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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技异化是马克思学说关于科技的重要观点之一，是马克思基于资本主义条件下对科技发展做出的判断。

时至当下，科学异化仍然存在，其对人、生态、社会造成了影响。基于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习近平科技观提出了

系列科技伦理思想，对于当下应对科技异化、促进我国科技事业健康、稳定、长久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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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是促进生产力发展，推动人类文明不断向

前进步的重要动力。作为人类文明成果，科技在推动当

下社会进步、提高生产力的同时其异化问题也为人类社

会发展带来了一些隐患，甚至演变为威胁。追根溯源，

解决问题的办法就隐藏在真理之中。通过回顾马克思对

于科技的论断及其当代表现，必然能找出一条解决科技

异化的路径。

1“科技异化”的当代表现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对于科技异化并没有给出明

确的定义，但科技异化却在马克思不同时期的著作中、

经典中零星呈现。马克思讲“科技异化”表述为“在手

工业小作坊的生产中，工人通过机器的使用完成生产，

当工人进入到工厂中时，却成了工人服侍机器了”[1]。

科技以其巨大的生产效率以及发展速度不断地将人与

劳动产品的异化现象扩大到工人与机器、人与科技的对

立。

人类主体性的消解是当代表现之一。科技创造和使

用活动是与人发挥主观能动性相捆绑的，科技异化就将

这种主观能动性变为了“被动”，人们对于事务的驾驭

变成了服从。人的主体性是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是人自

身区别于他人的独立性特征；二是人区别于动物可以独

立思考并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

表人物卢卡奇指出，由于商品经济的需求，资本积累和

商品生产的原则建立起了机械化体系，这样的生产体系

使得人无法按照自己的生产需要，按照自己的独特性质

参与到生产中。正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消除了人的独特性，

参与这个机械化体系的人们之间的差异性也就越来越

不显著，人的主体性也就因此弱化。另一方面，人的自

身具有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一面，但是在科技异化作用面

前，逐渐成为了一个被动的接受者和追随者。

自然环境的破坏是科技异化对自然作用最突出的

表现。目前，人类还无法完全从对自然的索取和依赖中

剥离出来，自然依然是人类所拥有的的最大资源，科技

难免因为人的异化而异化，例如伐木机的便利大大提升

了伐木效率，但是其作用还是对于树木的破坏等等。不

少科学技术依赖于自然的物质供给，人类却堂而皇之的

以发展科技为借口向大自然无情地索取，违背自然规律、

破坏自然环境的结果就会加快到来。自然资源是人类能

够不断延续所依靠的，不仅是一代人、两代人的问题，

而是事关人类繁衍的问题。因此，为了人类生生不息，

为了自然资源的可持续性，科技异化对自然产生的影响

的消除迫在眉睫。

从马克思的观点来看，科技异化会对人与人之间的

社会关系产生影响，他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

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2]。马克思认为，人作为现实的、社会的人，其本质的

生成与展现是在与他人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中实现

的。但是科学技术的发展让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出现多样

化的同时，也逐渐让人与人“真正地”交流减少了，特

别是虚拟世界、元宇宙的开发，大家在网上可以“无话

不说”，回到现实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似乎离不

开聊天界面。此外，由于人们在网络上可以自由交流，

借助网络中的虚拟身份表达自己的意见，在与他人意见

不合时恶语相向，实时互动技术的“阴暗面”不断挑战

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其次，伦理道德也成为了问题。

人类从未停止对于生命科技的探究，从克隆技术到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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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的重构再到男性生育技术，这些技术在带来科技进

步，也正在挑战社会伦理和道德基础。

2 马克思对科技论断的当代阐述

马克思对科技论断的当代表述就是习近平科技观。

习近平指出，“携手促进科技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更好

造福各国人民”。[3]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习近平对于科技

的态度充满了马克思认为科技应当为人服务的观点。在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更是强调了科技对于国家增

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有重要推动作用，

也因此习近平将科技同人民需求和人类命运联系在了

一起。

2.1 科技要服务于人民

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科技伦理观的出发点与落

脚点。习近平指出：“我们扩大科技领域开放合作，主

动融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积极参与解决人类面临的重

大挑战，努力推动科技创新成果惠及更多国家和人民。”
[4]
从这一讲话中可以明显感觉到习近平认为科技应该服

务于人民，造福于人类。科技发展和科技使用是和改善

人民生活水平、解决民生问题以及提高人民幸福感和获

得感紧密相连。新中国成立以来，科技发展为我国各方

面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大提升了我国综合国力和

国际地位。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科技一度被“卡脖子”，

本着独立自主的原则，在原子弹、氢弹爆炸以后，我国

国防力量大步迈进，这些科学技术成为了我国具有国际

话语权，维护世界和平的雄厚底气。在农业方面，杂交

水稻的发明让中国粮食产量趋势不断上扬，曾经“吃草

皮”“啃树皮”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据国家统计局

显示2022 年全国粮食单位面积产量 5802 公斤/公顷（3

87 公斤/亩），其中谷物单位面积产量 6379 公斤/公顷

（425 公斤/亩），比 2021 年增加 62.7 公斤/公顷（4.

2 公斤/亩），增长 1.0%，而全国粮食总产量 68653 万

吨（13731 亿斤），比 2021年增加 368 万吨（74亿斤），

增长0.5%。其中谷物产量 63324万吨（12665 亿斤），

比 2021 年增加 49万吨（10亿斤）。[5]中国共产党以坚

持自己的初心和使命积极引导科技事业，其价值旨归与

服务对象在“人民”二字上达成契合，科技为人民幸福

而发展，也必将造福于人民。科学技术要造福于人民，

人民就要共享科技成果。

2.2 科技要绿色化、低碳化

科技绿色发展，科技创新就要以绿色化为核心。强

调绿色科技发展，其意旨在减少科技运用时对环境造成

的破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利用科技减少污染并实现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要达成这样的目标就要加快以要素、

投资发展转向以创新驱动发展模式的转变。当下，新能

源技术正在加速发展，要利用好这个契机，转变大众对

能源的消费观，大力支持新能源载体研发，提升新能源

载体蓄能量。

科技绿色发展包含尊重自然的基本态度，所以科技

绿色发展遵循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也是应有之义。科技

的发展是为了更好的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经济发

展与自然的关系，因此，科技发展理念中要包含尊重自

然、爱护自然，要尊重自然发展客观规律，在科学、合

理、适度的标准上利用自然资源，坚决保证自然恢复周

期。同时，要抛弃过去一味追求发展速度的发展模式，

继续坚持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发展道路。“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两山”理论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需要遵循的绿色

原则，更是科技发展需要恪守的准则，才能实现在发展

中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

2.3 科技需要人才推动

科技需要人作为科学实践的主体。科技工作中科学

技术的发现、创新、应用都是科技工作者，科技人才对

科技进步、促进科技创新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习近平

指出：“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人才是衡量

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人才是自主创新的关键，

顶尖人才具有不可替代性。国家发展靠人才，民族振兴

靠人才。”[6]当下科技人才资源的充备是保障科技进一

步发展的动力，是科技发展重要资源。

培养人才是扩充人才资源的关键一步。对于人才的

培养，要牢牢立足于培养正确的人生理想、深厚的爱国

情怀、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崇高的学术操守和学术道

德。当下的中国已经为广大的科技工作者和青年学者提

供了施展拳脚的广阔舞台，要积极引导人才群体将理想

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相结合，传承中国优

秀传统文化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

无私精神、为民精神。科技的使用在于人，科技工作者

要严格把控使用准线，自觉遵守科技伦理与道德的底线，

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为中国科技事业的加速前进贡献自

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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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时代科技观下的科技异化应对之策

3.1 坚持科技为了人民利益，遏制“功利主义”

科技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也会牵涉到利益关系，特

别是科技公司进行科技成果转化后急功近利，为追求狭

隘的资本利益而将长远的人民利益缩小化。有学者早期

已经发现了其中的逻辑关系——“在科技发达的现代社

会，利益矛盾内在地包含着对科技非理性的规划和对科

技成果的滥用，内在地包含着科技异化，而科技异化是

利益矛盾的体现和延续。”[7]这个判断剖析出了，利益

矛盾是导致科技发展偏离正确航线致使异化的重要原

因。利益追逐，导致科技背离了人民实际需求，成为了

束缚人民“自由”的枷锁。因此要坚决遏制住功利主义，

从源头首先要明确科技的目的是为了人民最实际、最迫

切的需求出发，让科技成果贴近老百姓的生活，进一步

保证科技成果为民所用。

3.2 坚持绿色生态并行，秉持与自然和谐共生

坚持在科技创新中的绿色原则和生态文明建设的

相关要求是防止科技异化破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类

社会文明与自然友好共存的长久之策。科技创新中围绕

“绿色”的主题，就是要推出绿色技术、打造绿色产业

以及链条、构建绿色发展体系等，以这样一个贯穿“绿

色”主题的科技发展框架，促进生产过程中劳动资料、

劳动对象等生产要素由早先的资源消耗向循环再生的

绿色模式改变，体现生产过程的生态价值。此外，新时

代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科技发展的积极回应。“生态环境

部不断完善新时代生态环境科技创新体系，坚持面向生

态环境科技前沿，聚焦影响环境质量关键科学问题”[8]，

科技发展要积极填补生态绿色科技的不足，重点聚焦生

态环境质量监测、水土污染防治、污水净化等等基础方

面。在实践路径中，将绿色科技创新和生态文明科技有

机融合，以尊重自然为基本态度，积极探索科技助力生

态文明建设，是应对科技异化带来人与自然关系挑战的

现实路径。

3.3 坚持正确看待科技，防止科技滥用

导致科技异化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人的异化，所

以要从人本身开始防范科技异化。从发现科技、发展科

技、运用科技都离不开人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主观能动性，

正因如此人类首先要正确看待科技，坚守科技道德伦理，

才能避免把科技引向异化。习近平指出“科技是发展的

利器，也可能成为风险的源头。要前瞻研判科技发展带

来的规则冲突、社会风险、伦理挑战......深度参与全

球科技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塑造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

[9]。从原始社会到现代文明不难发现人们对自己发明创

造的滥用——原始社会的石器可以用来捕杀猎物，也可

以成为部落之间冲突的工具；可以用来当做节日装饰的

烟花塞进手枪也可以成为战争的工具；方便人们清洗衣

物的洗衣液、洗衣粉成为了污染源头的一部分等等。人

类在发明、利用、享受科技为自己带来生产生活方式改

变的同时要用辩证的眼光审视科技，广大科技工作者、

科技人才更是要将习近平科技伦理观深入脑海，培养正

确的科技道德伦理，防止“人的异化”引起的科技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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