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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为指导，阐述了现代科技伦理学的内涵、学科定位、研究对象和方法，介
绍了古代、近代、现代的科技道德观，剖析了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互动关系，阐明了现代科技伦理
的原则和规范，强调了科学共同体和科学家的道德责任、道德选择、道德评价、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
。
还运用科技伦理学的基础知识和评价标准，对诸多高新技术领域（如核技术、航天技术、网络信息技
术、环境保护技术、基因工程技术、人工生殖技术、医疗技术等）的活动及其结果进行了利弊权衡和
伦理剖析，并对其未来发展趋势和价值前景作了预测，比较具体和深入地揭示了高新技术的加速发展
与社会伦理价值体系的巨大惯性之间的矛盾，以及科技与伦理之间形成的两难困境，并且提出了一些
解决问题的对策，以供人们抉择和践行时参考。
　　书中收集的资料翔实，分析由浅入深、通俗易懂，所举案例较生动和有代表性，语言表达也较为
流畅。
本书旨在为读者打开一扇窗，帮助广大读者了解科技伦理现象产生、发展和变化的规律性，学会分析
和解决问题，提高科技伦理素质，以适应走向社会从事科技工作的要求。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现代科技伦理学>>

作者简介

王学川，男，1956年12月出生，浙江金华人，博士。

　　现任浙江科技学院教授，社会科学部书记、副主任，兼任浙江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会长，浙江
省“十一五”社会科学学科组专家。

　　主要研究方向：科技伦理学、科技哲学。

　　曾主持完成省级重点项目1项。
出版《新技术新伦理》（2002）、《走向成功的自我》（2003）等专著多部。
发表论文50余篇，其中一篇论文获2006年度浙江省哲学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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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一、科技伦理的涵义和特征　　1.科技伦理的基本涵义　　有学者认为，科技伦
理的核心问题就是探寻科技人员在其科技活动中是否涉及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涉及伦理道德问题；也有
学者认为，所谓的科技伦理问题实质上就是一个科技发展的合理性问题；还有的学者则认为，科技伦
理的实质是一个面对科技的发展和挑战更新人们现有伦理观念的问题；另有学者指出，科技伦理的问
题实质上是由科技进步和实践发展向人们所提出的一个事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问题。
综合以上观点，我们认为，科技伦理是关于整个社会与科学技术实践活动相关的一切活动的理论体系
，它引导和规范社会上一切从事与科学技术实践相关活动的人们，以消除或避免作为主体的人在与科
学技术相互作用过程中形成负面的社会效应和影响。
　　首先必须搞清科学技术与伦理的基本含义。
　　科学技术简称“科技”，是自然科学与应用技术的合称。
其实，科学与技术并不是一个概念，科学是人们认识客观的武器，技术是人们改造客观的手段；科学
是发现，技术是发明；科学是认识世界，技术是改造世界；科学是提供可能，技术是使可能成为现实
；科学处在自然与技术的交点上，技术处在科学与社会的交点上。
但是，科学与技术之间有着紧密联系，它们是互相制约、互相促进的有机整体。
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导，技术就无法创新；没有技术成果的不断创造，就不能推动科学的发展。
科学可以分为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
现代技术主要是指20世纪40年代以来，建立在现代科学原理基础上的一系列高新技术。
它们主要包括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海洋技术和空间技术等六大领域。
当然，技术的具体门类很多，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制的技术分类目录，共有29类：航空技术和工
程；生物化工工艺；化学工艺和工程；计算机技术；土木建筑工程；电气技术和工程；电子技术；环
境技术和工程；食品工艺；工业生产技术；仪表工艺技术；材料工艺；机械工程和技术；医疗技术；
冶金工艺；金属产品工艺；机动车辆制造工艺；采矿工程；船舶工艺；核工程技术；石油和煤的工艺
；动力工程；铁道工程；空间技术；电讯工程技术；纺织技术；运输系统技术；化工单元操作技术；
城市规划。
从这些门类中可以看出：作为应用自然科学理论、解决人类生产与生活问题的技术，主要是工程技术
。
所谓伦理，其本意是指事物的条理，也指人伦道德之理。
在中国，“伦理”一词最早见于秦汉时《礼记·乐记篇》。
按照后人的引申解释，“伦”指人伦，讲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理”指分类条理。
“伦理”主要是指人与人相处时发生的道德关系。
伦理一方面反映客观事物的本来之理；同时也寄托了人们对同类事物应该具有的共同本质的理想，这
种理想付诸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之中，产生出调节人类行为的行为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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