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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本论文集能够面世，首先要衷心地感谢东北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和陈凡教授的大力支持。
我在武汉大学化学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长沙矿冶研究所，因为“服从组织安排”，才步入
自然辩证法研究领域。
在陈昌曙、陈念文两位教授的高尚人格和渊博学识的感召下，开启了我的学术生活。
我与他们之间经常“称兄道弟”，我在老老实实地争做“好”学生的同时，进行学术磋商，确实受益
匪浅，无法用语言表达我对他们的崇敬心情。
本文集共收录有关科技哲学的论文62篇（其中有几篇是同我的研究生合撰），其中16篇未公开发表。
文集在出版时，按照内容，分为八个问题（其中的论文按照撰写时间先近后远）编排。
观点及其阐述中的不妥之处恳求读者批评指教。
下面就文集中主要观点的形成过程做些回顾，然后谈谈几点体会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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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8个部分，主要收录了有关科技哲学的论文62篇，具体内容包括《科学技术活动及其主要特征
新探》《技术是一种实践性的知识》《全面技术创新及其综合效益的评估体系研究》《中日企业技术
创新比较及其启示》《加速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40°N现象与21世纪的“中国中心”》
等。
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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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经济之间的中间环节  十、高度重视技术创新，促进科技与经济的密切结合  十一、管理创新
——生产过程中的一个决定性要素  十二、孵育企业：“高新区”的基本职能  十三、加速科研成果转
化为现实的生产力第四部分  科学技术与发展——“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一、科学技术与社
会之间“互动机制”的探究  二、“科学发展观”与全面科技发展  三、科学技术：一个内在的整体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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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与和谐世界——三大基本矛盾的“真正解决”  一、构建和谐世界——三大矛盾“真正解决”的过
程和结果  二、可持续发展：以人(类)为中心的互利共荣  三、关于可持续发展内涵的思考第六部分  科
学技术体系结构与科学教育——“生产全面发展的人”  一、现代科学体系的立体结构：一体两翼  二
、莫兰的“生态化”教育观与我国的教育改革  三、三类科技教育“集成”与“德和智体”全面发展  
四、三类科学技术“集成”：一种全新的科技观第七部分  全面科学技术哲学构建  一、关于科技哲学
研究中几个基本问题的再思考  二、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对象：人与科技的关系问题  三、论马克思主
义的全面科技观  四、科学技术哲学是关于全面科技观的理论  五、试论“实践科学发展观”与全面科
技哲学之间的关系  六、新中国技术哲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七、全面科学技术观与科学技术哲学门类
构成探究  八、全面科学技术观和科学技术哲学门类构成再探  九、试论技术哲学研究的主题性转换  十
、技术哲学研究的“认识论转向”  十一、关于技术哲学研究的再思考  十二、“生活”与全面生活哲
学初探  十三、人·科技·科技哲学  十四、“科技伦理”是一种抽象的伦理观  十五、技术哲学的研究
对象：技术本身还是人与技术的关系问题  十六、关于21世纪技术哲学研究的几点思考第八部分  科技
哲学研究的思维方式新探  一、总体思维  二、技术哲学研究的思维方式要与时俱进  三、科学技术哲学
研究需要全面思维  四、主导多维整合思维：矛盾思维与系统思维之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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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科学发展是科学活动（过程）与其结果（状态）相互替变的无限序列。
系统状态的变化，即由初始状态达到目标状态，则为过程。
系统特性的量度或描述，则表征状态。
因为该系统特性的量度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则状态是一个相对静止的系统。
如用位置、速度、能量等的量度来表征力学状态，而在一定的条件及其相互作用下，这些状态发生变
化，则为力学过程。
力学理论体系的发展情景就是如此。
17世纪中叶，由一些基本概念和牛顿第一、二、三定律等构成的经典力学体系，发展到20世纪初的相
对论力学和量子力学，这是力学体系发展的一个过程。
在这里，经典力学为初始状态，相对论力学和量子力学则为目标状态。
尽管过程是状态的集合，状态又是过程的集合，然而力学体系状态与力学发展过程仍然是两回事。
所以，过程和状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范畴。
二者既不能等同，又不能混淆。
然而，过程与状态既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相互转化。
于是，事物的发展就构成了过程-状态-过程⋯⋯的无限序列。
也就是说，任何系统都依照一定的条件，由一种系统状态转化而来；又依照一定的条件，向他种系统
状态转化而去。
正是系统内部要素之间及其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对立与统一，决定着该系统的发展轨迹具有连续性（过
程）与间断性（状态）。
因此，科学的发展呈现为动一静一动⋯⋯的无限序列，也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一再认识”的动态
发展过程。
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
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
”但是，又不能因为科学是“不断发展着的”或科学认识是不断演化的，就否认理论知识体系的相对
稳定性。
或者否认原有的自然科学理论的某些正确性、合理性。
相对论力学和量子力学是在经典力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形成了新的理论体系和新的基本观念，
而经典力学运用在宏观、低速领域仍然是正确的，它的理论体系依然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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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陈文化全面科技哲学文集》是由东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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