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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科技的目的是服务于人，人的需求是科技发展的基础。科技作为一种工具和手段，其本质应服务于人的

发展和进步。然而，在现实中，科技往往出现异化现象，背离了其初衷，致使人和科技处于一种微妙的

不和谐关系。因此，对科技异化与人的本质的哲学探讨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它不仅有助

于人们深化对科技本质和人的本质的认识，更能为人们应对科技异化问题提供理论支持和指导，推动科

技与人的关系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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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echnology is to serve people, and human needs are the foundation of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Technology, as a tool and means, should essentially serve human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However, in reality, technology often experiences alienation, deviating from its original 
intention, resulting in a subtle disharmony between humans and technology. Therefore, the philo-
sophical exploration of technological alienation and human nature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t not only helps people deepe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essence of 
technology and human nature, but also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guidance for people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 of technological alienation, and promotes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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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logy and human be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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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其在人类社会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成为了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

量。然而，在享受科技带来的便捷与高效的同时，人们也逐渐意识到科技并非完全无害，而是存在着一

定的风险和挑战。科技异化现象便是其中之一，它表现为科技在某些情况下与人的本质发生背离，甚至

对人造成压迫和限制。对于科技异化问题，哲学界一直保持高度关注。从哲学角度审视科技异化，不仅

有助于人们深入理解科技的本质和特性，更能为人们应对科技异化问题提供理论支撑。因此，对科技异

化与人的本质进行哲学探讨，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2. 科技异化概念界定及其哲学内涵 

科技异化溯其根源是劳动异化，科技只是劳动的手段，劳动的异化催生了科技的异化，进而技术的

发展也为劳动异化提供了必要条件，科技异化加速劳动异化，也加速了劳动产品的生产，并使得其本身

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中发展起来。“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直接原因”([1], p. 58)，在《1844 年经济学哲

学手稿》中，马克思详细阐述了异化理论，指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劳动异化的“温床”，对劳动异化表

现形式进行了深入的分析，马克思既从中看到了科技所带来的出人意表的生产力和创造出的巨大物质财

富，也担忧科学技术异化对社会造成的种种影响。工业革命带来了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和工厂制度的兴

起，但同时也导致了劳动力的剥削。资本家通过采用机器代替手工劳动，追求利润最大化，使得工人在

生产过程中失去了自主权和谈判能力。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工业化大生产导致工

人在劳动中看似自由的剥离了一身枷锁，实则工人被机器所逼迫，被物质条件所束缚，劳动者的生存被

机器所捆绑，逐渐沦为大机器的附属品，并在异化的劳动中失去了自主性和创造性。人在这一失去的过

程中得到的却是一条合法的锁链，禁锢在人的灵魂中，不自觉的为资本所支配，而在这一过程中的重要

角色——人的对象性活动结果的科学技术，它的异化也正是由此而产生。 
劳动异化思想深刻揭示了科技异化的内容。从概念上来看，科技异化主要指的是在科技的产生、发

展和广泛应用过程中，原本应为人服务的科技体系、科技产品，却逐渐偏离了人类的善良目的和基本价

值，反而演变为一种异己的、敌对的力量，危害社会、反制人类。这种异化现象表现为科技的内在性质、

外在使用、社会效用等方面与人的本性、人的基本价值和社会规范相背离，导致科技反过来成为限制、

反对人类的力量。 
从哲学内涵上看，科技异化揭示了人类与科技之间的复杂关系。一方面，科技作为人类智慧和创造

力的产物，本应为人类服务，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人类

逐渐陷入了对科技的过度依赖和崇拜，甚至将科技视为一种凌驾于人类之上的异己力量。这种科技异化

的哲学内涵体现了人类主体性的丧失和科技对人类的反制。进一步地，科技异化的哲学内涵还涉及到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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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思考。在现代化的工业社会中，人们过于追求工具理性下的合理化诉求，忽

视了价值理性的重要性，导致科技的应用偏离了人的本性并束缚、操纵人。这表现为对自然的过度干预

导致的生态问题，以及人的物化和自由的丧失、精神的空虚和人格的分裂等现象。 

3. 科技异化的哲学审视 

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无疑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较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生产关系，资本主

义生产关系俨然成为一种革命的生产关系取代前者，而近代自然科学也正是以此为基础出现并得到了发

展，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科学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

其规模是以往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2], p. 359)。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这样描述“有产阶级得权不

过百年，他造成的生产力，却比开辟以来一切时代生产力底总和还要大”。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自身其革命性作用所带来的生产力，推动着社会的巨大发展，而科学技术在其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在运用科学技术这一重要因素后，其所带来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令人惊叹的。但

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本也像一只“拥有灵性的怪物”，在肆虐的掠夺劳动的同时也在支配者科学技

术的走向和应用方式，影响和控制着科技发展及其在实践中的应用情况，而科学技术也日益“表现为异

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权力”([3], p. 571)。首先，科技异化表现为人与科技产品之间的异化关系。随着科

技的快速发展，诸如人类对核能源的运用问题，作为一种高效能源，有效解决了能源不平衡分布的问题，

减少了人类对常规能源的依赖，却因其潜在的巨大破坏力而成为了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异己力量。其

次，科技异化还体现在人与自然生态关系的恶化上。人类对自然的过度开发和破坏，导致生态环境失衡，

生物多样性减少，甚至引发严重的自然灾害。这种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使得自然不再是人类赖以生存

的家园，而是成为了被掠夺和破坏的对象。再者，科技异化也表现为人与自身存在的异化。在高度科技

化的社会中，人们可能过度依赖科技，导致自身的独立思考能力、情感交流能力等方面的退化，甚至可

能出现人格的分裂和精神的空虚。最后，科技异化还体现在人与社会关系的扭曲上。一部分人通过掌握

科技资源而获得了巨大的权力和利益，而另一部分人则可能因此受到剥削和压迫，导致社会不公和分裂。 
“科学成为与劳动相对立的、服务于资本的独立力量”，在这里马克思指出，科学技术与资本的“联

姻”，工人及其劳动成为这场“联姻”的工具，二者共同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实现资本的绝对统治。所

以马克思说，“科学为资本服务，就使反叛的工人就范，……由罢工引起的发明就特别明显地证明了这

一点”。显然，发明作为技术活动，而机器作为技术应用，一旦科学技术沦为资本的代言，工人自然而然

的就成为了资本的奴隶。科技异化的实质就成为了人的生存的异化。当然，科技发展的初衷是增强人类

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使自然界更有利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可是，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和广泛

应用，人类逐渐陷入了一种对科技的过度依赖和崇拜的状态，导致科技反过来成为统治人、压抑人的一

种异己性力量。这种异化现象反映了人类在追求科技进步的过程中，可能忽视了人的本质需求和价值，

导致了科技发展在挤压人类的生存空间，进而导致科技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相脱节。 

4. 人的本质的内涵和外延 

关于什么是人的本质这个问题的答案，马克思一生都在寻求，最终，马克思把人的需要作为人的本

质问题研究的终极关怀。在研究探索人的本质问题过程中，马克思第一次对人的本质进行厘定的是在他

的博士毕业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由于在马克思青年时期深受

鲍威尔的影响，因此，在他的论文中，把人的本质归于自我意识。通过“对神的存在的证明不外是对人

的本质的自我意识存在的证明”([4], p. 101)，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神学证明进行了批判，马克思认为与人的

自我意识相比，“神的存在”并非是最直接的存在，直到在进入到《莱茵报》工作，马克思才开始逐渐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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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鲍威尔自我意识的影响，对于人的本质似乎又有了新的答案——理性与自由，可以看到，马克思此时

仍然将人的本质拘泥于自我意识、理性和自由，附带着浓重的唯心主义色彩。之后，马克思也发表了一

系列文章以批判之前所走的唯心主义误区，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

批判〉导言》，对人的本质问题加入社会层面的思考。《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
马克思逐渐摆脱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极具影响力的著作，在《手稿》中马克思将人的本质归结为劳动。

而与唯心主义彻底划清界限的则是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认识——生产劳动。马克思也

成功的将人的劳动实践和社会关系结合在一起，逐渐实现了人的本质从社会联系到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再到人的本质是人的需要的深入，彻底跳出了人的本质问题的唯心主义桎梏，实现了在人的本质问题上

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跨越。 
在马克思的论述中，人的本质的外延涉及多个方面，根据主体的层次可以分为个体和群体两方面。

从个体角度来看，人的本质的外延是人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的一切实践活动过程及其创造力。马克思认为，

人的本质在于其社会实践性和创造性。马克思曾形象地比喻道：虽然蜜蜂建造蜂房使人间许多建筑师感

到惭愧，但是它在本质上还是一种本能活动。相反，即使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也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因

为他在实践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5], p. 208)。人们通过实践活动改造自然和社会，创造出

丰富的物质和精神财富。这些实践活动和创造力体现了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也是人的本质的外延的重

要方面。马克思还指出，人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是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它们反映了人的精

神世界和认知水平。这些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构成了人的本质的外延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影响着人的

行为和决策。 
从群体角度分析人的本质问题，主要体现在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存在状态和表现形式。马克思认为，

人是处于特定社会关系中的存在，不同的社会地位和角色反映了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和职能。马克思

强调，人作为社会成员，不仅享有特定的权利，还承担着相应的义务和职责。这些权利、义务和职责构

成了人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外延，反映了人的社会地位和责任。 
人的本质的外延是一个多维度、多层面的概念，它涵盖了人的社会地位和角色、职责和权利与义务、

实践活动和创造力以及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等方面。这些外延方面共同构成了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全面

表现。 

5. 科技异化对人的本质的影响 

(一). 科技异化对人的物质力量的压抑 
人的本质力量是人所具有的、能够对外在世界施加影响并与之进行物质交换的各种条件因素的总和。

简单来说，就是人的物质能力、精神能力、话语能力的总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人在社会实践中改造

自然的能力，人的本质力量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得以外化，人的能力和价值才得以展现。“手工生产下人

的劳动是稳定积极的自主劳动，劳动力得到充分尊重和发挥。但在大机器生产下，一切都发生巨大变化，

劳动成为异化存在，劳动力受到摧残。”[6]在马克思所在的时代，“由于机器异化为资本统治的帮凶，

人在科技手段面前主人地位就不断下降甚至于最后丧失”[7]。而当代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人们越来越

依赖科技产品来完成各种任务，导致自身的物质生产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当科技产品变得越来越

智能化、自动化时，对科技产品过度依赖就会使人的体力和劳动技能逐渐退化。人们可能不再需要亲自

去解决问题，而是依赖科技产品来完成。这样一来，人们的实践能力就可能逐渐减退，对于复杂的问题

和挑战，就会缺乏足够的应对能力。 
(二). 科技异化对人的精神力量的削弱 
“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工具而言，它最初的作用便是充当某种联结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桥梁。而科技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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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现象，便是打破了工具本应当属于人的关系，反过来主体被客体所奴役。”[8]科技的异化不仅颠倒了

主客体之间的关系，还在限制着客体的精神发展，其对人的精神能力的冲击也在与日俱增。精神能力，

作为人类认知、理解和完成各种精神活动的基础，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科技产品的普及和信息爆炸使得人们的精神世界变得愈发繁杂。每天被海量的信息包围，从社交媒体到

新闻推送，从短视频到网络直播，这些信息不断地冲击着人们的视觉和听觉，使人们难以集中精力进行

深入的思考和学习。人们的注意力变得碎片化，思维变得浅表化，这无疑是对人们精神能力的一种削弱。 
此外，科技异化还在束缚着人的创造力和创新能力。当科技产品越来越普及和便利时，人们不再需

要在实践中创造出新的思想、方法和产品的能力，不再需要自己去思考和创新，而是直接利用科技产品

来满足需求。人们的创造力和创新能力在此基础上就受到限制，难以发挥出更大的潜力。科技异化还正

在导致人的精神空虚和信仰迷茫。在物质财富日益丰富的今天，人们的精神世界却变得越来越贫瘠。人

们追求更高的科技水平，却忽视了内心的需求和信仰的追求。人们变得越来越物质化，失去了对生命意

义和价值更深入的思考。 
(三). 科技异化对人的本质属性的剥离 
“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前沿技术成果似乎要突破传统道德伦理的限制，正以势不可挡的速

度重塑着人类自身的社会意识与价值理念，重塑着人们与社会的关系。”[9]社会属性，作为人的本质属

性，马克思从交换角度探讨了人的社会联系的事实，把交换看作人的本质的积极实现。在此基础上，马

克思首次提出了“社会交往的异化形式”这一概念。在马克思看来，货币充当交换媒介后，人与人的社

会交往和社会关系受到货币媒介的控制，只能以货币的形式表达，在科学技术发展至今，信息技术的发

展使得互联网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媒介，与货币媒介的作用逻辑具有同构性，即它们都作为统治人和使

人同自身本质相分裂的“上帝”而存在。 
而在虚拟世界中，人们通过屏幕进行交流，真实的情感和体验被数字化的信息所替代，也导致人与

人之间的联系变得冷漠和疏离，人的社会性正在从人的本质中逐渐剥离，人们越来越依赖于虚拟世界的

社交，从而降低了现实生活中的人的交往欲望。在虚拟世界中这种缺乏情感上的交际，不仅使人们失去

了与他人建立深厚情感联系的能力，让人难以体验到真正的幸福和满足感，这种数字代码后的人性的缺

失，也造成人们的内心独立却又充斥着浓厚的孤独感。 

6. 科技异化与人的本质的哲学反思 

“科技是人创造的，人类发展科技的目的是使科技成为助力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助力人类社会可

持续发展的有效手段。”[10]科技是社会进步的关键驱动力，然而，它如同一把双刃剑，在推动我们取得

显著物质成就的同时，也催生了社会文化、道德伦理和生态环境等领域的诸多问题和挑战。科技的双重

影响，这是不容忽视的事实。辩证唯物主义的一元论世界观的根本遵循，关键在于认同现实并以事实为

依据。运用对立统一的辩证法，我们可以看到科技与技术的发展本身就是充满矛盾的整体。它们既增强

了人类的能力，拓展了我们的认知边界，让我们有能力探索天地之间的奥秘，成为自然界的主宰；但也

产生了负面影响，对人类自身的生存构成了严重威胁。历史上，人类借助科技的力量在地球、月球甚至

更广阔的太阳系留下了深远的印记，但同时也招致了自然无情的反噬。科技的副作用以各种形式显现，

如环境退化、致命性现代武器的阴影、以及日益严重的信息安全问题，这些都不能被轻易忽视。这些科

技带来的破坏和威胁已经在迫使人类沦为机器的附庸，让人类不得不反思科技发展所带来的后果。“现

实的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马克思的核心问题域也是人的问题。”[11]“人的需要本性是

人从自然存在过渡到社会存在中的重要环节。”[12]因此，必须加强科技发展的伦理规范与道德约束，规

范科技为人的需要服务性功能，呼唤人的本质回归，寻求科技与人本质力量的和谐共生，需增强人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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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能力和精神能力，提升人的本质以应对科技异化。 

7. 结论 

在高度发达的科技面前，人们往往容易沦为科技的奴隶，过度依赖科技而忽视自身的主体性和创造

性，导致人的主体性丧失。人的本质力量重塑和提升，就是要重新唤起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让人能够

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不是被科技所主导，沦为科技的附庸。其次，在追求科技发展的同时，人们往

往忽视了精神层面的追求，科技异化导致人的精神世界空虚，要加强关注人的精神需求，提升人的道德

感和情感力量，让人在追求物质满足的同时，也能够拥有充实的精神世界。此外，科技异化也加剧了社

会的不平等现象。科技的发展往往伴随着资源的集中和权力的集中，导致社会贫富差距加大，社会矛盾

加剧。要倡导公平正义，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让科技真正成为服务于全体人民的工具。 
“马克思科学地回答了人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

础。”[13]因此，面对科技异化带来的种种问题，重塑和提升人的本质力量，呼唤人的本质回归，具有极

其重要的必要性。这不仅有助于解决当前的社会问题，也能够为人类的未来社会和谐发展奠定坚实的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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