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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科学技术的评判应包括真理评判、价值评判和美学
评判。这３种评判相互关联，由此构成了科学技术的评判体
系。为提高科技期刊的编审质量，编审人员必须在实践中贯彻

这一评判体系，以体现科技期刊的人文关怀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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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对于同一篇科技论文或同一项科技成

果，不同的评审人员，可以说是见仁见智，观点很难统

一，很难一致。这也是长期以来困绕编审人员的一个

大问题。笔者认为，这一问题所以存在的一个根本原

因，是人们基于不同的文化和知识背景，以及不同的评

判标准。事实上，每一种评判，都有其合理性，也都有

其片面性，原因就在于：人们发展科学技术的目的不是

单一的，自然而然，人们基于目的而进行的评判，也是

多元化的。

为提高科技期刊的编审质量，科技期刊编审人员

必须了解、关注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规律，建立健全科

学技术的评判体系。

人类发展科学技术，有３个不同层次的目的：
第一，获取真理，人们首先要去认识客体的内在本

质及其发展规律，体现出科学技术的认识论属性；

第二，获取价值，人们以所获得的真理为指导，去

改造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使客体满足主体的生存与发

展需要，体现出科学技术的价值论属性；

第三，获取自由，人们通过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使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得以全面发展，每个人都能从其

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束缚中获得解放，成为自由人，

以最终实现人类的美学追求和美学理想，体现出科学

技术的美学属性［１］。

与这３个层次的目的相对应，对科技论文或科技
成果的评判也应有３个不同的层次：第一，真理评判；
第二，价值评判；第三，美学评判。这３个层次的评判
相互关联，由此构成了科学技术的评判体系。

１　关于真理评判

　　科学认识的第１个目的，是获取真理。所谓真理，
就是标志主观同客观相符合的哲学范畴，是人们对客

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２］。从真理的这一内涵

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科学理论是否为真理，唯有一个

标准，就是通过一定测试方式看它是否与其反映的客

体的本来面目相符合：相符合则为真理，不相符合就是

谬误。

对科技论文或科技成果进行真理评判的必要性，

大凡承认科学的人，都持肯定意见，况且前人也做了充

分的论述，故此不再赘述；但对科学技术仅做真理评判

是不够的，为了寻找科学技术进一步发展和应用的方

向，规范和约束人们的科学研究行为，避免科学技术的

盲目发展和滥用，科技期刊编审人员必须对科技论文

或科技成果进行价值评判和美学评判。

２　关于价值评判

　　现代科学可以分为３个大类，即基础科学、技术科
学（应用科学）和工程科学［３］。基础科学是科学发展

的第１个层次，是整个科学大厦的基础，它的目的就是
获取真理。技术科学和工程科学立足于基础科学，以

基础科学所获得的真理为基础，以获取价值为直接目

的，它的评判标准就是科学技术评判体系中的第２个
层次的标准。

人们发展科学技术，并不仅仅是为了获得真理。

我们认识世界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或者更准确一点

说，是为了与自然界和谐相处，使人类社会获得可持续

发展。这说明，人们进行科学研究，是有其显著的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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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目的的。在获取真理的基础上获取价值，是人们从

事科学技术活动的第２个目的。科学技术能否达到这
一目的，就需要进行价值评判。

要对科技论文或科技成果进行价值评判，必须明

确以下几点。

１）价值评判的标准。我们怎样来确定科学技术
的价值，或者说一篇科技论文或一项科技成果到底有

无价值或者有多大的价值，应该有一个具体的、统一的

标准。马克思指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

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４］。

价值是客体的属性满足主体需要的关系范畴，因此，科

技论文或科技成果的价值，就是指“科技论文或科技

成果满足一定价值主体某种需要的属性”。那么，关

于科技论文或科技成果的价值评判标准就应当确定

为：科技论文或科技成果能否满足以及在多大程度上

满足价值主体的某种需要。

２）“价值主体”。可以分为２类：一是特定时空条
件下的个人及个人所组成的集团。这一类主体可以是

某个人、某些党团群体、某个民族、某个国家的全体公

民，甚至是许多国家联合体的全体公民。他们以获取

自身利益为动力所取得的科学技术成就，在一定程度

上就能满足他们的需要，这些成果对他们而言，就是有

价值的。二是某一时代的人类整体。每一时代的人

们，都有着一定的共同利益，因此，每一时代的人类整

体都有着一定的共同的价值需求，他们可以作为一个

整体对科学技术进行价值评判。这一类价值主体所体

现的价值需求和价值评判，具有全局性和整体性，与前

一价值主体相比，更具积极意义。从编审人员的角色

定位看，编审人员首先是作为个人利益，或期刊社部门

利益，或某一行业领域局部利益的代表者，属于第１类
价值主体；其次，编审人员肩负着传播、发展科学技术，

引导人们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历

史使命，其根本利益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是一致的，

自然也属于第２类价值主体。
３）价值主体的“各种需要”。价值主体有２类，相

对应的主体的“需要”也分为２大类：一类是个人及个
人所组成集团的需要；另一类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人类

整体的共同需要。

在对科技论文或科技成果进行价值评判时，我们

要注意不同需要之间的区别，特别是要注意以下需要

之间的本质区别：

①个人需要、集团需要同人类整体需要之间的
区别；

②个人生存需要同个人发展需要之间的区别；
③经济发展需要同社会发展需要之间的区别；

④集团生态环境改善需要同人类整体的生态环境
改善需要之间的区别等。

不同价值主体及他们的不同需要，构成了对科技

论文或科技成果的不同价值评判。

４）价值评判的功能。依据价值评判标准对科技
论文或科技成果进行评判，能体现出人类发展和应用

科学技术的主体地位。在这方面，价值评判有２大功
能：一是选择功能。若某一种科学技术理论的运用能

在很大程度上满足大多数人的价值需求，人们就会推

进对这一理论的深入研究，推广这一理论成果的运用

范围；反之，若这一理论的运用对大多数人而言是无益

的，人们就会限制这种理论的深入研究和大范围推广

利用。二是规范功能。一个具体的科学技术理论，往

往具有２种相反的作用倾向：其一是对价值主体的有
益作用；其二是对价值主体的有害作用。我们依据价

值评判标准对科技论文或科技成果进行评判，就应找

出理论进一步发展、利用的方向和途径，规范、约束科

学家们的科学研究行为，使科学的发展能最大限度地

满足人类的各种需要，这也正是我们科技期刊的宗旨

所在。

３　关于美学评判

　　人们进行科学研究，通过认识世界去改造世界，其
终极的追求目标就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和谐发展，

就是人从其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中获得彻底解放，成

为全面发展的自由人。这也就是人类发展科学技术的

美学目的。我们依据科学技术发展的美学目的来考察

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科学家们的科学行为，就产生了

对科学技术的美学评判，这也就是对科学技术发展和

应用的高层次评判。

对科技论文或科技成果进行美学评判，需要明确

以下几点。

１）美学评判的标准。评判科技论文或科技成果
是否符合美学原则，其标准只能是“科技论文或科技

成果是否符合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审美主体的美学

追求和美学理想”。

２）审美主体。作为科学技术评判体系中的高层
次评判，美学评判的首要目的是要保证科学技术的发

展和应用符合人类整体长远发展的要求，保证人类社

会的可持续发展，所以，编审人员在美学评判中所代表

的第１审美主体，应是人类整体；其次，美学评判的最
终目的，是要保证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能有助于使

人类整体中的每一个人都成为全面发展的自由人，所

以，编审人员在美学评判中所代表的第２审美主体，应
是人类整体中的具体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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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审美主体的“美学追求和美学理想”。这主要
包括２方面的内容：其一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所组成
的复合系统能和谐、持续、全面发展；其二是个人的全

面发展，即每个人都能从其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束

缚中获得彻底解放，都能成为全面发展的自由人。

４）美学评判的功能。依据美学评判标准对科技
论文或科技成果进行评判，能体现出科技期刊独特的

美学追求和美学理想，在这方面，美学评判有以下２种
功能：一是能规范科学家们的科学行为，引导他们将科

学研究的中心，由人对自然的征服、改造及早地转向人

与自然的和谐、持续发展；二是使科学家们更加关注科

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是否符合人类的生理需要和美学

感受，是否有助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最终消灭

人的各种异化现象。

４　科学技术评判体系的内在统一

　　科学认识本身就是真、善、美的统一，这一点从人
类认识的目的、动力、对象等各个方面都可以得到论

证［５］。立足于此，编审人员对科技论文或科技成果的

评判就应当坚持真理评判、价值评判和美学评判的统

一，不能片面地强调真理评判或其他某一种评判。只

有如此，才能体现出作为人性证明的科学技术活动的

内在本质，保障科学技术的人化发展和应用，才能全面

提高科技期刊的编审质量。

这３种评判既然是统一的，它们就应当有一个统
一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人类的社会实践。只有通过

社会实践，我们才能在认识论范围内证明一个科学技

术理论是否为真理，才能在价值论范围内证明一个科

学技术理论是否对人有价值以及有多大的价值，也只

有在社会实践中，我们才能在美学范围内证明一个科

学技术理论是否符合人类的美学追求和美学理想，即

是否能推动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和谐发展，是否能帮

助人类获得更大的自由，消灭异化现象，走向全面的可

持续发展。

这也就是说，编审人员仅仅在理论上建立起科学

技术的评判体系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在编审实践中

贯彻这一体系，以体现出科技期刊的人文关怀属

性［６］。具体讲来，编审人员在编审实践中贯彻这一评

判体系至少应包括以下４个方面的内容。
１）对科技论文或科技成果的相关科学研究过程

及开发过程的人文关怀，关注科学研究过程和技术开

发过程对科技人员身心发展的影响，以及这一过程对

人类的生存环境和身心健康的影响。这方面的人文关

怀，一方面将避免科学研究过程对研究者或研究对象

的身心健康的损害，如医学、心理学、基因科学等以人

为研究对象的实验科学的研究过程，必须关注相关人

员的身心感受；另一方面将避免科学研究过程对人类

生存环境和身心健康的损害，如核物理学的研究过程，

事关核泄漏及核废料的处置等问题，有可能破坏人类

的生存环境，必须及时评估研究过程本身可能对环境

造成的影响。

２）对科技成果及成熟技术应用的人文关怀，关注
相关成果和技术应用可能对人类的生存环境和身心发

展所造成的影响。这方面的人文关怀，将为人类规范

相关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和应用范围，避免科学技术

的滥用及其负面影响。

３）对科学研究机制（包括科研选题、科研方向与
内容规划、科研体制等）的人文关怀，关注科学研究机

制的局限性可能对人类生存环境和身心健康造成的影

响。这方面的人文关怀，将促进科学研究机制与技术

开发机制的完善，在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与利用过程

中，引进相关的生态预警机制和风险防范机制，不管在

哪一个环节上发生了生态灾难，人们都有能力及时控

制灾难的扩散，有能力及时恢复生态环境，也就是说，

风险预案研究将是科学技术研究、开发与利用等环节

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４）以人文主义引导科学主义，促进人文文化与科
学文化、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融合［７］。通过对科学

技术的人文关怀，人类可以规范科学技术的内涵、发展

方向和应用范围，引导科学技术走出一条以人为本的

发展道路，促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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