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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技术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它的发展经历着从个别、分散到逐步实现技术系统化的进化过程
。
对技术进化这个问题的研究是技术哲学的一个主要内容。
为了能寻找出一种合理的技术进化模式来清楚地揭示技术进化的趋势，我们有必要先对国内外技术进
化模式进行系统的概述和评价。
　　一、技术进化模式研究　　在世界范围内，对技术进化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而在我国，对
技术进化的研究是从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的。
纵观对技术进化模式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技术范式与技术轨道模式　　这一模式认
为，技术的进化与科学在程序和性质上大体相似，即它通常是沿着由某一技术范式所确定的技术轨道
前进。
技术范式的产生是科学进展、经济因素、组织结构变化以及已有技术范式无法解决遇到的困难等多种
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每一种技术范式都将根据其特定的技术、经济等权衡标准来确定自身的“进步”概念，并把按某一技
术范式前进的方向称作技术轨道。
一种技术轨道也就是由技术范式所确定的一种“常规”的解题活动。
该理论还认为，社会、经济和组织结构在技术范式的选择和稳定方面所起的作用各不相同，其中，经
济因素所起的选择标准作用是最后的市场检验的作用。
　　2.技术创新扩散进化模式　　经济学家熊彼特（J·Schumpeter）在其博士论文中首先认识到，创
新作为经济增长的一种策动器，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并在其后论述了技术创新扩散模式创新一模仿，即一项技术创新是通过对创新的模仿来实现扩散的。
近几年，美国学者萨哈尔（D·Sahal）等人在熊彼特“创新一模仿”扩散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
了“通过学习进行扩散”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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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技术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社会现象，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一种文明的显现，是在人类生存与
文化的大背景下而进行的一种社会化实践活动。
本书面向具体的技术过程与实践，用系统化的观点，从技术本体论、技术社会学研究、技术经济学研
究、技术文化学研究及其技术美学研究等几个维度，全面而又深入地考察与研究技术进化与发展的一
般规律，从而丰富与拓展技术哲学研究的广度与深度，逐步使技术进化的研究从隐学过度到技术哲学
研究的显学阶段，以便更多的人可以从多角度、多进程的视角去认识技术，认识技术发展，更加理性
与全面地发掘与评价技术及其功用，更好地推动科学、技术、文化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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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后面的这种倾向，又从反面对唯科学主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事实上，矛盾相当尖锐。
待哲学层次的反思，才能从根本思想理论上理清问题。
当然，两个门类知识的互渗也给哲学本身提出了不少值得改进之处。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此不能“以不变应万变”。
可以说，正确地把握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相互渗透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的意义同
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科学发展的方法论功能，是同一问题的两个不同侧面，但是鉴于唯科学主义
已成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障碍的实际情况，这一课题拟把研究重心放在如何认识和发挥马克
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功能上。
　　第二，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渗透的理论基础是实践的二重性。
在这一突破口中，问题的难点不仅在于切实地把握实践乃是对立的统一体，而且还在于要科学地理解
其社会屙陛方面与片段属性方面的彼此渗透和转化，其中首先是要理解实践的社会属陛是在其自然属
性上的“积淀”，理解表征着实践社会属性的实践自然特征（如物化了的生产力）等等，往往具有关
键性的意义。
在宏观上，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促进或抑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以自然物质的形态展示出来（“社
会生产力”一语，也反映了这种转换）。
在微观上，如《资本论》所言，人“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
”，恩格斯则用“获得性遗传”概念来说明这种积淀。
只有从这里出发，我们才可能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明确的轮廓。
第三，对实践模型的评价是研究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渗透的必要前提，评价实践的社会的模
型，一方面，要反对只承认实践社会属性的神秘主义，与哲学教程的误解划开界线，从而用当代系统
理论和电子计算机等新工具，深化人们对社会问题自然属性方面（特别是物化的生产力方面）的把握
能力，放开胆子，加深人们对自己所处社会的认识，提高人们的实践能力。
另一方面，又要反对把实践自然属性方面看成实践整体的绝对还原论或自然主义，强调实践的社会关
系方面，以及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方面开拓研究所得的成果，至今具有不可疑义的指导作用，并要用以
规范和修正人们只从自然属性方面把握实践的片面性，以及人们使用实践模型时对模型必须引入的“
社会变量”估计的非科学性。
事实上，一切成功的实践模型均是在对实践社会关系方面有科学理解基础上建立的，一切不成功的实
践模型，例如“罗马俱乐部”公布的《增长的极限》，“没有包括关键性的社会因素”，“只考虑到
人的物质系统方面”，对社会关系方面，以“最好的社会条件将普遍出现”为假设，这种假设势必影
响人们对社会问题研究的科学性，最终只能得出不科学的结论，应引以为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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