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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李桂花的《科技哲思——科技异化问题研究》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借鉴国内外相关问题的研究
成果，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从新的视角、新的高度出发，采用宏观面上研究与微观案例研
究相结合、横向静态研究与纵向动态研究相结合、规范性研究与描述性研究相结合的多种方法，将历
史考察、现状分析与前景预测统一起来，对科技异化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而系统的研究，着力于有针
对性、前瞻性地提出和论证减弱以至克服科技异化的基本原则和对策，尽可能为解决这一重大问题提
供一些新的思路、新的方法。

《科技哲思——科技异化问题研究》主要从四个方面深化主题：
一、批判性考察科技异化问题研究的理论误区——科技乐观论和科技悲观论。
认为无论是科技乐观论还是科技悲观论，对科学技术自身及其对人类社会的作用都缺乏充分的审视：
乐观论片面夸大了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认为科学技术本身可以直接主宰人类命运，
必然给人类带来幸福美好的生活；而悲观论则片面夸大了科学技术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的消极作用，
认为科学技术自身直接决定人类命运，不可抗拒地给人类带来灾难和不幸，它没有充分考虑到科技为
人类社会所提供的各种可能性。
这两种观点，实际上都属于科技决定论，都强调科技对人类未来的决定，不管是幸运还是厄运。
它们基本上都撇开了人类自身的发展及社会制约性来看待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
真理超越一步，就会变成谬误。
科技乐观论和科技悲观论的失足之处恰恰就在于它们对于本来是正确的东西作了不适当的夸大。
实际上，这两种观点不仅无助于解释现实，更不能指导实践。
因为，盲目的乐观是自欺欺人，消极的悲观更是于事无补。
正如马克思所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要改变世界就得面对世界，正视问题，采取实际的行动。

二、梳理与反思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现状。
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科技异化思想非常丰富，他们不仅探讨了科技异化的表现形式、分析了科技异
化的根源。
而且还揭示了科技异化的实质、阐明了科技异化的解决途径，从而为我们研究科技异化问题提供了重
要的方法论指导。
国外学者对科技异化问题的探讨，无论是哲人科学家中的爱因斯坦、维纳，技术哲学家中的海德格尔
、埃吕尔、舒尔曼，还是社会批判家中的马尔库塞、弗洛姆、哈贝马斯，后现代学者中的费耶阿本德
、格里芬等，尽管研究的视角不同、观点各异，甚至针锋相对，但都给我们以重要的启示。
国内学者对科技异化问题的思考，为我们研究科技异化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及有益的经验。
他们有的强调科技的人文价值、政治价值的重要性，有的探讨科技文明的代价、主张慎重对待科学技
术，有的探讨科学与人文融合的必要性、可能性与现实途径。
可以肯定地说，这些研究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同时也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具有深刻的启迪。

三、探究科技的本质以及科技异化的实质。
认为科技就其本质而言，是人类的一种有目的的活动，是从来也不可能完全独立于人类，成为自主自
律的力量。
主体只能是人，科技只能是人的制造物，是客体。
不能颠倒人和科技的主客体关系。
在绝对意义上，科技不是自主能动的主体。
科技没有完全外在于人的发展规律。
没有人类活动，科技不可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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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相对意义上，科技的发展具有内在的继承性、连续性，尤其是在科技发展的高级阶段，科技
越来越表现出某种程度的自律性和自组织性。
但这种自律性和自组织性是相对的、外在的，不是科技内在的本质属性。
一句话，自主是相对的，不自主是绝对的。
认为科技不是价值中立的，而是负载价值的，所以，它在一定条件下就可能发生异化。
所谓科技异化，就是指人们利用科学技术改变过、塑造过和实践过的对象物，或者人们利用科学技术
创造出来的对象物，不但不是对实践主体和科技主体的本质力量及其过程的积极肯定，而是反过来成
了压抑、束缚、报复和否定主体的本质力量，不利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一种异己性力量，它不但不
是“为我”的，反而是“反我”的。
在现代社会，愈演愈烈的科技异化，究其原因，主要是人类认识水平的限制、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和
社会发展状况的作用。
科技异化实质上反映了人自身的一种异化。
这种异化是人的文化的异化，是人的存在方式和实践方式的异化。
总之，科技异化是存在的，问题在于如何看待和应对这种异化。

四、论证科技人化何以可能和如何实现。
认为要减弱以至消除科技异化，就必须实现科技人化。
所谓科技人化，主要是指科技的人文化、人性化、人道化，从而克服科技的无人与无视人的状态，把
科技完全建立在人的基础之上，始终围绕人的个性自由、现实生存、未来发展进行，使科技复归于人
的生活世界，并真正成为人的科技。
认为科技之所以能够人化，是科技的本性使然，即科学技术的生活基础、科学技术的人性根基、科学
技术的实践本质、科学技术的属人性质。
认为要实现科技的人化，使科技更好地为人类服务，有必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人手：首先必须确立下列
方法论原则——“关键在人”的主体性原则、“以人为本”的人本性原则、“横向关系角度”的整体
性原则、“纵向关系角度”的持续性原则、“着眼于未来”的前瞻性原则；其次要加强主体建设——
不断提高和发展主体的素质与能力、确立多极主体问的和谐关系、拓宽科技界与政府及公众之间联系
的“绿色通道”；最后还必须进行制度规范——变革社会制度、加强科技立法、引进科技伦理的“软
着陆”机制。
当然，科技人化是一个无限发展过程。

总之，科技异化带来的威胁是实实在在的和有目共睹的，人们只有正视这一现实才能解决问题。
科技异化的责任不在于科技本身，对科技异化的扬弃并不需要以扬弃科技本身为代价。
科技异化的出现只是暂时的，不具有永恒的历史必然性，人类完全可以通过积极的努力来加以克服。
只有从科技异化走向科技人化，正确认识和支配科学技术，才能在最大限度减少和消除科学技术的非
理性发展和破坏性应用。
所以，我们提出科技人化、论证科技人化，并非要抑制科学技术的发展，更不是要取消科学技术，而
是要使科学技术更好地朝着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方向发展。
归根到底，科学技术的未来，人类的未来，取决于我们今天的认识和行动。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科技哲思>>

作者简介

李桂花，女，1965年生，吉林辽源人。
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哲学博士。
博士研究生导师。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科技哲学、社会哲学研究。
在《哲学研究》、《科学学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科学技术与辩证法》等刊物上发表学术
论文60余篇，主持或参与国家级及省部级科研课题研究10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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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一个重大而又紧迫的时代课题
一、科技异化问题在近现代的凸现
二、科技异化问题研究的理论误区
三、科技异化问题研究的基本思路
四、科技异化问题研究的重大意义
上篇：反思篇
第一章马克思、恩格斯的科技异化思想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科技思想
二、马克思、恩格斯的异化思想
三、马克思、恩格斯的科技异化思想
四、马克思、恩格斯科技异化思想的当代价值
第二章国外学者对科技异化问题的探讨
一、哲人科学家对科技异化问题的探讨
二、技术哲学家对科技异化问题的探讨
三、社会批判家对科技异化问题的探讨
四、后现代学者对科技异化问题的探讨
第三章国内学者对科技异化问题的思考
一、“科技的人文价值”研究
二、“科技的政治价值”研究
三、“科技文明的代价”研究
四、“科学与人文的融合”研究
本篇小结科技异化问题研究的重要启示
中篇：探究篇
第四章科技本质之考寨
一、科学与技术的本质问题
二、科技与自然的关系问题
三、科技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第五章科技中性论批判
一、科技中性论的基本观点
二、科技中性论的历史发展
三、科技中性论批判
第六章科技价值之澄明
一、科技的价值负载
二、科技的内在价值
三、科技的外在价值
第七章科技异化之剖析
一、科技异化的涵义
二、科技异化的根源
三、科技异化的实质
本篇小结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技异化
下篇：前瞻篇
第八章科技人化何以可能
一、科技人化的基本涵义
二、科技人化的理论根据
三、科技人化的现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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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科技人化如何实现
一、科技人化的原则建构
二、科技人化的基本要求
三、科技人化的必备条件
第十章科技人化未来走向
一、科技人化与自然进化
二、科技人化与社会进步
三、科技人化与人类解放
本篇小结科技人化是一个无限发展过程
结束语从科技异化到科技人化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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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其次，科技的资本主义应用。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科技异化的根源主要在于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
 马克思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就指出，自然科学作为一切知识的基础，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发展
的。
“由于自然科学被资本用做致富手段，从而科学本身也成为那些发展科学的人的致富手段，所以，搞
科学的人为了探索科学的实际应用而互相竞争。
另一方面，发明成了一种特殊的职业。
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
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
”由于科学成为资本致富的手段，“科学对于劳动来说，表现为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权力”①。
但是，马克思认为，科技异化的根源并不在于科技本身，而在于科技的应用，在于科技的资本主义应
用，科技对人的奴役其实质是人对人的奴役。
马克思指出：“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实是：机器本身对于把工人从生活资料中‘游离’出来是没有责任
的。
⋯⋯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不可分离的矛盾和对抗是不存在的，因为这些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
产生的，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
因为机器就其本身来说缩短劳动时间，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延长工作日；因为机器本身减轻劳动，而
它的资本主义应用提高劳动强度；因为机器本身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人受自
然力奴役；因为机器本身增加生产者的财富，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生产者变成需要救济的贫民在资
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和作为资本的生产资料相结合并发挥作用，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加强了对工
人的压榨、剥削，因此，科学技术实际上已经是资本的一部分。
对此，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机器上实现了的科学，作为资本同工人相对立。
而事实上，以社会劳动为基础的所有这些对科学、自然力和大量劳动产品的应用本身，只表现为剥削
劳动的手段，表现为占有剩余劳动的手段，因而，表现为属于资本而同劳动对立的力量。
”③他还说：“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才第一次把物质生产过程变成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变成运用
于实践的科学，——但是，这只是通过使工人从属于资本，只是通过压制工人本身的智力和专业的发
展来实现的。
”④资本主义就其本质而言，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科技异化现象。
 恩格斯也指出：“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方式，都仅仅以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
⋯⋯在西欧现今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这一点表现得最为充分。
支配着生产和交换的一个个资本家所关心的，只是他们的行为的最直接的效益。
不仅如此，甚至连这种效益——就所制造的或交换的产品的效用而言——也完全退居次要地位了；销
售时可获得的利润成了唯一的动力。
”①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是不断地追求高额利润，而不是满足人民的实际需要，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
、追求剩余劳动的极大化，其结果既使生命力（雇佣劳动者）遭到摧残，也使自然力（土地、资源、
环境）遭到破坏。
就是说，正是因为资本家唯利是图，连直接效果都退居次要地位了，所以人遭到自然力的报复的情况
反而更加严重了。
此外，恩格斯还指出了资本主义工业化是通过剥夺农民，使农民破产的办法发展起来的，许多农民丧
失了土地和生产资料，汇集在城市，破坏了工农业的结合，加深了城乡的对立，并给城市和乡村带来
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后果。
可见，不合理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是产生包括科技异化在内的种种社会异化现象的本质原因。
 3.关于科技异化的实质 马克思肯定“一切科学技术都是生活的科学技术”，肯定科学技术的基础就是
生活的基础，并非否认科学技术之于人的异化现象的存在，相反，对之作了深刻的揭示和剖析。
 马克思从人的生存问题人手，高度概括了私有制社会的异化现象，这就是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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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异化、人同自己“类本质”的异化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
就“与其说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还不如说它是外化劳动的结果”②而言，这种种
异化也就是工业化社会或工业文明的异化。
马克思认为，在这些异化关系中，异化劳动是最根本的，是其他一切异化关系的实质和根源。
由于劳动是人的最根本最现实的实践活动，是人及人类社会存在的根本基础，劳动的异化必然带来人
的其他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的全面异化。
科学技术也不例外，因为“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
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
”③所以科学技术作为劳动亦即人处理自身与自然界关系的社会活动的产物，也必然随着劳动的异化
而表现出异化的性质。
因此。
科学技术的异化并非根源于科学技术自身，而是来自构成人的本质和存在方式的劳动即实践活动的异
化。
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根源性揭示，以及把科学技术看做受生产的普遍规律支配的生产特殊形式的历史
观，对我们理解科学技术的异化及其异化的扬弃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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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科技哲思:科技异化问题研究》：科技异化问题研究，就是要在科学技术作用和地位日益增强的今天
，使科学技术的运用得到明确的价值理性的指导，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出于邪恶目的利用科技成果的
可能性，增强科技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并以道德理性的自觉来最大限度地消除科技理性在社会负面
作用上的不自觉。
《科技哲思:科技异化问题研究》主要从四个方面深化主题：批判性考察科技异化问题研究的理论误区
——科技乐观论和科技悲观论；理与反思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现状；探究科技的本质以及科技异化的
实质；论证科技人化何以可能和如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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