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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研究

从马克思的科学技术社会理论
看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进程

———暨对当前教科书《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修订的一点建议∗

周东启,何　玲

(温州大学 城市学院,浙江 温州　325035)

摘　要:近代科学技术结合到生产力中,形成科学化的生产力,作为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对近代社会产生了

巨大的影响。近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主导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进程,把中国从一个不可溶的社

会结构向可溶性的社会结构转变,这是近代科学技术给中国带来的最大的社会效应,为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提

供了现实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科学和科学精神的人文展开构成了科学发展观充实丰富的内涵,这对深入理解

科学发展观有着重要意义。遗憾的是在当前高校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中,这样一个重要的侧面被忽视了,所以建

议在今后的教材修订中,应补充上这缺失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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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马克思所处的19世纪被称为科学的世纪,是近

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马克思高度关注当时

科学技术的发展,敏锐地看到了科学、技术、生产和

社会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关系,关注到了科学技术

对生产的推动作用和生产对科学技术的根源作用,
特别是他注意到科学技术对社会的重要影响。科学

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历来的观点,而生产力是

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所以马克思把科学看成是最

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是比巴贝夫、拉斯拜耳、布朗

基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马克思通过对当时工业革

命和科学革命的考察创立了自己的科学技术社会

理论。
马克思的科学技术理论与唯物史观相辅相成,

交相辉映,是唯物史观在科技领域的展开和发展,科
学技术理论又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

产力的概念,丰富了唯物史观的内涵。马克思通过

对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分析,提出了生产力当然也

包含科学在内的创新观点。科学是属于一般的社会

生产力,社会生产力包括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
技术致力于物质生产,而科学则致力于精神生产。
科学是主要的精神生产力,与物质生产力相比它属

于“一般社会生产力”。所以,马克思认为,社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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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可以以知识形态的形式存在着,这种知识形态的

生产力就是自然科学理论。显然,科学作为一般的

社会生产力可以渗透到生产工具、劳动对象、劳动

者、社会生产的组织和管理中起作用。科学作为知

识形态和思想意识形态,在一定条件下会转化成直

接的生产力,从而构成社会存在的重要组成部分决

定着那个时代的社会意识。
马克思在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的历史考察中,

曾表述过一个著名的思想:“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
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

生产。”[1](P204)怎样生产就涉及到科学向生产力的转

化,这种转化使以技术为中介的,从手工作坊到手工

工场到机器大工厂再到现代自动化生产,都是这种

转化的表现和结果。这表明,近代科学技术产生以

来的高速发展及其与生产的结合,极大地改变了社

会生产力的结构,给生产力带了革命性的变化,这是

产业革命的实质。作为社会存在的生产方式的变

革,是社会革命的直接原因,是科学革命最终导演了

社会革命。正如马克思所指出:“自然科学却通过工

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

人的解放做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完成非人化。
工业是自然界同人之间,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同人之

间的现实的历史关系。”[2](P128)

近代科学技术的产生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对整

个人类社会历史的进程都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影响。
恩格斯在1844年做了很好的说明和概括:“各门科

学在十八世纪已经具有了科学的形式,因此它们便

一方面和哲学,另一方面和实践结合起来。科学和

哲学结合的结果就是唯物主义(牛顿的学说和洛克

的学说同样是唯物主义所依据的前提)、启蒙时代和

法国的政治革命。科学和实践结和的结果就是英国

的社会革命。”[3](P666-667)近代科学技术与哲学结合带

来了人类思想观念的变革,确立了唯物主义的权威,
开辟了启蒙时代,引导人们走出了中世纪的蒙昧与

专制。法国的政治革命即法兰西大革命正是这种观

念变革所引导的社会革命。在英国,由于悠久的经

验主义传统,近代科学技术自然而然地与科学实践

结合到一起,与科学观察、科学实验紧密结合;18世

纪,英国最早出现了科学-技术-生产一体化的进

程,科学以技术为中介渗透到社会生产之中。这样

一来,近代科学技术又与生产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
导致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在英国发生,使
社会生产方式发生了结构性改变。这就是恩格斯所

说的:“科学和实践结合的结果就是英国的社会革

命。”在这里恩格斯把改变生产方式的工业革命看作

是深刻的社会革命。恩格斯针对十八世纪的欧洲,
特别是英国和法国的社会状况,发现科学通过“与哲

学结合”和“与实践结合”,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这

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可以作为马克思主义

科学技术社会理论的研究纲领之一。马克思和恩格

斯正是紧紧围绕“两个结合”这一重要环节展开他的

科学技术社会理论的。马克思在分析古代技术发明

对西方历史进程的影响时写道:“火药、指南针、印刷

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

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

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说来

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

提的最强大杠杆。”[4](P67)这些古老的发明在中国存

在了上千年,但它并没有产生像西方那样的影响,究
其原因,古代科学不能和社会实践紧密结合,所以,
无法发挥出巨大的社会作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

术社会理论有着十分丰富的内容,是一个十分丰富

的理论领域,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之一。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有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

部分。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还有第四个来源及

其组成部分,即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社会

理论,其理论来源是十八、十九世纪的工业革命和科

学技术革命。[5](P33-34)在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研究

中,都贯穿着这样一个重要思想,即科学的力量是社

会生产力的首要因素,从而也就构成社会进步与发

展的首要因素,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科学技术是

第一生产力。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别从理论上和实践

上揭示了“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

而不断发展的。”[1](P664)马克思认为:“自然科学是一

切知识的基础。”[4](P208)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革

命生涯中都始终自觉地遵循着这一思想的,他们始

终把自然科学及其实践作为建构革命理论的根据。
尤其是在考察了十八、十九世纪的工业革命和科学

技术之后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社会理论。
这一理论有着十分丰富的内容,构成一个严谨的体

系,并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著作、手稿和研究成果。
综述这一理论体系,不是本文的主旨,但可以肯定地

说,这一理论体系可以构成马克思主义的第四个来

源和第四个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理论对了

解考察近代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无疑是有着十分重要

的意义,这一理论应该是我们研究近代社会发展史

的指南。
中国近代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和动荡。清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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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许多著名人士都曾惊呼:中国正经历着数千年来

未有之变局。归根结底,是近代科学技术传入中国

冲击了传统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鸦片战争打开

了中国的大门,西方的“坚船利炮”震惊了古老的帝

国,专制统治者也被迫办洋务、搞外交。在三四十之

中,军事工业、交通运输业、冶金工业、机器制造业、
纺织工业、化工、轻工等部门相继出现。从当时的情

况看,发展还是很快的。一种崭新的生产方式被引

进,在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方式中打开了一

个缺口,社会存在方式被改变了,古老的中国被拖入

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近代科学传入中国,提高

了人的素质,一批新的知识阶层出现,为现代大学的

出现提供了人才的储备。当威廉·赫舍尔的《天文

学纲要》被李善兰汉译为《谈天》,人们惊奇的发现,
天是变化的,传统的恒久不变的“天”的观念被打破

了。赖尔的《地质学原理》被华衡芳译为《地学浅

释》,传统的“地”的观念也被打破了,“地”也是变化

的。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被严复译成《天演

论》,在当时更是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被专制统治

者奉为亘古不变的伦理原则也是变化的,“物竞天

择,适竞生存”的观念震惊了国人。天在变、地在变、
人也在改变,社会也一定要改变,否则有亡国亡种的

危险。国人以救亡图存为己任,进步的观念开始深

入人心,从而奠定了变法维新的思想观念的社会基

础。可以说,是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导演

了中国近代史上一幕幕壮丽的场景。

二

近代科学传入中国之后引起最大的社会效应是

什么? 那就是把中国社会从一个不可溶的社会结构

转向了一个可溶性的社会结构,改变了中国传统社

会那种自洽的、稳定的、专制的社会结构,拉开了中

国革命的序幕。
中国的专制封建社会与西方的领主式(或日本

的)封建社会有着很大的不同。马克思为了研究资

本主义产生的社会机制,曾对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

形态,尤其是对西欧领主封建制作过深入的研究,探
讨了在西欧封建社会内部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

机制。十五、十六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兴起,在西

方城市的封建手工业行会和商业行会中首先出现了

手工作坊,这是分工协作手工工场的前身。分工协

作提高了生产效率,使工场的规模扩大,加之贸易的

繁荣又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导致了社会化商品生产

的出现。工厂的出现与扩大,工人的需求,能溶解掉

大批与土地分离的自耕农和农奴,逐渐把领主封建

制下的农奴吸纳为工人,为他们涌入城市提供了条

件,成为无产阶级的前身。贸易尤其是海外贸易的

繁荣,工厂分工的扩大都在强烈地蚕食着西欧封建

领主的采邑庄园,使封建领主日益陷入困境。西欧

的领主封建制社会就是在日益扩大的商品生产中消

亡的。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以小农为基础的集权专

制社会,在专制王朝相对稳定的时期,自给自足的小

农即自耕农占社会成员的绝大多数,他们与专制政

治形成一个自洽的社会结构。历代专制王朝重农抑

商的国策和严厉的海禁政策,海内外贸易受到严格

限制,使作为资本主义萌芽的手工工厂难以发展,商
品经济无法出现。每一朝代没落的时期,也一定会

出现土地兼并的情况,即土地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大
量农民失去土地而与生产资料分离,成为社会上的

流民。尤其明代后期这种情况更为严重。由于当时

官吏、贵族对土地的挤占,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的流

民,社会自身无法溶解掉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劳动

者,流离失所的农民只能聚集在农民起义的大旗之

下。农民战争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新的王朝通过

均田的方式把土地进行再分配,又重新把农民束缚

在土地之上。中国封建社会的小农集权专制制度没

有产生资本主义的机制,是一个不可溶的社会结构。

16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科学也随之

产生。为了扩大贸易市场,追求利润,导致地理大发

现,新兴的资本主义精神鼓舞着那些探险家们航行

在世界的各大洋上,真正地发现了地球。这些都极

大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殖民主义的先

驱。殖民掠夺是让人深恶痛绝的,可是这对于西方

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却构成一个良性循环,像滚雪

球一样,日益膨胀起来。无独有偶,在16世纪,中国

也出现了工场手工业的资本主义萌芽,无论是官办

的还是民办的,其规模之大曾是当时西方望尘莫及

的。郑和所率领的船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队,
无论是伽玛、哥伦布还是麦哲伦都为之逊色。同是

在十六世纪,在东西方发生的类似事件,却有着不同

的结局。在西欧导致了一场渐进性的变革,清除了

中世纪的杂芜,中世纪的幽灵消失了,资本主义日益

崛起,科学精神与科学观念日益深入人心;而类似的

事件在中国却毫无结果地消失了,消解在汪洋大海

般的小农生产中,消解在以自耕农为生产基础的专

制社会中。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传统专制社会的政

治结构,中国传统社会以小农生产为基础,而小农的

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利支配社会。[6](P693)在辽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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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华大地上织就了一张天衣无缝的行政之网,传
统专制的政治结构与小农、自耕农的经济基础形成

了一个自洽的封闭系统,人的价值只能在专制政治

结构中得以实现。专制制度下是一个官本位的社

会:权力高于一切,君权高于神权,君权更高于族权,
而君权、神权和族权都高于人权;只有步入权力结构

中,步入仕途才是人生价值的最高体现。在专制社

会中的经济系统、文化系统都是为政治系统服务的,
而政治系统有效地抑制了其他各系统的变革性的变

化。这样一来,蕴涵在生产力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

素就不断地被专制政治压抑着、屏蔽着。这个专制

的封闭系统有效扼杀了一切可以变革的东西,所以

中国传统社会的内部不会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制

度,传统的专制社会内部没有近代科学思想萌发的

土壤。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一个外来的输入敲

开中国的大门,我们的目光再回到19世纪之前的康

熙、雍正、乾隆、嘉庆时代,在中国社会内部很难找到

一点萌发新生事物的奇迹,如果还是沿袭着传统社

会的自发进程,也许我们今天还会拖着一根长长

辫子。
近代科学技术被引进中国,最初专制统治者试

图以此为工具来维护自身的统治,这就是洋务运动

的初衷,是一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工具理性,
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专制制度。历史的客观进程是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洋务运动毕竟启动了一种

新的生产力,它打开了中国千百年来的小农经济的

第一个缺口。小农经济恰是传统专制制度赖以存在

的基础。小农经济和专制制度形成一个自洽的结

构,中国社会不是一个可溶性的社会结构,二千多年

的发展日益稳固。洋务运动开始把这个稳定的社会

结构向可溶性社会结构转变,在传统社会稳定的内

部提供了产生资本主义的机制。随着洋务运动的开

展,近代的各种产业,近代的工业、国防,近代的科学

技术从这里起步,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与洋务运动

的初衷却是背道而驰的,洋务运动的延伸会给传统

的中国社会以致命的打击。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

指出的那样:“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了,即使为了军

事防御的目的,也必须敷设铁路,使用蒸汽机和电力

以及创办大工业。这样一来,旧有的小农经济的经

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农户自己也制造自己使用的

工业品),以及可以容纳比较稠密的人口的整个陈旧

的社会制度也都在逐渐瓦解。”[7](P737)这意味着古老

中国的终结,意味着它的整个经济基础将会发生渐

进的,但却是全面的革命。[8](P288)“稍后,我们看到,中

国这个一千多年来一直抗拒任何发展和历史运动的

国家现在怎样被英国人、被机器翻转过来,卷入文明

之中。”[2](P472)在西方,科学是资本主义文明的成果,
科学反过来又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洋务运动在

引进科学技术的同时,也引进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

式。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必然会一步步展开,历史

的发展正是如此,戊戌变法是洋务运动的直接延伸,
辛亥革命则要求彻底消灭这个传统的封建专制结

构。数千年来传统的社会结构被否定了,开始了人

们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过程。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

来到中国一定是历史的必然结果了。中国人选择了

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中国共产

党,是科学的传播为这些奠定了最早的基础,科学技

术在中的传播与发展为国人的选择提供了一个现实

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

三

在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社会理论的基础

上,再进一步了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这对于

学习中国近现代史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近

现代史纲要”是全国高等学校本科生必修的思想政

治理论课之一。这是在高中阶段系统地学习过中国

历史之后(也包括中国近现代史)来开设这门课的,
这就要求在更高层次上来讲授这门课程,应把它作

为一门理论课程来讲授,而不单纯是史料堆积。正

在使用的统编教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在这方面还

是很出色的。但是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等在近代

中国是怎样发展的,书中涉及很少,尤其科学技术是

如何传入中国的? 传入中国后是如何发展的? 科学

技术的发展在中国带来了什么样的社会效应? 教材

中基本没有提及。一百多年来,国人向西方寻求真

理的进程中,各种思想冲击碰撞,流派纷呈,直到“五
四”运动时人们才提出“科学”与“民主”的口号。与

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中国人选择了

马克思主义,这绝不是历史的偶然。“中国近代史纲

要”课开设的主要目的是:“主要是认识近现中国社

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内在的规律性,
‘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择

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

道路。’”[9](P1)这就是说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

和方法去考察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发展。科学技术

的引进、传播和发展对中国近代社会进程的影响是

巨大的,以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科技社会理论的

方法论原则阐明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性是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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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只有这样做才能达到这门课程本身的目的和要

求。遗憾的是,科学技术在中国近现史上的社会效

应这样一个十分重要的侧面在教材中被忽视了。近

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马克思的科技社

会理论基本没有被提及,不能不说这是在中国近现

代社会发展的阐述中缺失了重要的一环。建议在今

后该教材的修订中要补充这方面的内容。
介绍西方科学尤其是西方近代科学在中国传播

发展的历史和途径,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社会

理论去揭示科学技术在中国近代发展历程中的社会

效应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科学技

术效应的社会展开则充分体现了“三个代表”的重要

思想。这里,首先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

发展要求。什么是先进的生产力? 它绝不是劳动力

的堆积和加合,而是融合了现代科学技术的生产力。
马克思的“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10](P211)的思想就包

含了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融合,是科学技术化的生

产力。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包

含这样几层意思:一是科学以生产为背景,社会生产

的需要推动科学;二是科学处于现代社会生产活动

的中心,科学发展促进生产发展;三是科学与生产是

互动的,形成一个一体化的系统;四是科学与生产的

融合形成科学化的生产力。[11](P11)这里充分体现出

了先进生产力的内涵。其次,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

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先进文化的方向是指什

么? 先进生产力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一旦释放

出来是无人能阻挡的,而科学本身又是最高意义上

的革命力量。科学是一个理性的活动,理性地面向

自然,面对实践,反思人的理性自身,科学的传播一

定要带来一场社会启蒙运动,彰显出以人为本的观

念,把人从传统的、集权专制的蒙昧状态中启发出

来,这就是科学技术的社会展开所带来的主体意识

的觉醒。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
运动这一历史进程中,我们看到了思想进步的阶梯。
在“五四”运动“科学”和“民主”的旗帜下,中国选择

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我们可以说,是科学和科学精神主导着中国先进文

化的前进方向。最后,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改革

开放以来,科学技术的社会发展为社会的物质文明

建设带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当我们强调要“始终代

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时,首先要引导全社

会创造出丰富的物质财富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

质文化需要。只有科学技术结合到生产力中,才能

极大地改变社会生活面貌,“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

根本利益”才能实实在在地得到落实。今天,我们应

当看到科学发展对社会进步的伟大作用,对这一点

估计不足,就必然成为时代的落伍者。
了解科学在中国在发展,结合马克思主义的科

学技术社会理论分析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进程,对
于深刻理解科学发展观有着特殊的意义。科学精神

和人文精神构成了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科学发

展观体现了二者的有机结合,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

的整体。科学发展观最重要的内涵是以人为本,其
第一要义是发展,这当然首先是人的发展了,而科学

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展现。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

那样,科学同工业一样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展现,
是自然界的人化,也就是人的自然科学,是关于人的

自然科学。这也就是说科学是人对自然的改造活

动,而不单纯是关于自然界的抽象知识。离开人的、
现实的、感性的实践活动就无从裁决科学理论的真

理性。[12](P88-90)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还把

科学概括为“人类精神的一般劳动”。马克思写道:
“一般劳动是一切科学工作,一切发现,一切发明。
这种劳动部分地以今人的协作为条件,部分地又以

前人劳动的利用为条件。”[13](P120)科学发展观是在更

高层次上人的本质力量的充分展现,是“人类精神的

一般劳动”,这种劳动在空间上以“今人的协作为条

件”,这实质上是人与社会,与自然相和谐;在时间上

“又以对前人劳动的利用为条件”,这实质上是要求

和谐发展的可持续性,这是协调统筹发展的哲学

基础。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

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种发展是

实现每个人自由、全面和充分的发展,这体现了马克

思主义最核心的思想。1894年意大利的社会主义者

朱·卡内帕给恩格斯写信请求恩格斯找一段马克思

的论述,用简短的字句来表述未来社会主义新时代

的基本思想作为他们新刊物《新纪元》的题词,以区

别于但丁对旧时代的概括“一些人统治,另一些人受

苦难”的旧制度。恩格斯认为,除了《共产党宣言》中
的下面这句话,再也找不出比这更合适的了:“代替

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
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

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7](PP730-731)科学发展观正是

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在中国社会现实发展中的具体展

开。科学可以通过技术渗透到社会生产力中,通过

生产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为
人的充分发展奠定基础。人的实践活动是自然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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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因而也是科学同人之间的现象的历史关系,这
是科学发展观的观念基础。如果把科学发展观看成

是人的本质力量公开展示的话,自然界的人的本质,
或者说人的自然本质,这是统一的,也是可以理解

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

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
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

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12](56)所以,以人为

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

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

进步,必然是科学发展观的首要内容。
科学发展观要求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

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
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

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人与

自然的和谐发展这一生态伦理思想,马克思早就作

过十分精辟的阐述。马克思写道:“自然界是关于人

的科学的直接对象”,“自然界的社会现实和人的自

然科学或关于人的自然科学,是同一个说法。”[12](P73)

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来之不易,折射着中国近代

史上曲折艰难的心路历程,是科学精神和科学传统

在中国社会的人文展开,是一百多年来无数志士仁

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结晶。中国封建社会是一种小

农专制制度,专制制度容纳不下作为认知主体的人,
科学是人的自由认知的产物。“科学”和“民主”是
“五四”运动高奏出的时代最强音,这是对中国近代

史上各种改良启蒙思想的超越。科学发展观以人为

本,强调人的全面发展,是对“五四”运动的超越,是

几千年来中国历史上一次最伟大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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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China’sModernHistoricalProcessintheViewofMarxist
ThoughtofScienceandTechnology

———AdviceonRevisingOutlineofModernChineseHistory
ZHOUDong-qi,HELing

(CityCollege,WenzhouUniversity,Wenzhou,Zhejiang325035,China)

Abstract:Modernscienceandtechnology,combinedwithproductiveforce,isthemostsignificantrevolu-
tionaryforceandhasexertedtremendousinfluenceonmodernsociety.Thespreadinganddevelopmentof
modernscienceandtechnologyinChinahasdominatedthehistoricalprocess,changingChinafromasol-
ublesocialstructureintoadissolubleone,bringinga mostsignificantsocialeffectandprovidinga
realistichistoricalandculturalbackground.Thedevelopmentofscienceandscientificspiritenrichesthe
connotationofscientificoutlookondevelopment,whichissignificantinunderstandingthescientificout-
lookondevelopment.Unfortunately,suchanimportantaspectisneglectedinthepoliticalteachingof
highereducation,thereforeitisadvisablethatthispartofcontentbeaddedinthetextbookrevisioninthe
future.
Keywords:scienceandtechnology;Marxistthoughtofscienceandtechnology;solublesocialstructure;

scientificoutlookon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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