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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年来，作者指导的科学技术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就现代科技的社会功能这一专题，从各个侧面进
行研究，写成了系列学术论文（大部分为硕士论文）。
 本书就是在这些论文的基础上经作者系统整理撰写形成。
全书分为九章，导论论述了现代科技的社会化；第一章“推动社会经济”在张新硕士论文《论现代信
息技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基础上整理而成；第二章“拓展社会交往”在吴广升硕士论文《论科
技的发展与交往形式的演变》基础上整理而成；第三章“推进法律更新”在魏浦雅硕士论文《论法律
对科学技术的调控作用》基础上形成；第四章“促进社会转型”在张艳阳硕士论文《论社会技术形态
与社会转型》基础上整理而成；第五章“开阔认识领域”以周德红硕士论文《科学技术发展与认识主
客体关系的拓展》为基础并吸收周美伦论文《对博客现象的哲学透视》的部分内容整理而成；第六章
“提升决策水平”在彭慧娟硕士论文《信息技术支持下的理性决策研究》基础上整理而成；第七章“
强化人文关怀”在高淑桂硕士论文《科技发展中人文忧患实质探究》基础上整理而成；余论“凸现科
学家社会责任”在吴剑飞硕士论文《论科学家的伦理责任》基础上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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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务理事、全闽价值哲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市逻辑学会副会长、上海市领导科学学会常务理事。
研究方向为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逻辑思维与科学认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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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哲学研究”、“哲学动态”、“自然辩证法研究”、“学术月刊”等报刊杂志上发表论文300多篇
，有多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转载。
多次获学术成果和优秀教学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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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当代中国社会技术形态转型    一  当代中国的社会技术形态    二  中国社会技术形态转型之路第
五章  开阔认识领域  第一节  基于经典自然科学基础之上的认识主客体关系论述    一  古代哲学对认识
主客体关系的论述与古代科学    二  近代哲学对认识主客体关系的论述与近代科学    三  马克思主义哲
学关于认识主客体关系的论述与近现代科学发展  第二节  现代科学技术对认识主客体关系的新揭示    
一  主体性原则的加强    二  关注主客体之间的双向建构    三  主客体交互作用中理性与非理性统一的新
揭示  第三节  现代信息技术条件下人类认识领域的新拓展    一  认识主客体交互作用的强化    二  虚拟实
践形式的出现    三  知识共享思想平台的构建    四  沟通“三个世界”快捷通道的形成第六章  提升决策
水平  第一节  理性决策的演进与困惑    一  全面理性决策模式的可行性分析    二  有限理性决策模式的可
行性分析    三  理性决策优化条件分析  第二节  信息技术与决策的完善    一  信息技术支持决策现状    二 
信息技术何以支撑决策    三  信息技术的非完备性  第三节  信息技术与认知的拓展    一  信息技术与主体
认知    二  信息技术与主体实践    三  信息技术支持决策的未来展望第七章  强化人文关怀  第一节  科技
发展中人文忧患表现及其实质    一  科技发展中人文忧患表现    二  科技时代人文忧患成因及实质  第二
节  科技的本性：科技与人文的统一    一  科技统一于人文    二  人文离不开科技    三  认识的误区：割裂
科技与人文的缘由  第三节  科学对待人文忧患的现实途径    一  确定科技与人文关系的新视野    二  确立
协调科技与人文关系的新途径余论  凸现科学家社会责任  一  凸现科学家社会责任的缘由  二  科学家应
当承担什么样的社会责任  三  正确看待科学家的社会责任问题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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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推动社会经济　　在现代社会中，信息已成为社会生产力的独特生产要素，现代信息技术
已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劲动力。
而全面推进信息化则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要考察现代科技的社会功能，离不开全面、客观地认识现代信息技术对社会经
济发展的影响，离不开揭示现代信息技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并从理论上对我国未来信息
化发展道路做出预测。
　　第一节 信息技术与信息化　　一　人类历史上信息技术领域的五次革命　　在日常的经济活动与
社会生活中，人们几乎时时都在处理各种信息。
综观历史，人类对信息的认识和利用大致经历了五次革命性的变革，统称为五次信息技术革命：　　
第一次信息技术革命起源于言语的出现。
客观事物只有被人所感知，由人的思维所把握、认识，并且通过人所特有的方式表达出来（即以主观
信息的形式表达出来），与它相关的信息才能被传递出去。
言语作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种信息载体，主要用于信息的表达和传递。
它的出现开发了人类的口说、耳听等信息功能，方便了信息的交流，增强了人类认识及表达客观事物
的能力，从而大大促进了人类智力的发展。
另外，言语的使用还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成为加速社会组织化进程的动力。
但是，言语作为信息载体的最大不足就是难以存储。
其次，声音信息的传播受媒质的影响很大，难以进行远距离的信息交流。
为了解决言语在信息存储以及大跨度时空传递上的困难，人们在实践中逐渐创造出言语的物质外壳—
—文字。
　　文字可以将言语所要传递的信息固定在一定的载体之上，从而大大提高了人类在信息存储和信息
传递方面的能力。
文字的出现可被称为人类信息技术史上的第二次革命。
从甲骨到纸张，从磁盘到光盘，随着信息载体从低级到高级的不断发展，人们还创造出许多不同的符
号系统，用以代替可感知的物质对象、存储和传递与这些物质对象有关的信息，以满足各类社会实践
活动的需要。
它们极大地丰富了文字的表达形式，成为当今表达、传递、存储各类信息的重要工具。
　　第三次信息技术革命是以印刷术的发明为标志。
印刷术的出现提高了信息存储和信息传递的效率，便于信息的大量生产和流通。
l9世纪中期以来，随着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以及新技术的不断出现，印刷术从手工操作发展到机械化
、自动化，尤其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微型计算机和激光技术的出现，大大加快了印刷术的改造。
计算机数字排版和激光扫描不仅使排版印刷成为历史，而且使印刷的质量和速度空前提高，顺应了当
前信息爆炸性增长和迅速传递的时代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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