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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技术哲学博士文库”在多方努力下终于出版了。
这是东北大学文科建设史上的一件幸事，值得祝贺。
　　东北大学的科学技术哲学博士点自1994年开始招生以来，已有一批博士毕业。
他们已经在《自然辩证法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科学技术与辩证法》等刊物上发表了一批
文章，也有把论文补充修改成为专著出版的，但出书毕竟零散，机会也不多。
文科博士论文的创新思想应当在刊物上发表，更为优秀者则应当作为专著出版。
已经有不少大学出版了自己的博士文库。
我们决定出版自己的博士文库，乃是步其后尘而已。
　　我们这个博士点是以技术哲学为主要研究方向的，因此名为“技术哲学博士文库”。
出版这个文库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保存和交流研究成果，经受社会检验，鼓励学术研究；另一方面
也是为了博士生教育的制度化，推进学科建设。
因此，并不是每一位博士的论文都可以成书进入本文库出版，进入本文库必须经过一定的评审程序。
出于学科建设的需要，本文库也将把博士生导师有关技术哲学的优秀研究成果纳入本文库出版，当然
也需经过评审。
　　在中国，技术哲学的研究方兴未艾，已有一批博士的研究成果作为专著纳入本文库出版，这是一
件令人高兴的事，但这仅仅是开始。
希望有更多博士的研究成果面世，这是我们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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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技术伦理学》以伦理学研究问题的视角及方法探究了高技术伦理的本质，阐发了高技术对人
权的冲击和影响，论证了公平、公正是高技术伦理涉及的核心；并以对高技术伦理困境的消解为目标
，阐释了高技术伦理规约的内在结构及效用机制，既提出了对高技术主体进行责任重建的必要性，又
从责任的技术控制角度揭示了高技术生态化是解决高技术伦理困境的出路的基本思想。
这些内容主要反映在《高技术伦理学》的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中。
　　在具体阐述中，笔者将伦理学研究问题的基本方法和基本理论作为基础。
运用道德现象学方法，全面研究了高技术伦理的道德意识现象、道德规范现象和道德活动现象。
同时，采用了整体视角研究高技术伦理，并非仅限于研究某个具体实践领域的伦理问题和伦理规范的
建构，而是将高技术伦理纳入到伦理学的学科体系进行研究，这种侧重理论层面的研究，从个别到一
般分析高技术伦理关系，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
可以说，《高技术伦理学》以综合研究视角建构了高技术伦理学体系。
笔者相信，随着高技术的不断发展，高技术伦理研究会在实践的推动下，在理论上不断丰富和深化，
这也将完成哲学的任务，使高技术伦理学成为哲学和技术哲学大树上盛开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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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研究的整合效应二、技术伦理的研究传统对高技术伦理研究的启示（一）海德格尔：人本主义技术
伦理思想（二）法兰克福学派：技术的伦理启蒙思想三、“后人道主义”蕴涵（一）哲学的人道主义
需要反思（二）哲学的反人道主义并非非人道主义（三）“后人道主义”是消解高技术伦理困境的“
中道”立场（四）“后人道主义”思想中的后现代精华第三章 高技术伦理的本质及特征一、伦理学的
实践品格（一）伦理是一种精神气质（二）从“应然”到“实然”：高技术与伦理的内在统一二、人
与自然：高技术伦理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一）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溯源（二）人与自然关系的再
定位（三）动物并非道德共同体的一员三、人权：高技术伦理的本质（一）高技术挑战人的选择权和
自决权（二）高技术挑战人的机会均等权和发展权（三）网络信息技术挑战人的生存权（四）技术与
人权从无涉到有涉四、开放性与过程性：高技术伦理的特征（一）高技术伦理的开放性（二）高技术
伦理的过程性第四章 高技术伦理规约一、“原则-规范-范畴”——高技术伦理规约的内在结构（一）
高技术伦理难题及根源（二）以现代伦理学视角建构高技术伦理原则（三）以责任为主要内容建构高
技术伦理规范（四）以幸福为核心建构高技术伦理范畴二、高技术伦理规约的效用机制（一）高技术
主体的信仰是高技术伦理规约的内在动力（二）法制是高技术伦理规约效用发挥的外在保障三、高技
术伦理规约的合理性及科学性评价（一）高技术伦理规约的合理性及科学性评价标准（二）高技术伦
理规约的评估体系第五章 高技术主体伦理责任重建一、高技术伦理价值评价（一） 高技术伦理评价
首先是对技术主体行为的评价（二） 主体责任的缺失是高技术伦理困境的源头二、高技术主体伦理责
任（一） 责任的承担（二） 基因技术共同体的社会责任（三） 网络信息技术主体的社会责任（四） 
高技术主体责任蕴涵在技术创新的过程之中三、责任是美德的具体体现（一） 高技术主体行为的社会
伦理制约（二） 追寻美德第六章 高技术伦理实证分析一、现代生物技术伦理（一） 现代生物技术的
积极社会作用（二） 现代生物技术伦理的特点二、网络信息技术伦理（一） 网络技术伦理的特点（
二） 信息技术伦理分析三、生态环境技术伦理（一） 生态环境技术的概念及本质（二） 绿色技术的
积极社会效应（三） 生态环境技术应用的伦理考量结论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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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高技术伦理学与伦理学的异同　　高技术伦理学与伦理学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首先，伦理学是将社会的一般道德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研究道德的基本理论，如道德的内涵，道
德的本质及特征，道德的功能及社会作用等。
高技术伦理相对于上述内容主要研究个别，它以高技术为特殊对象，突出高技术特点及高技术领域的
伦理问题，研究高技术道德现象。
　　其次，伦理学构建的原则是社会共同价值取向及价值目标，如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
为原则。
而高技术伦理学对现代高技术特点进行研究并建构原则，它直接针对要解决的高技术伦理问题强调公
平、公正、尊重、无害原则，具有高技术特殊性的展示。
并且在原则的建构过程中强调科学共同体与公众的对话和交流，突出在商谈过程中形成具有全球普世
意义的共同伦理诉求。
　　第三，伦理学研究和关注的实践领域主要有三个，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爱情家庭美德。
而高技术伦理关注的是高技术实践领域，即现代生物技术领域、网络技术领域、生态环境技术领域等
，如若将其纳入到一般伦理学体系划分它应该属于职业道德领域，但这种职业道德的特殊性随着高技
术特点的不同非常鲜明。
　　第四，伦理学研究的问题主要反映的是公民道德建设问题。
高技术伦理主要在研究高技术实践应用过程中表现的某些伦理问题的同时，研究高技术主体的道德建
设。
由于这些伦理问题表现和反映的范围不同。
不是反映在社会全体公民当中，而是反映在技术共同体和高技术应用主体中，因而表现出研究范围的
有限性。
当然，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解决，同样也会对社会运行产生影响。
　　第五，伦理学研究将重点限定于个体伦理，主要规定个体在社会各个方面的行为选择。
高技术伦理将社会伦理研究提高到一个高层面和新高度，即将社会伦理研究突出出来。
群体利益、国家利益、人类的整体利益成为高技术伦理研究和关注的焦点。
如果说一般伦理学研究的是“近距离伦理”，即社会中可以直接交往的人与人之间关系、人与社会之
间关系及人与自然之间关系，高技术伦理研究将这些伦理关系作出拓展，在时间上它由当代人延伸到
后代人，在空间上它向全球伦理延伸，研究人类今天与未来的关系、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关系，它既是
责任伦理，也是发展伦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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