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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哲学语境中的技术可控性》

前言

　　“技术哲学博士文库”在多方努力下终于出版了。这是东北大学文科建设史上的一件幸事，值得
祝贺。　　东北大学的科学技术哲学博士点自1994年开始招生以来，已有一批博士毕业。他们已经在
《自然辩证法研究》《自然辩证法通砌《科学技术与辩证法》等刊物上发表了一批文章，也有把论文
补充修改成为专著出版的，但出书毕竟零散，机会也不多。文科博士论文的创新思想应当在刊物上发
表，更为优秀者则应当作为专著出版。已经有不少大学出版了自己的博士文库。我们决定出版自己的
博士文库，乃是步其后尘而已。　　我们这个博士点是以技术哲学为主要研究方向的，因此名为“技
术哲学博士文库”。出版这个文库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保存和交流研究成果。经受社会检验，鼓励
学术研究；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博士生教育的制度化，推进学科建设。因此，并不是每一位博士的论文
都可以成书进入本文库出版，进入本文库必须经过一定的评审程序。出于学科建设的需要，本文库也
将把博士生导师有关技术哲学的优秀研究成果纳入本文库出版，当然也须经过评审。　　在中国，技
术哲学的研究方兴未艾，已有一批博士的研究成果作为专著纳入本文库出版，这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但这仅仅是开始。希望有更多博士的研究成果面世，这是我们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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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技术哲学语境中的技术可控性》以技术可控性为研究枻架，在反思当代技术哲学中技术控制主义研
究的理论缺失的基础上，建构自己关于技术可控性问题的理解。在技术控制主义成为技术哲学发展的
第四个阶段或技术哲学的第四种形态的情况下，国内外对技术的控制问题进行了诸多研究，如国外的
技术的民主控制、国内的技术的社会控制研究等。但人们在研究技术控制的时候，多是从如何对技术
进行控制的角度出发的，即注重技术的控制手段，对什么是技术可控性、技术是滞具有可控性、人类
是否能够控制技术的发展、技术可控的条是什么、技术在什么情况下不可控以及控制技术的哪些方面
等相关问题还没有深入的论述。《技术哲学语境中的技术可控性》将现代控制理论中的一个十分重要
的基本概念“可控性”一词借用到技术哲学领域，并用技术哲学的观点来探讨技术是否可控，从而为
技术控制主义提供逻辑上的前提，并寻求增强技术社地控制有效性之最佳解的存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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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摘要Abstract第一章 导论第一节 问题的缘起与选题依据第二节 研究的目的与意义一、现实意义二、理
论意义第三节 文献综述与研究空间一、相关文献概述二、技术控制主义在技术哲学研究范式中的地位
三、该课题研究的可行性与存在的理论空间第四节 本书的创新点第二章 技术可控性的基本内涵第一
节 控制概念的理解一、控制概念的语义分析二、控制的本质界定三、控制的类型第二节 控制论思想
概述一、控制论二、社会控制论第三节 技术可控性的相关概念解读一、什么是技术可控性二、控制技
术与技术可控性三、技术可控性与技术可选择性四、技术哲学两种传统中的技术可控性五、技术可控
性与技术自主性第三章 技术可控性的一般认知考察第一节 技术在人们认知角色中的转换一、技术是
人类控制自然的手段二、技术成为人类社会控制的对象第二节 对技术进行控制的必要与旨趣所在一、
恢复文化与技术之间的和谐关系二、消解未来经济中的不确定性因素三、人的主体性意识觉醒四、人
类未来命运的召唤五、人的自由解放第三节 技术是否具有可控性的认识性评价一、技术不具有可控性
二、技术控制人类三、技术具有部分可控性四、技术具有可控性第四章 技术可控性的技术本体层面分
析第一节 技术的本质中蕴涵着可控性一、技术本质问题的梳理二、技术是一种社会活动过程三、技术
的存在方式折射出技术的可控性第二节 技术的客观存在一、什么是存在二、客观存在着的技术。三、
技术存在的实践形态第三节 技术发展的特点中体现着可控性一、技术发展过程中的累积性二、技术发
展的拟人现象第四节 技术不可控的表现一、技术内含的自然属性二、技术基础的客观性三、技术应用
后果的不可避免性四、技术发展的内在逻辑性第五章 技术可控性的实践层面探讨第一节 对技术进行
控制的实践一、技术政治化的历史考察二、技术政治化的表现三、技术政治化的动因第二节 控制技术
的条件一、技术的可控是有条件的可控二、技术可控性存在的条件第三节 控制技术的主体一、主体二
、技术主体三、施控主体第四节 控制技术的实施对象一、技术客体的设计活动二、技术的发展方向与
发展速度三、技术的应用四、技术应用的后果第五节 控制技术的实施手段一、以技术的手段控制技术
二、以社会的手段控制技术结论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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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技术可控性与技术可选择性　　对于技术可选择性，东北大学陈昌曙和远德玉教授曾有过专
门论述。他们从技术是否可以选择、技术在选择中发展、发明创造的选择、企业的技术选择、技术发
展战略的选择以及技术选择的原则和方法等角度对技术可选择性进行了深入论述，从而认为技术可以
选择，具有可选择性。　　他们认为，所有的技术活动都具有可选择性，只是可选择性的强弱不同而
已，因为人们在技术活动中能表现出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目的、意志和努力。一部技术史也可以看作
人类开展选择性创新和创新性选择的历史。但在肯定技术具有可选择性的同时，他们还强调了人不能
自由地选择技术的一面。由于历史发展和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在技术基础、技术手段和技术效益上都
有不能选择、无可选择或难以选择的事情，都体现出人不能自由地选择技术。　　由此，笔者认为技
术可选择性其实就体现了技术具有可控性的一面。就一项具体的技术来说，针对其技术功效。可以有
不同的设计方案，选择这个方案而不是另一个方案其实就体现了对该项技术的一种控制，也表现了该
项技术的可控性。这是技术可控性与技术可选择性具有共性的一方面。但技术可选择性与技术可控性
还是有区别的，不能完全混为一谈。就技术与人的关系来说，技术可选择性反映了人的被动性，人们
只能在既有的技术中作出选择；而技术可控性则反映了人的主动性，人们可以将自己的主观意志对象
化到技术中去，从而影响技术的现状及其发展方向、速度、规模等方面。就目的来说，人们对技术进
行选择，多是从技术的效益层面来考虑的，注重的是技术利益的最大化；而人们对技术进行控制，多
是从技术的发展方向、发展速度、技术后果等层面来进行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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