谢意！
由于水平有限和时间仓促，有疏漏和不足之处尚待各位同仁和读者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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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概论》叙述了如何把握好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
回答了马克思主义如何应对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引发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种因素的变革。
解答了马克思主义如何回应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掀起的西方各种社会思潮。
《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概论》可供现代科学技术革命领域师生研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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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马克思主义：解读科学技术革命的基本原理第一章 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对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新课题
第一节 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诞生及其影响第二节 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在宇宙学提出的哲学问题第三节 
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在物理学提出的哲学问题第四节 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在生物学提出的哲学问题阅读材
料《时间简史》节选第二章 科学技术革命与社会发展第一节 科学技术的社会建构第二节 科学技术与
政治的互动第三节 科学技术与经济的互动第四节 科学技术与教育的互动第五节 贝尔纳、默顿的科学
社会学分析阅读材料科学的建制第三章 科学技术革命与国家创新体系第一节 国家创新体系的内涵与
功能第二节 发达国家创新体系的结构第三节 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阅读材料硅谷之路第四章 科学
技术革命与伦理第一节 科学技术与生态伦理第二节 科学技术与医学伦理第三节 科学技术与学术伦理
阅读材料人的克隆：支持和反对的论证第五章 科学技术革命与全球化第一节 全球化内涵第二节 全球
化三次浪潮及其背景之下的社会变革第三节 全球化对中国的机遇与挑战阅读材料《世界是平的——21
世纪简史》(节选)第六章 科学技术革命与西方社会思潮第一节 科学主义与哈耶克对科学主义的批判第
二节 “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第三节 西方马克思主义阅读材料从历史的观点看“两种文化第七
章 科学技术革命与21世纪科学发展观第一节 科学发展观的历史溯源和时代背景第二节 科学发展观的
本质：以人为本第三节 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第四节 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的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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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而在这一时代，自然科学的其他部门还处于襁褓之中。
物理学除光学（主要是几何光学）由于天文观测的需要有了较大的发展，对于磁、电、热、声的研究
还处于搜集材料的阶段；化学只是到了18世纪末期才刚刚摆脱燃素说的统治；生物学虽然建立了生理
学和动植物分类体系，但是对于整个自然界的研究还处于启蒙阶段。
因此，尽管这一时期的自然科学使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已经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但毕竟处于
人类认识自然的初级阶段。
由于生产水平和科学技术水平的限制、当时科学研究方法（实验、解剖、分析、归纳）养成的习惯以
及社会的、阶级的原因，使得这一时期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不能不打上机械论、形而上学和经验论的
烙印。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宇宙不变”和“物种不变”，代表人物是牛顿和林耐。
在近代早期搜集材料阶段，为了认识自然事物，首先必须认识它是什么，不是什么，然后再弄清它与
周围事物的联系和运动发展规律，于是把它从现实的普遍联系中割裂开来，暂时将它看作是孤立的、
静止的、与周围事物没有任何联系的对象。
后经哲学家的总结和概括并上升到哲学世界观的高度，就形成了18世纪具有广泛影响的形而上学自然
观。
所以，形而上学自然观是与当时的自然科学发展水平相对应的。
恩格斯指出：“在从笛卡儿到黑格尔和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这一长时期内，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
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
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速的进步。
”进入19世纪，科学研究的重点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以前主要是搜集经验事实转向对事实材料的综合
整理，并将经验材料概括提高为系统的理论。
自然科学由搜集材料阶段过渡到整理材料阶段，由经验阶段发展到理论阶段，自然科学各学科走向全
面繁荣是这一时期科学发展最重要的特点。
这一时期自然科学的进展又是发端于天文学领域，继而引起地质学领域观念的新变革。
1755年，德国哲学家康德发表了《宇宙发展史概论》，提出关于太阳系起源的星云假说，第一次把自
然界看成是一个发展和变化的过程。
尽管在这一假说中还有牵强之处，但它仍不失为具有较大价值的科学假说。
遗憾的是，当时没有引起科学界的注意。
直到41年后法国数学家拉普拉斯在其出版的《宇宙体系说》中又提出类似假说时，才得到人们的重视
。
康德一拉普拉斯星云假说有一个逻辑推论：地球表面的地质应该与太阳系以及地球一样，是一个长期
演化过程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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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概论》是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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