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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根据教育部最近颁布的有关教学基本要求，对相关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吸收近年来自然辩证
法学科教学与研究的最新成果，编著而成。
全书除"绪论"外，共四篇十三章： 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科学论与科学发现论、技术论与技术创新论
和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
各篇章前有主题导言，每章之中插入若干个短小精悍专栏，章后附有本章小结、思考题和参考文献。
本书观点明确、结构严谨、内容丰富、可读性强，特别适合研究生教学与研究之用，也可供其他广大
师生、科技工作者及管理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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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求解社会发展现实问题科学技术是当代社会发展的驱动力。
当代社会工业化、现代化建设中产生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几乎都与科学技术相关联。
自然辩证法对科学技术在社会中的正负作用进行多方探讨，有助于求解社会发展中各种重大现实问题
。
现代化实践中的问题，多数都是复杂性的综合性的实际问题。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开展各方面有成效的工作，也需要丰富的现代知识，尤其是各门具体的先进的科学
技术知识。
所以，邓小平讲，实现现代化，科学技术是关键。
然而，当代科技分支众多，往往使专业工作者毕生致力于非常狭窄的各自专业领域，视野受到很大局
限。
面对复杂的现代化问题，需要综合多门科学技术知识、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乃至那些“隐言”知识。
因此，对于高层次的科技工作者、担负组织和领导的科技工作者，需要综合性知识和战略眼光，才能
具备解决科技社会发展中各种实际问题的能力。
学习与研究自然辩证法就可以起到这种独特作用。
自然辩证法是跨越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及思维科学的交叉学科，特别是与科学技术史
、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科学学、科技政策与管理、软科学、科学文化学、科学社会学、科学心理学
等广泛交叉和关联，是一门综合性极强的知识学科。
同时，自然辩证法是一门具有哲学性质的学科，它在解决社会发展实际问题时，能从宏观政策和战略
的一般规律上把握，比各专业或学科更为深刻、更具战略思维和眼光。
另一方面看，它又结合实际问题进行探讨，比一般哲学抽象或学术研究又较为具体、实证，可以探索
到宏观的社会发展策略甚至某些比较具体的对策。
当代社会发展面临多方面种种问题。
譬如科学技术自身发展的政策与管理问题、技术创新问题、社会公益科技问题；以及全球性的人口问
题、资源问题、环境问题、生态问题、高科技武器问题等；还有一些思想文化方面的问题，例如科学
文化与人文文化问题、科技伦理问题等。
这需要宽广而有效的解决各种问题的知识，又需要深刻的辩证思维和理论分析能力，还需要切合实际
的科技政策与战略。
总之，学习与研究自然辩证法，能够有助于确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科学技术发展观，有助于扩大知
识视野、开阔思路、提高理论思维能力，有助于促进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也有助于制定和实践恰当
的科技政策与社会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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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当今世界，科技、经济、社会、文化高速发展，人类社会面临着空前未有的变革，给人的综合素质提
出了更高要求。
高层次人才尤其应当拓宽知识视野，提高综合能力，升华思想情感。
自然辩证法是全国理工农医类研究生必修的公共理论课。
它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横跨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等多学科门类
的带有哲学性质的综合性交叉学科。
它涉及面广、思想理论性强，是提升思想素质、培养创新人才的有效途径。
它又需要不断的学习、研究和探索，及时吸收理论与实践各方面析出的精华。
为此，我们决定编写一本新的自然辩证法教材。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历来重视自然辩证法的教学研究、学科发展与教材建设。
20世纪80年代初，著名学者范岱年先生开始在北航招收自然辩证法（现称科学技术哲学）专业研究生
。
十多年前，北航出版社就分别推出了由本校教师主编、北京近十所重点理工农医类大学教师参与的相
关教材。
其中，肖海涛等主编的硕士生简明教材《自然辩证法简编》和吴光宗等主编的博士生教材《现代科学
技术革命与当代社会》，被北京及全国许多高校广泛采用，对研究生自然辩证法教学与研究，起到积
极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近年来，学校加大了自然辩证法（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建设与教学改革步伐，促进了相关课程与教材
建设。
“自然辩证法概论”获得学校“研究生精品课程”批准立项，并将其配套教材建设工作纳入学校教材
建设规划。
这些为本书编写创造了条件。
本书力图体现下列特色与宗旨：第一，思想性与学术性相统一。
它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结合当代中国的科学发展观，对于相关的理论与现实问题
进行明确分析和论述，体现出比较深刻的思想性、理论性；同时，对于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
学科的几个主要领域，如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等方面的学术前沿问题，
尽力做出探讨，显示出学科的学术性、人文性。
第二，基础性与创新性相统一。
它参照教育部社政司2003年新公布的《自然辩证法概论（教学基本要求）》，除绪论外，包括辩证唯
物主义自然观、科学论与科学发现论、技术论与技术创新论、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四部分的基本内容
；同时，合理吸收近年来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最新成果，例如生态自然哲学、科学建构论、工程哲学、
科技伦理学、科技政策与管理等，有机地融人基础内容或者做出评析，从而体现基础性、普及性之上
的创新性、现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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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自然辩证法概论》观点明确、结构严谨、内容丰富、可读性强，特别适合研究生教学与研究之用，
也可供其他广大师生、科技工作者及管理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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