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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学 实 践 新 探

杨 明 沈 遇 李 光

自然科学实践 (以下简称科学实践) 对现代社会所发生的惊人作用
,

迫使人们对它的本质

和社会历史作用必须进行重新认识
、

重新估价
,

迫使具有现实感的科学工作者必须作出新的

总结和概括
。

鉴于这一点
,

本文就科学实践及其对生产的作用诸问题作一粗浅的探讨
。

科学实践是一项基本的社会实践

科学实践是 自然科学研究活动的总称
。

科学实践就其整体内容来说
,

既包括知识形态的

自然科学
,

又包括物质形态的 自然科学
。

作为知识形态的自然科学在科学实践过程 中产生时
,

归根结底是在物质形态的自然科学基础上产生的
。

亦可以这样说
:

在科学实践中
,

精神产品

是物质产品的反映 (在此不讨论反映过程的复杂性 )
,

物质产品也可 以看作是精神产品的第一

个物化产品
。

因此
,

我们认为科学实践应该是知识形态与物质形态的统一
。

而且也只有这种

统一了的科学实践
,

才能使人类在 自然科学研究活动中不断加深对自然界的认识
。

然而
,

在

自然科学发展的早期阶段
,

由于科学实践没有充分发展
,

甚至还没有成为独立的社会实践
,

人

类并没有
、

也不可能认识到知识形态与物质形态之间的辩证关系
。

人们仅仅注重科学实践的

知识形态
,

而忽略了科学实践中的物质形态
。

随着各门自然科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
,

人们开

始注意采用实验方法来研究 自然现象
。

科学实践作为一种社会实践的完整形态
,

诞 生 于 巧

世纪下半叶
。

经过资本主义大生产的推动
,

特别是 由伽利略倡导的近代科学方法
,

使科学实

践的内容趋于完善
,

特别是把科学和技术结合在一起了
。

由于科学和技术相互渗透
,

科学实

践逐渐发展为完整的成熟形态
。

正象著名物理学家 W
·

海森堡说的那样
: “

最近 15 0 年 来
,

自然科学和技术之间的相互影响
,

才构成了蓬勃发展的最强有力的动力
” 。

① 然而
,

科学实践

发展到这样一种成熟形态
,

还可以从其他方面看到
。

从自然科学的知识形态来看
,

已发展为

多层次的
、

系统的
、

运动变化的统一图景
,
从科学实践的社会形态来看

,

已进入社会化的形

态 , 从实践手段
、

方法的完整性来看
,

已形成延长人体的手
、

感官和脑的纵横多层次的技术

系统 , 从科学的社会功能结构来看
,

已形成了从理论研究到生产应用的体系
。

科学实践发展

到成熟阶段还可 以从刘易斯
·

莫佛德所做的统计中得到证实
。

从 15 世纪到 19 世纪的科学发

现和技术发明
: 25 世纪有 12 7 宗

, i e 世纪有 4 2 9宗
, 1 7 世纪有 6 9 1宗

, 1 5 世纪有 l ,
5 7 4 宗

,

1 9世纪有 8, 5 27 宗
。 · ·

” 二在 20 世纪
,

这个指数的增长加速了
。

另外据统计
,

在 20 世纪已经
一

过去的年代里
,

科学技术知识中的三分之二和人类整理出的全部科学技术情况中的百分之九

十以上都出自这些年代
。

著名物理学家 L
·

德布罗意的一段话
,

从侧面很好地表证 了科学实

践发展到成熟阶段所带来的显著成果
。

他说
: “

16
、

17
、

18 世纪的自然科学史十分广泛
,

19

世纪的科学史非常复杂
,

而谁能写出 2 0 世纪这样的科学史
,

那是应该赞许的 !
, ⑧ 足见科学实



践发展到成熟阶段
,

就形成为一种具有完整体系的独立的社会存在
,

发挥着空前的
、

_

推动%k

会历史发展的巨大作用
。

就科学实践本身来说
,

从科学劳动者有目的地进行科学实践来看
,

可

视物质产品是精神产品的第一个物化产品
,
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来看

,

精神产品又是物

质产品的反映
。

正是因为科学实践具有这种特性
,

使它能从基础理论研究到正式投产的整个

过程中
,

生产出一系列的物化产品
,

从而使得 自然科学成为社会的一般生产力
,

并且具备能

够从一般生产力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功能
。

随着科学实践进入到成熟阶段
,

这种功能的作用

越来越明显
,

以致在整个社会中对人力
、

物力
、

财力以及社会效应
、

社会结构等方面都起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
。

对此
,

不得不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

并从各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
。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是敏锐地
、

准确地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的
。

众所周知
,

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重要特点之一
,

就是在认识论中引进了社会实践
,

成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
。

正

因为这样
,

恩格斯把实验科学谓之真正的自然科学
。

在论述作为一种哲学历史形态的形而上

学时
,

恩格斯指出是培根和洛克从 自然科学中移植到哲学中来的
。

而我们知道
,

这种把有机

联系的事物分隔起来进行研究的方法
,

是在科学实践中形成的
。

可见恩格斯在这里是把科学

实践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对象提出来的
。

毛泽东同志关于科学实践 (主要指自然科学 )是一项

基本的社会实践的概括
,

反映了现代 自然科学发展的特点
,

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

贡献
。

自然科学发展到今天
,

无论是它 自身的客观实际还是正确反映它的科学理论
,

都表明

它已构成一项社会的基本实践
。

我们党在新时期实现
“

四化
”

的基本路线
,

它的主要事实依据

和理论依据也就在这里
。

那种把科学技术仅仅看作是知识形态的看法
,

无法用唯物史观来说

明党在新时期的路线
,

当然也就不可能正确认识和实行这条路线
。

由此可见
,

对科学实践的

探讨
,

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

科学实践转化为直接生产力
“

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
。 ” ③ 科学实践进入成熟时 期 以

后
,

它这种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情形更为显著
。

在现代社会里
,

社会生产力的每一要素都离

不开科学实践
,

并且也只有它才是直接推动生产力越来越快向前发展的主要因素
。

马克思主义认为
,

劳动者从来就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

它是以劳动资料武装起来的作用于

劳动对象的具体的人
。 “

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
,

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

会关系的指示器
” 。

④ 随着科学实践的发展和劳动资料的变革
,

劳动者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

在

使用手工操作的工具时
,

劳动者主要是体力的支付
,

脑力的支付则比较次要
。

当劳动资料过

渡到机器以后
,

就
“

要求以自然力来代替人力
,

以自觉应用自然科学来代替从经验中得出的成

瓣
。

⑧这时
,

劳动者的生产技能已非单凭直接经验能掌握
,

必需具备一定的科学文化程度
。

由

此使劳动者的体力支付缩小
,

脑力支付增大
。

在 70 年代中期
,

人力和机械负担的工作量之比

为 1 比 10
,

而人工和信息处理机处理信息量之比为 1 比 50
。

随着机器的进化
,

从机械化
、

自

动化已经达到智能化 (真正的自动化 ) 的过渡
,

上述趋势将不断递增
,

由此而使现代劳动者必

须具备相当高的科学实践能力
。

此外
,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
,

劳动者的成份也在不

断的改变
。

在劳动者的队伍中
,

直接从事科学实践的科技人员无论从相对量还是绝对量都在
不断增加

。

仅以美国工业中技术人员占全部就业人 口比例为例
,

从 1 9 7 5 年的 7.5 % 已 增 至

19 7 4年的 14 .4 %
。

从 1 9 4 0 年到 1 9 6 0 年的 20 年 间
,

美国的职工总数增长 L l 倍
,

而科技人

员的增长为 .3 5倍
。

由此可见
,

科学实践的发展已经使劳动者的素质发生根本的变化
,

不仅



要求劳动者具有劳动经验
,

而且还要求具有一定的科技水平 ; 不仅要求具有从事硬件生产的

本领
,

而且要求能具有从事软件生产的本领
。

劳动者不仅是科学实践影响的客体
,

而且是历

史的主体以及科学实践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积极因素
。

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
,

劳动资料的发展经历了手工工具
、

机械化
、

自动化阶段以

及刚刚萌芽的智能化阶段
,

与四者间递进过渡相应的是 由于蒸汽机
、

电和信息处理机的发明

和使用
。

这些发明又相应有着力学
,

电磁学以及半导体
、

计算机科学
、

数理逻辑等作为基础
。

作为上述劳动资料的基础的物化形态和知识形态
,

毫无疑问都是科学实践的产物
。

可见
,

劳

动资料的发展与科学实践紧密相关
,

科学实践推动着劳动资料的变革和发展
。

科学实践是人类认识 自然界的最前沿
,

科学实践的进展使劳动对象不断发生变化
。

显而

易见
,

劳动对象的发现
、

改良和创造都离不开科学实践
。

正是科学实践的丰硕成果
,

使得劳

动对象得以向深度和广度无限扩展
。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无疑是生产力提高的一个重要标志
。

劳动产品的品种增多和质量的提

高
,

同样亦是生产力提高的一个重要标志
。

当代世界尖端科学技术的产生和提高
,

带来了新

工业的产生和发展
,

使人类可以在深海遨游
、

在宇宙驰骋
,

这都是科学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
。

现 代社会生产力极大提高的事实
,

雄辩地证明了唯有科学实践才能极大地提高社会生产力的

水平
。

追朔历史
,

在 1 7 7 0 年到 1 8 4 0 年的英国
,

由科学技术造成的生产率与手工 生 产 率 的

比例在 70 年向整整提高了 27 倍
。

而在本世纪初由大工业提高劳动生产 率 时
,

其 中 5% 到

2 0% 都是靠采用新的科学技术
,

而到 70 年代这种比例已提高到 60 % 到 70 %
,

特殊部门竟高

达 1 00 %
。

由此可见
,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样也是科学实践所发挥的作用
。

在生产力的要素中
,

劳动手段对生产力的性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

随着人们使用的劳动

资料的变更
,

人类经历了群体性
、

个体性
、

协作性和社会化生产力的阶段
。

随着劳动手段的

改变
,

社会化的生产力还会向更高的阶段发展
,

全社会有机的协作和协调将产生出更高的社

会劳动生产力
。

自生产手段使用大机器以来
,

它的每一次重大改革都毫无疑间是科学实践成

果的应用
。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

马克思高度评价了依靠 自然科学实践活动所创造的劳动手段

的巨大革命意义
。

综上所述
,

现代劳动生产力的发展
,

无论从它的性质和水平
、

规模和速度都无不依赖于

科学实践的推动
。

科学实践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
。

科学实践能力超前生产能力

科学实践发展到成熟阶段后
,

它与生产之间的关系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

科学实践形成

一种独立的成熟的社会实践以后
,

科学能力已在总体上超前生产能力而发展
,

从而使生产在

更大程度上要依赖于科学实践
。

尽管科学实践是在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并分化 出 来 的
,

生产是科学实践的母体
,

科学实践并且在漫长的历史上都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生 产
。

但是
,

这并不影响科学实践进入成熟阶段后
,

使这种关系发生根本的变化
。

大家知道
,

科学劳动者

与科学手段相结合作用于自然对象的能力构成了科学实践能力
,

生产劳动者与生产手段相结

合作用于自然对象的能力是生产能力
。

当科学实践发展到成熟阶段时
,

就整个社会来讲
,

前

者的能力超前于后者
。

在科学实践尚不成熟阶段
,

它所研究的问题往往是直接提升于生产经

验 , 而现代的自然科学
,

在知识形态与物质形态统一的基础上
,

从基本理论到生产上的应用
,

已形成了系统的功能结构
,

从而使生产发展的可能性直到转变为现实性都为科学实践所提供
。



换言之
,

新的现代生产在投入大批量生产以前都处于科学实践的研究过程
,

而生产不过是科

学实践成果的推广和科学实践的继续
,

当然也具有部分反馈作用
。

尽管美国的科学很年轻
,

但却自本世纪 60 年代以来
,

在科学上就占据了世界的领先地位
。

如果我们考察美国科学的一

些特点
,

不难看到上述问题的实证
。

美国注重科学实践的超前作用
,

并力图使生产紧随之一起发展
。

由此
,

将生产和科学技

术紧密结合而形成一些独特的体制
。

这些体制把假设变成发现
,

把发现变成发明
,

把发明变

做革新
,

把研究工作变成事业
。

美 国大约有 1 4 , 0 0 0 个企业从事科学研究与研制工作
,

其中有

30 0 家最大的企业承担了工业 中进行的全部科研工作和实验设计工作的 90 %
,

每个大企业还

设有从事专题研究和基础研究的总科研中心
。

美国在本世纪 60 年代推广一种所谓
“

科学研究

公园
”

体制
,

目前这种工业公司与当地大学按入股原则建立的科学研究中心约 1巧 个
。

这 种
“
公园

”

体制
,

不仅使科学研究与生产更为接近
,

而且使科学思想和研究成果在实践中得 以迅

速检验
。

在休斯顿
、

波士顿
、

纽约
、

华盛顿
、

巴尔的摩
、

洛杉矶
、

旧金山和芝加哥地区
,

还

分布着美国最大的科学技术综合体
。

这种综合体的急剧增加是当代美国科学的一个重要特点
。

这些综合体是位于一定区域
,

在研究和生产方面有共同利益的大学
、

科学机构和工业企业的

共同体
,

将科研技术人员的培养
,

进行科学研究
,

并对研究成果迅速进行工业检验和使用等

职能结合起来
。

这些共同体都设有直接将科学实践成果用于生产的小型工厂
,

使科学实践的

任何进展都能立即在工业产品上体现
。

这样
,

科学技术从发明到实际生产中应用的时间得以

非常显著的缩短
。

由此可见
,

业已出现的科学实践与生产实践的相向运动
,

使生产开始从属

于科学实践
,

而生产实践的科学化倒是生产发展的方 向
。

由于这种情况的出现
,

与其说自然

科学是生产力
,

倒不如说生产力不过是科学实践能力的具体体现和继续推广
。

科学实践是一种高级的社会实践形态

人们的认识总是为社会实践所制约的
。

如果没有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实践
,

就不可能产

生科学的唯物史观
。

同样
,

如果没有科学实践的成熟形态
,

也不可能认识科学实践是一种高

级的社会实践形态
。

科学实践发展到成熟阶段就明显的成为一种比生产实践更高级的社会实

践形态
,

尽管它的母体是生产
。

从社会实践的目的来看
,

科学实践是为了人类在自然界里获

得自由
,

这种争得的自由是对客观必然的认识和实践
。

因此
,

不能把科学实践的目的 (特别

是最终目的 )说成是为生产服务
,

正象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美国物理学家 C
·

汤斯所 说
:

如果仅仅从科学的实际应用的观点来看待科学
,

那就象只凭票房收入来证明音乐对人类的重

要性一样荒诞
。

科学实践是为了人类在赖以生存的自然界中争得 自由
,

如果有人从这里联系

到剥削阶级利用科学来为其服务
,

那无疑是荒谬的
,

因为那是另外一回事情
。

从一定意义上

来说
,

生产实践仅仅是从属于科学实践目的之一个部分
,

可以将它看作是科学实践 目的在一

定时期的具体化和继续
。

因而
,

科学实践是一种高级的社会实践形态
。

当然
,

科学实践与生

产实践两者间是相互作用的
。

科学实践的发展
,

一方面更显示出其高级社会实践形态的独立

性
,

不仅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
,

而且能导致生产
、

技术上划时代意义的变革
,
另一方面

,

科

学实践变得更加需要技术条件和社会经济的反馈和支持
。

但是
,

如果对现代社会的发展只一

味强调生产实践决定科学实践的发展
,

看不到科学实践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
,

看不到

这种高级社会实践形态具有的广阔发展前途是既不符合实际而又十分有害的
。

众所周知
,

生产关系的变更是由生产力的变更和发展来决定的
,

而生产关系又作用于生



产力使之加速或延缓发展
。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无疑阻碍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

其

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产过程的社会化是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
。

但是
,

为什么迄今资本主义的

生产力还获得发展? 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调和的矛盾必然导致的革命迟迟没有爆发呢 ?

这纵然有许多复杂 的原因
,

垄断资产阶级竭力弱化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其中的一个重

要方面
。

譬如提高福利消费占国民总生产的比例
,

德国为 27 .9 %
,

法国为 22 .7 %
,

英国也有

19
.

2% ……
。

然而
,

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处于领先的科学实践日益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
,

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
。

而且只有后面这个原因
,

才使其弱化基本矛盾的一些措施成

为可能
。

科学实践对社会发展的动力作用并非现在才有的
,

只不过是在成熟时期表现得更充

分
、

成为主要动力而 已
。

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能够较长时间落后于生产力增长的根本原

因
,

正是科学实践的推动作用
。

科学实践使资本主义能渡过危机
,

得以继续发展
。

当今研究

帝国主义
,

必须研究它的科学实践的矛盾及其解决途径
。

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是适应于现代

生产力性质和水平的
,

社会主义社会不仅要在社会中为人民争得自由
,

而且还要在自然界里

为人民争得 自由
。

因此
,

无产阶级应该而且能够注重科学实践对社会发展这种主要的动力作

用
,

必将获得资本主义社会所无法比拟的生产力
。

垄断资产阶级就是利用科学本身的无阶级

性
,

而在其阶级狭隘自私利益的基础上大量使用自然科学的
。

值得注意的是
:

在社会主义国

家取得阶段性的胜利后
,

由于对 当代社会历史特点没有足够认识
,

因而没有充分注意科学实

践对社会发展的动力作用
,

致使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
。

对此
,

法国著名 学 者

A
·

佩雷菲特在一本著名的书中写到
:

1

从 1 9 17 年 以来
,

许多革新震撼了人类
,

比任何政权的

更迭更为厉害
:

喷气式飞机
,

雷达
,

电机车
,

电视
,

激光
,

火箭
,

抗生素
,

血清
· “ 一而其中

没有一种来自十月革命所产生的单一中心制度的国家
。

佩雷菲特的话尽管有片面性
,

但说的

也是事实
,

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

我国社会主义的优越制度的的确确更能使科学实践转

化为直接生产力
。

众所周知
,

杂交水稻是我国居世界领先地位的重大发明
, “

鲁棉一号
”

的成

功更是科学技术促进经济发展的生动例证
。

我国在世界上首先育成的强优势杂交水稻在 1 9 7 5

年进行多点试种成功后
,

通过我国特有的农业科技网以迅猛的速度向长江南北 推 广
,

仅 在

1 9 7 6年到 1 9 8 0 年的 5 年中
,

增产粮食达 2 60 ~ 2 70 亿斤
。

同样是农业科技网的推广作用
,

使

山东省棉花研究所选育的新品种
“

鲁棉一号
”

在本省 1 9 8。 年度中推广了 8 50 万亩
,

增产皮棉

20 0 多万担
。

这不能不说是奇迹
,

也不能不看到科学实践一旦与先进社会制度相结合所产 生

的巨大力量
。

在资本主义社会
,

以这种速度推广是完全不可能的
。

“

要建设共产主义
,

就必须掌握技术
,

掌握科学
,

并为更广大的群众运用它们
” 。

⑥ 我们应

该清楚的认识到
:

在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下
,

特别是作为敌对的阶级消灭以后
,

要建设社会主

义的强大的物质基础
,

要解决社会主义所面临的历史任务
,

要使人类争得全面的自由
,

就必

须注重科学实践这种高级社会实践形态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强劲推动作用
。

只有遵循社会历史

的这种规律
,

才有可能完成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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