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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科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是一直以来各学界所讨论的话题，此论文主要具体在政策与科技两方面上对

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科技的发展无可避免的带来了异化现象，而“异化”一词的由来已久。本文

首先对“异化概念”进行简要介绍。其次，政策的分析点以布什报告中的核心理念为阐述重点，进而针

对一些社会案例进行简要分析，最后得出“政策与科技”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不可分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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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ce and politics has always been a topic discussed by various aca-
demic circles, and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aspects of policy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evitably brings the 
phenomenon of alienation, and the word alienation has a long history. Firstly, the concept of al-
ienation is briefly introduced. Secondly, the policy analysis points focus on the core ideas in the 
Bush report, and then make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ontemporary society. Fi-
nal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cy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mutually complementary 
and insepar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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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1 世纪 20 年代，是一个经济全球化发展，科学技术竞争十分激烈的时代。工业 4.0、AI 技术、5G
技术等都是这个时代的特别产物，政策与科技之间存在着何种关系是时代发展背景的重要问题，历史上

已有多种科学政策，如开放科学政策、科学数据政策、科学档案政策等。但是，科技发展伴随着异化现

象一直以不同的方式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而我们是否发现了自己正在不知不觉地陷入异化风险中，

这一问题值得反思。其次，政策在时代发展的进程中又是否合理地发挥出自身应具有的价值，这一问题

值得探讨。基于此，本文将针对以上问题进行分析与追问，从异化的角度出发，以布什报告中关于政府

与科学的关系为切入点，尝试性地提出正确处理政策与科技之间关系的建议。 

2. 异化概念的演变 

异化概念由黑格尔提出，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异化”是绝对精神实现自己的途径，即

绝对精神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是绝对精神为了认识其自身而必须将自身外化为对象(自然界)后，再通过

对象的反观而认识自我[1]。这其中绝对精神外化为对象的过程就是对其自身的否定，而通过对象的反观

达成绝对精神对自我的认识即是否定之否定。而每一个过程，都是绝对精神自身，对其自身的“否定”

与“否定之否定”就是“异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异化”概念又经由马克思的发展与深化，在

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相联系的前提下，马克思提出“劳动异化”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让人们深刻反思

其自身与社会制度现状的关系。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异化”的概念与形式也在不断深化，在新的社

会背景下，马尔库塞提出“技术异化”以描述在新的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异化形式。 

2.1. 劳动异化 

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劳动异化”以深化“异化”概念，马克思指出“工人

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

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2]简单来说，工人创造了财富，而财富归资本家所

有，并成为与工人为敌的统治工人的异己力量。 
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即改造对象世界的生产劳动，但在雇佣劳动中却产生了异

化[3]。马克思的异化理论针对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私有制社会，工人被剥削、被压榨的这种异化

劳动，支撑着资本主义大厦和私有财产的发展与统治。当商品生产不再为满足消费，而是首先要实现资

本增殖的目的时，物对人的统治就会发生[4]。对此，他提出了四种规定性：人与其劳动产品相异化、人

与其劳动活动相异化、人与其类本质相异化、人与人相异化。 
19 世纪 40 年代，社会形态处于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强调，资本主义的异化是“一个国民经济事

实”[2]。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统治下，工人自己所创造的劳动成果被资本家所占有，反而成为压迫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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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立物。马克思对异化思想的批判性继承与发展，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必然从内部异化为对抗性

的社会。 

2.2. 技术异化 

随着时代的不断向前发展，许多简单劳动被科技所替代，技术的发展也使得社会形态迎来了发达工

业社会。在这样的社会形态下，异化现象也发生了变化。异化从简单的劳动异化发展为“隐藏着”的技

术异化，表面上解放和摆脱了资本主义的压迫与剥削，实际上是使得压迫与剥削“隐身”，但仍然在不

断地使劳动者所创造的技术成为支配自己的异己力量。 
发达工业社会为人们带来的结果是推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这是客观事实。另一方面上，工业社会

的发展也确实促进了一些负面影响的派生，随之而来的便是技术异化。资本家或者说是当权者们，利用

“科技带来的福利”让劳动者们服从于社会的更高阶段，给人们以“虚假美好”，使其在不知不觉间被

“科技”所支配。 
这一时代与马克思所在的时代已经不同，在发达的工业社会里，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技

术的进步扩展到整个统治和协调制度，创造出种种生活(和权利)形式，这些生活形式似乎调和着反对这一

制度的各种势力……”[5]。于是，科技发展成为异化的新兴原因。马尔库塞在其著作《单向度的人》中

提出在这个社会，当生存问题已经不是人民需要担忧的问题时，随着日益渐佳的生活水平，无产阶级的

反抗思想和革命意识正在消失，批判、否定和超越的能力也正在消失[5]。工人阶级已经从需要解决的生

存问题中走了出来，并且满足于社会现状给他们的种种“虚假美好”，而这种现象正是新的异化形式的

最可怕之处。异化问题在发展上没有得到彻底地解决，只是在形式上从“生存需要”转换成“精神控

制”[6]。资产阶级的剥削形式、控制手段等没有消失，阶级矛盾也仍然存在，但在表象上却穿上了“隐

身衣”。 
在劳动异化中，人由于将自由自觉地劳动视作生存的手段而成为被劳动所奴役的对象。在技术异化

中，人由于其否定性和自由性的丧失，而成为被科技所奴役的对象。而现在，信息化时代已经到来，异

化的存在现象也发生着变化。如何正确应对技术异化，这将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政府的干预权限共同面

对的问题。 

3. 政府与科学的关系？——以布什报告为切入点 

《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又称为布什报告，是 1945 年 7 月由万尼瓦尔·布什在四个分报告的基

础上亲自起草的一个总报告。这一报告成为后世研究政府与科学关系的重要文献，是“美国政府与科学

之间的关系的经典表述”[7]。该报告明确提出政府与科学之间的关系，认为“政府只有支持科学的责任，

而没有控制科学的权利”[8]。这对于我们今天关于科学政策的讨论十分具有参考意义，一方面，我们的

科学技术日益发展与精进，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同样带来了新的异化形式。因此，我们追问：政府应当

在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中充当怎么的角色？这一报告，或许能为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提供启发。 
作为总报告，布什报告分别回答了罗斯福总统提出的四个问题，即“战争期间产生的科学情报如何

在不威胁军事安全的前提下实现共享？应如何编制一个医学研究计划？政府应如何帮助公私机关的学术

研究？如何发现和发展青年的科学才能？”[9]对于这四个问题，布什报告指出“政府应在尊重研究自主

性的前提下资助科学，特别是基础科学；基础科学至关重要，它是技术进步的直接动力，是公众福利的

根本保证；实行科学奖学金和研究生补助金计划；成立一个新的、独立的科学中心机构，由它来统一制

定和促进国家的科学研究与科学教育政策。”[9]根据这四个对应的解答，我们发现政府与科学之间的关

系可以从以下两个点出发讨论：基础研究与研究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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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重视基础研究 

布什报告中，在回答问题的同时，没有一处是不在提醒着我们必须重视基础科学的研究的。即今天

我们所通常认为的“没用的”的学科，正是布什所强调的政府应该大力加强对它们的资助以及重视对它

们的研究。 
报告时美国的科技水平已经是世界一流水平，但是美国政府的“重应用、轻基础”理念使其忽略了

对纯科学的研究。然而，布什博士反复强调的一点就是“基础科学研究是科学的资本”[7]，基础科学研

究是所有科学成果的地基和框架部分，承载着所有的重量。只有基础扎实，上层建筑才不会轻易崩塌。

基础研究是创新的源头，也是技术更迭的活力源泉。 

3.2. 保证探索自由 

在报告中，布什博士还十分强调基础研究中的探索自由和对待科学的正确态度。“发现是第一次看

见，也就是第一次获得关于某种至今尚不知道的事实或原理的见解或知识。发现不可能定向地获得。”

[7]布什博士不仅倡导政府重视并资助各方面基础科学的研究，同时也认为在政府的任何科学资助计划下

面，探索的自由必须受到保护。附录一中关于医学成果的例子便是很好的说明，医学领域的新成果很有

可能是在与医学领域相关甚远的研究里发现的，“科学在广阔前沿的进步来自于自由学者的不受约束的

活动”[7]。 
虽然布什博士在报告中肯定了科学的向前迈进可以提升国家实力和竞争力、社会认同感和幸福感等

各方面，但是布什博士仍然倡导一种对待科学的正确态度，科学不是万能药，“科学本身并不能为个人

的、社会的、经济的弊病提供万应灵药。无论是和平环境还是战争环境，科学仅仅作为整个队伍中的一

员在国家的福利事业中起作用。”[7]国家和个人应重视科学的前进步伐，更应该避免陷入唯科学主义的

错误观念之中。 

4. 政策与科技的共生之道 

4.1. “为了科学的政策” 

“为了科学的政策”与“政策中的科学”是“科学与政策”关系之中的一个棘手情境，美国科技政

策专家布鲁斯针对这两个概念进行了划分。“为了科学的政策”是为科学本身的发展而制定适宜的政策。

“政策中的科学”则是强调让科学技术及其成果在辅助和改进多种政策目标、政策制定的过程中扮演重

要的角色，也即“含有科学因素的政策”或者“利用科学而制定的政策”[10]。 
科学与政治的结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在政策与科技何者占据主要地位也渐渐成为讨论

的焦点。通过对历史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如果正确地制定相应的政策，那么科学与政治两方面都将

取得显著的成功。 
在以政治为主导地位的决策中，我们往往会得到一些不符合实际情况，但是合适公之于众的报道或

报告。例如，2009 年“气候门”事件，科学家们的往来邮件被电脑黑客进行攻击并发现了其中篡改对研

究不利的数据的真相[11]。从此往后，人们的焦点开始转向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可信度以及关于科学的确定

性上。不仅是科学的真理性受到质疑，而且大组织甚至于政府的公信力也受到损害。因此，当科学完全

地为政治服务时，往往会落入为了“真理”而得出的“真理”的恶性循环之中。 
为了政治与科学齐头并进的和谐发展，人类应选择为了科学发展本身而制定适宜的政策。正如布什

报告中所明确提出的观点，政府应支持科学的研究，但不能成为支配力量。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成功

经验也表明了科学既需要独立和自由的发展，又离不开政府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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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政策与科技的相辅相成 

合理的科技政策不仅能为人民、政府、国家等各方面带来长久的收益，而且能最大程度地促进人类

文明的向前迈步。以我国 2020 年新冠疫情防控为例，此次疫情防控，科学技术手段的使用、相关信息的

公开度与政策支持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例如，利用支付宝、美团、大众点评等软件提供全国定

点医院、发热门诊实时在线查询等相关服务[12]。再如，第一株新型冠状病毒毒株的分离距离发现第一例

疑似病例的时间少于 1 个月[13]。不仅如此，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我国人民群众还广泛接种

了新冠疫苗[14]。可见，关于新冠疫情的应对手段，不论是政府的介入，或者是科技的发达，都是将人民

从焦虑之中解脱出来的定心丸，科技与政策的相辅相成是取得战“疫”初期胜利的制胜法宝。 
科学技术发展以来，政策与科技之间不可分离的关系早已鲜明。因此，布什博士才在报告中强调政

府对于科学的作用，表明科学需要政府的支持，但是政府不能成为支配科学的力量[7]。认识科技为人类

生活带来的利弊是非常有必要的，而如果科技没有政府的支持则难以维持其所需的大量研究成本，这对

于社会来说，尤其是进入信息时代的社会，无疑是其国际竞争力、人民幸福度、信息战争主导力等各方

面的大幅度损失。而如果政府成为科技的支配力量，规定科技只能向某一方向发展，这无疑会使其成为

单向度的异化社会或国家。正因如此，布什博士才强调政府应该重视基础研究，同时保证学术探索自由

的重要性。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科技的发展可以为所欲为。任何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都应是符合当代社会及

其国家的价值观与时需性。例如，政府制定政策首要注重的就是异化问题。当人民陷入异化之中，不仅

人民所享受的是一些“虚假美好”，政府所管理的也是一种“虚假社会”。为此，在科技发达的社会里，

合理分配推送时事新闻与娱乐性信息，既不激起群众逆反心理，也不“引导”群众陷入“无知幸福”。

在生活日益富足的社会，许多人在网络上“跟风”散布着不良言论，而这一种“言论自由”、“不负责

任的辞藻”的“美好”，又何尝不是一种新的异化。科技所蕴含的力量，异化就是其中不可避免的一种。

所以，政府最重视的就是解决异化问题，或者说利用科技的力量培养人民批判性思维的能力，而绝不能

放纵“快乐”侵蚀他们的大脑。其次，严格执行奖惩制度也是政策与科技之间关系的重要方面。在保证

学术探索自由的前提下，对于优秀并对人民有利的成果，应加以奖赏、授予荣誉；对于低劣并违背学术

道德的成果，应加以批判、给予惩罚。“赏罚分明”的政策才能使得国家科学技术发展向善、向好。因

此，学术探索自由绝不是胡作非为。 
最后，最重要的是任何科技、政策的发布或发展，都应坚持“以民为本”基本理念和树立“以诚为

先”道德观念。2020 年“战”疫成功就是最好的证明，是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互相合作才使得我们共渡难

关，是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彼此坦诚才使得我们信心加倍。 
综上所述，政策与科技是在彼此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中才能相得益彰。 

5. 结语 

当人类在某种模式中待得过久，那么他的思绪也将随着时间被渐渐剥去。历史的交接棒已经来到了

新一代的年轻人手中，2020 年的苦难正如警钟一般敲醒着年轻一辈的心灵。韩天芑爷爷在信中这样说道：

“你们是互联网的原住民，也将是数字经济时代的主力军”[15]。政治与科学，无疑将会是未来国与国之

间的核心竞争力，当代的青年们需要为正确处理“政治与科学”之间关系的观念夯实基础，为以后从事

政治行业树立正确的大局观，为以后专心科研事业树立正确的荣辱观。例如，李文亮先生的故事，给予

了所有青年人当头一棒，在未来的日子里，绝不忽视任何一丝微小的声音、绝不轻易否定一个人的不同

观点、绝不控制舆论导向什么方向，真理自有它的模样。同样，2020 年 2 月 7 日国家监察委员会决定针

对李文亮先生的有关问题作全面调查，这一决定又给青年们上了一课，无论何时，要做自己认为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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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要做对国家有帮助的事、要敢于在言论浪潮中做人民的“吹哨人”。因为世界看得见何为正义，而

历史会记住每一个英雄的名字。 
异化问题、基础研究、探索自由、奖惩制度……科技的未来，有光明也有黑暗，更多的问题需要不

断地学习、发现和探究。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只有正确地处理政策与科技之间的关系，持续关注和研究

“人”的问题的国家，才能成为真正造福人民、稳步发展的现代性科技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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