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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的研究生教育正处于发展迅速、深化改革时期，研究生教育要在研究生规模和结构协调发展的同
时，加快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步伐，以培养高质量的创新人才。
为加强和改进研究生培养工作，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充实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基本条件和手段，
建设研究生培养质量基准平台，促进研究生教育整体水平的提高，中国农业大学采取立项建设的方式
进行了研究生重点课程建设、教材建设，以及教学方式方法的改革。
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建设工作，形成了一批特色鲜明的研究生教学参考用书，本书是其中之一。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本项工作得到了“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共建经费研究生教育项目”的资助。
建设一批研究生教学参考用书，是我校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的一次尝试，这批研究生教学用书，以突
出研究生能力培养为出发点，引进和补充了最新的学科前沿进展内容，强化了研究生用书在引导学生
扩充知识面、采用研究型学习方式、提高综合素质方面的作用，必将对提高研究生教育教学质量产生
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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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然辩证法是辩证唯物主义关于自然界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一
般方法的科学。
《自然辩证法概论》以人和自然界的关系为中心线索，依次探讨了自然界的辩证法、科学技术研究的
辩证法和科学技术发展的辩证法。
　　主要内容包括：导论，存在的自然界（系统性方式和层次性规律），演化的自然界（自组织机制
、演化方向和规律），科学认识、科学问题和科学事实，科学思维、科学假说和科学理论，横断（模
型、数学和系统科学）科学方法，技术创造、技术创新和技术产业化，科学技术的本质、体系和社会
组织，科学技术发展的机制、模式和趋势，科学技术与社会的互动，科技、经济、社会与自然的协调
发展。
　　《自然辩证法概论》可用作理、工、农、医科各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习自然辩证法课程的教材，也
可供各级管理干部、科技工作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等人士阅读参考，还可作为各类大学生进行素
质教育的必读书目。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自然辩证法概论>>

书籍目录

导论第一节 自然辩证法及其学科地位第二节 自然辩证法的内容和结构第三节 自然辩证法的产生和发
展第四节 学习自然辩证法的意义和方法第一章 存在的自然界：系统性和层次性第一节 自然界的物质
形态第二节 自然界的系统形式第三节 自然界的层次结构第四节 自然界物质系统的若干哲学范畴第二
章 演化的自然界：方向和机制第一节 自然界的历史性第二节 自然界演化的自组织性第三节 自然界演
化的方向性第四节 自然界演化发展的规律性第三章 科学认识、科学问题和科学事实第一节 科学认识
和科学技术方法第二节 科学问题和科研选题第三节 科学事实和观察实验方法第四节 观察实验中的认
识论问题第四章 科学思维、科学假说和科学理论第一节 科学抽象和逻辑思维方法第二节 创造性思维
和非逻辑思维第三节 科学假说的形成与检验第四节 科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与评价第五章 横断科学方法
第一节 模型方法第二节 数学方法第三节系统科学方法 第六章 技术创造、技术创新和技术产业化第一
节 技术创造过程和技术方法第二节 技术决策第三节 技术发明第四节 技术创新第五节 技术成果产业化
第七章 科学技术的本质、体系和社会组织第一节 科学的本质第二节 技术的本质第三节 科学和技术的
关系与互动第四节 科学技术的体系结构第五节 科学技术的社会组织第八章 科学技术发展的机制、模
式和趋势第一节 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机制第二节 科学技术的发展模式第三节 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特
点和趋势第九章 科学技术与社会的互动第一节 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条件第二节 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
第三节 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运行第十章 科技、经济、社会与自然协调发展第一节 全球问题及其引发
的思考第二节 科技、经济、社会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理论基础第三节 科技、经济、社会与自然协调发
展的途径第四节 可持续发展战略与和谐社会建设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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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自然辩证法不是自然科学，又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
自然辩证法处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自然科学具体学科之间的位置上，是联系二者的纽带和桥梁，
是处于二者中间层次的独立的哲学学科。
(三)自然辩证法与自然哲学和科学哲学历史上的自然哲学、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在研究对象
和研究内容上与自然辩证法有某些类似和相近之处，但自然辩证法与它们在指导思想、研究方法和基
本观点上有着原则区别。
自然辩证法可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自然哲学、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或日科学技术哲学。
自然辩证法与自然哲学有理论渊源联系。
古代人和近代人从总体上考察自然、从哲学角度研究自然所形成的学问叫做自然哲学。
历史上的自然哲学包含了一些合理思想和观点，自然辩证法的创立和发展也吸取了它有价值的研究成
果和合理因素。
但是，不能把自然辩证法与自然哲学混为一谈，认为自然辩证法就是历史上的自然哲学，把自然辩证
法简单地归结自然哲学是不对的。
自然辩证法与历史上的自然哲学有本质区别。
总的来看，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前的自然哲学不是严格建立在自然科学基础上或是缺乏这个基础的，对
自然界做出判断所依靠的手段或者是直观，或者是猜想、虚构和思辨，难免先验主义的怪想或粗鄙的
理论。
而自然辩证法研究自然界的辩证联系和辩证过程，则以自然科学为基础，依靠对自然科学成果的概括
和总结。
它提供的自然观，具有了真正科学的形态。
但是，也不能认为自然辩证法与历史上的自然哲学毫不相干。
可以说，自然辩证法是具有新质特点的自然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自然哲学。
自然辩证法与西方科学哲学有着并存发展的历史，又有着许多共同的研究课题，但二者的研究传统和
哲学基础不同。
西方科学哲学是一种以自然科学知识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哲学思潮，着重研究科学知识的结构、方法和
进化，包含了丰富的科学内容和不少合理的分析。
而哲学指导思想则比较混乱，又局限于考察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不追究自然科学的客观基础，不承
认自然界存在辩证法。
自然辩证法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主观辩证法与客观辩证法的统一，对自然界和自然科学的总
体考察和规律性认识，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的。
自然辩证法克服了自然哲学和西方科学哲学的片面性，既面对自然科学又注视自然科学背后的自然界
。
这样，自然科学的辩证法有了唯物主义基础，自然界的辩证法通过自然科学揭示出来，有了科学依据
。
当然，在自然辩证法研究中应当而且可以吸收和借鉴西方科学哲学有关学派的合理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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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1988年原国家教委政教司组编和公布《自然辩证法概论教学要点(试用本)》以来，理工农医类硕士研
究生的自然辩证法教学体系，便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科学技术方法论、科学技术观所谓“三
大块”体系进行构建和发展的。
“三大块”框架结构较好地体现了客观辩证法与主观辩证法、认识论与方法论、自然观与历史观相一
致的原则，具有自身内在的逻辑性和合理性。
．十几年来我们在三次自编教材过程中和教学实践中，发现“三大块”教学体系对教学内容的合理安
排有一定影响，主要是自然观、方法论和科技观相交叉的内容，在“三大块”(即分立三篇)体系中要
么强行置于某一篇，要么在各篇中重复或分割论之。
本书在承袭“三大块”教学体系的基本内容的基础上，在结构上突破了三篇分立编写的模式，不再分
篇。
而以人和自然界的关系为中心线索，依据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参照“三大块”体系的逻辑主线
，分10章展开自然界的辩证法、科学技术研究的辩证法和科学技术发展的辩证法的基本内容，力求使
全书的内容结构真正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本书的体系结构，有助于解决三篇分立的“三大块”体系中有关内容的重复和分割等问题(详见导论第
二节)。
本书体系结构的设计和相关内容的编排，是作者共同研究、集思广益的结果。
编写人的具体分工是(以内容先后为序)：张法瑞：导论，第二章，第六章刘彬：第一章，第七章，第
八章刘巍：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李建军、倪景涛：第九章彭光华：第十章全书由张法瑞、刘巍统
稿和定稿，刘彬参加了统稿工作。
本书力求博采众长，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参考和借鉴了多种自然辩证法教材和大量的相关文献资料，限
于篇幅未能全部标出，在这里特别加以说明，并向它们的著、编、译者深表谢意和歉意。
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院和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我
们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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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自然辩证法概论》是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的。
研究生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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