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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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技术自主论研究纲领的解析，主要就是对埃吕尔的强纲领和温纳的弱纲领的解析。
技术自主论与技术决定论、技术统治论之间的关系尽管非常密切，但它们仍有区别。
技术自主论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万物有灵论和马克思的技术异化思想，20世纪不同领域的学者们从
不同的角度阐发了有关技术自主的思想。
对技术本质的理解是技术自主论研究纲领的内核。
强纲领和弱纲领讨论的技术都是一种广义的技术，广义的技术理解有其合理性，也有其局限性。
　　强纲领的技术自主性思想可以概括为技术系统的自增性、技术前进的自动性和技术发展的无目标
性，这三个方面都是通过技术与社会诸因素的关系表现出来，最终都落在技术与人的关系问题上。
弱纲领的技术命令和反向适应这两个概念是对强纲领的发展，弱纲领用技术漂流和技术梦游来描述技
术的实际发展状况。
技术的自主性包括三个层次：①技术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规则；②技术对社会的全面渗透，或者说整个
社会的技术化；③技术对人的全面影响，特别是对人的思想和思维方式的影响。
埃吕尔（强纲领）和温纳（弱纲领）并不认为技术是绝对自主的，人在技术面前毫无作为，他们不过
希望人们重视他们所描述的技术现象，关注技术的失控问题，回应自主的技术，强纲领求助于新伦理
而否认政治手段的作用，弱纲领积极寻求技术的民主塑造，却不重视伦理规范的功能。
　　严格的因果决定论是技术自主论隐含的逻辑前提。
技术自主论的理论价值在于它阐明的技术发展的相对独立性，揭示整个社会技术化和人的技术化生存
的现状与趋势，彰显了技术的社会功能和技术对社会与人的形塑。
技术自主论表征的是一种消解人在技术中的自我异化的自我意识，它引发人们对技术社会中人的技术
化生存状况的关注和反思，以及对整个人类的命运与前途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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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的意义　　1．问题的提出　　自近代工业革命以
来，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现代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地发展，其触角延伸到地球的每个
角落和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
技术改变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的衣食住行越来越依赖技术。
我们生活的环境不再是纯粹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为技术所改变，社会环境为技术所浸润
。
生活环境的技术化使我们的生存成为一种技术化生存。
生活在技术化环境中的人除了适应技术，还能做些什么？
日益强大的技术仿佛超出了人们的控制，成为一匹脱缰之马。
作为技术哲学的一个重要流派的技术自主论，就产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
　　技术自主论一出现，便受到了当代西方技术哲学研究的关注。
技术是否自主，国外技术哲学界对这一问题至今仍然争论不休，而在国内，这个问题似乎不大受重视
，更没有引起争论。
目前，国内学界还没有人对技术自主论作系统的专题研究，断章取义、泛泛而论者多，整体研读、深
入探究者少。
技术的主体是人，技术的发明、设计、开发、应用等所有的活动都离不开人，技术不可能超出特定的
政治、经济等要素构成的社会环境而发展，这是包括技术自主论者在内的一般人都知道的常识。
然而，技术自主论者何以得出了明显有悖于我们的常识的结论？
技术究竟有没有自主性？
有多大程度的自主性？
技术的自主性与备受关注的技术的负面效应问题有何关系？
技术的自主性与人的技术生存的困境有何关系？
对这些问题感到惊奇与困惑，便引发了我们对技术自主论的关注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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