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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科学技术不仅促进经济迅速发展、加快城市化建设进程,同时也会带来生态危机;生态文明是新的文明形

态,伴随着新的科技革命的深入而形成,标志是以生态技术为核心的技术作为人类新的技术形式的出现和

应用于社会物质生产。本文从STS的视角出发,深刻分析生态危机、生态文明与科学技术的关系,从而为

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新的发展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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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S是20世纪60年代初诞生的一门新兴学科,这一

学科研究焦点,也是全人类共同关注的科学、技术和社会

之间的关系的问题。STS主要的观点表明科学和技术活

动不是孤立的,与社会生活,政治、经济时刻产生着千丝万

缕的联系。本文从STS视域出发,深入挖掘科学技术这

一人类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因素,与在人类面临共同生存

危机后引发生态文明的思考之间的关系。

1　生态文明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文明形态

自然观是人们对自然界总的认识,是人们认识世界的

基本理论。自然观对人们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想

法和方法起着影响甚至决定的作用。在马克思主义自然

观当中,人与自然是相互依赖,共同发展的。人的生产实

践活动会对自然产生不可预估的影响,人能够通过实践活

动,将主观能动性作用在自然之上从而形成具有人类印记

的“人化自然。”
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演变,在人类社会经历了几种不同

的文明时代,而对这些关系进行一定量的分析解读有利于

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时代生态文明。
原始时代自然充满神秘,人类依赖自然、神化自然,受

自然界支配。通过渔猎和采摘获得物质生活资料来维持

生命,并通过宗族祭祀等原始仪式表示对自然的敬畏,从
而获得自然庇佑。这就是最早的人类文明时代———渔猎

文明时代。随着物质生产资料需求的增加,人与自然的矛

盾开始显现出来。
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实践不断积累,人对于自然不

再是盲目敬畏和崇拜,而是转为利用自然,尤其是人类中

心主义的萌芽,更体现了这一特点。随着脑力劳动从体力

劳动中分化出来,开始出现为农业服务的天文学、力学、农
学等科学知识,以及铜铁农具的手工冶炼技术、农田水利

工程技术,人类社会进入了农业文明时代。
工业文明时代人类中心主义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要求无限制的掠夺自然资源、征服自然,使人与自

然的矛盾凸显并愈演愈烈。人的生产生活不断加重自然

负担,当然也受到了大自然的“回馈”,酸雨、臭氧层破坏等

生态危机凸显。
伴随着新一轮的科技革命不断深入,人类逐渐脱离旧

文明时代,走向新的文明时代———新时代生态文明。经历

不计成本和后果的发展,生态环境、能源、资源、人口等关

系到人类能否生存和社会能否继续发展的问题逐渐被重

视,人类开始重新审视和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技术

作为新的技术形式被广泛采用,生态产业的提出和发展,
生态理念的深入人心,都体现了人类文明走向新的发展阶

段———生态文明阶段。

2　科学技术是生态文明的物质保障

与哲学、宗教、政治、经济、教育、法律等一样,科学也

是构成社会这个综合系统的元素和方式。从科学技术的

角度去研究社会是STS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

是社会研究最基础的方面。

2.1　科学技术的新时代生态文明

20世纪中叶以来,高新科学技术已经影响到社会生

产生活的各个层面,从而引发深刻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

变革,也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价值理念等

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由邓小平同志提出的里

程碑式的伟大论断,经过时代的发展与检验,科学技术特

别是高新技术,其包含的各类生产技术在生产力发展中的

影响与作用越来越显著。与此同时,科学知识和高新科技

产品也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包含人们的衣、食、住、行、
交往、娱乐、休闲等等。

高新科学技术,尤其生态技术作为新的技术形态的应

用,对于生产发展“生态化”产生影响,生态工业、生态农业

以及第三产业的生态化设计,促进社会经济生态可持续健

康发展。生态技术广泛应用到环境保护、资源开发以及城

乡建设、文化建设中,人们的社会生活也出现生态文化。
所以现代社会是科学技术的社会,现在的文明形态是科学

技术带来的新时代生态文明。

2.2　生态问题需要科学技术去攻克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马克思十分关注技术的进步与

发展,特别是强调,通过机器的改良和科技的进步,能够促

进废物再利用。同时,科技的进步也意味着机器质量的提

升,这也为解决问题提供了必要的手段。近年来,不计后

果的发展模式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生态问题已成为公众关

注的热点。例如,工业和农业、交通运输业等领域的发展

运作逐渐以化学能源为主要源动力,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

背后,也产生环境污染问题;化石能源的燃烧释放出大量

的二氧化碳,全球气候逐年变暖,形成温室效应;酸雨影响

动植物生存等一系列问题。现在通过新的科学技术应用,
寻找绿色能源,降低不可再生资源的使用,同时利用科学

技术优化相关能源的利用环节,降低污染程度,使资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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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率最大化。

3　生态危机导致科学技术的批判

科学技术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暴露出越来越多

的负面影响。由于近代工业化的发展模式,生产理念逐渐

发生偏差,不知不觉地与自然对抗,片面利用科学技术以

此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因此导致环境污染加重、资源短

缺、生态失衡等问题,甚至引发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对此,
在西方社会形成了一股对科学技术批判和反思的思潮,一
些西方学者纷纷提出自己的观点。

其中,海德格尔等学者从人文角度对科学技术进行反

思。他认为技术是一种展现方式,并通过讨论“此在”“存
在”以及与技术的关系问题,对技术进行深层次分析。他

认为人类面临的生存危机是由于科技时代的人成为了人

力物质,不是掌控技术反而被技术控制和支配,按照技术

的要求、满足技术的需要所致的。
此后,法兰克福学派从社会角度对科学技术进行批

判。马尔库塞从意识形态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

出发,对科学技术进行反思。他认为,由于科学技术的不

断发展,价值理性转变为技术理性工具理性,人文价值受

到技术理性的排斥后,随之而来的是人的异化。他在《单
向度的人》中介绍了人逐渐丧失价值理性,成为“单向度的

人”,社会成为“单向度的社会”的过程。哈贝马斯更是通

过《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一书、明确提出科学技

术逐渐转化为一种意识形态,为统治阶级所服务。科学技

术的社会影响,是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深度思考和

挖掘。
到20世纪中叶,以蕾切尔·卡逊为代表的生态学家

从生态角度对科学技术进行批判。卡逊的代表作《寂静的

春天》,用大量真实案例,阐述由于工业发展,科学技术所

带来的系列环境污染、生态问题,尤其是化工业药品的使

用、迁移所带来的空气、土地、水源和生物的污染问题,具
体分析了科学技术对生态的负面影响。

4　STS下生态文明建设的探索———科学技术与生

态文明关系化
自古以来科学技术都是一把双刃剑。古代,科学技术

成就古代农业文明,但是物质财富集中在统治阶级,造成

被统治阶级的奴役和压迫,科学技术成为剥削工具。到了

近代,科学技术提高了生产力,科学技术创造了工业文明,
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也是一场对内剥削压迫、对外征服掠

夺的血泪史。现在科学技术促进社会经济的高度繁荣,但
也激化人与自然的矛盾,使人类面临空前严重的生存

危机。
关于科学技术的双刃性,马克思曾表达自己对科技的

想法,他认为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要辩证地去看待,机器

能够带来生产量,同时也能造成其他的负面事件。“术的

胜利,似乎事宜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恩格斯还曾

指出,人类在征服自然中所取得的胜利将受到自然的报

复。之后很多学者都对科学技术的双刃性做了相关阐述。
由于科学技术的双刃性,为了更好的发挥科学技术的

积极作用,科学技术的实践能够成为被社会利用的最佳状

态,克服科学技术的消极作用,使科学技术成为人类福祉,
才出现STS这一新兴学科。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建设必然

需要科学技术的帮助,同时也要避开科学技术所带来的不

良影响,这就要实现科学技术和生态文明系统化、关系化。
这里的关系化一词是借用STS关系观的观点,STS

认为科学、技术、社会这三个元素,必须形成科学—技术—
社会的三元关系,三者成为一个母系统,而各个系统又相

互作用,科学、技术、与生态文明必将成为一个母系统,善
于把握他们之间的各种关系,对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态文

明的建设大有裨益。
在我国在十七大首次提出生态文明的目标的前提下,

十八大又进一步深化生态文明理念,提出“五位一体”新的

生态文明发展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首要地位,深入

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个方面和全过

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可持续性发展。十

九大习近平总书记将生态文明建设升华至中华民族永续

发展的千年大计新的高度。时代如此,更应该明确科学技

术和生态文明的关系,确保生态文明建设的进行。
科学技术是人与自然互相关系的桥梁,生态文明是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明形态,基于STS的角度,对二者的

关系进行把握和梳理,使科学技术这一双刃剑为生态文明

建设作贡献。

作者简介:孙静园(1987.9—),女,河北保定人,讲师,研究

方向:科学技术哲学。

【参考文献】
[1]郑文刚,于海洪.论STS视野下的生态文明建设[J].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3,29(5):68-72.
[2]刘娜.基于STS视域下的生态环境研究[D].黑龙江:哈尔滨师范大学,2011.
[3]严金强.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视域下的生态文明新理念研究[J].理论探讨,2020.
[4]黄婧.全球生态危机背景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世界视野与世界担当[J].广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20.
[5]祁锦轩.习近平关于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J].现代商贸工业,2020.

—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