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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历史唯物史观的考察，指出工程是在人类生存、发展过程中的一项基本实践活动，工程在不同
历史时期一直是直接生产力。 工程活动是先于科学活动出现的。 研究认为，有关自然的知识和活动应分为
科学、技术、工程三元，科学活动的主要特征是“探索”、“发现”，技术活动的主要特征是“发明”、“创新”，工程
活动的主要特征是“集成”、“构建”。 从现代知识意义上看，“科学—技术—工程—产业”之间存在相关的知
识链（知识网络），工程与产业的关系更直接、更紧密。
工程是人类为了维持生存、繁衍和发展，为了建设家园及美好地生活而进行的实践活动，是人类智慧的

凝聚和所追求理想的一种体现。 从哲学视野看，工程活动的成果往往体现为构筑一个新的存在物，即在一定
边界条件下优化构建起来的集成体。 工程集成包涵了诸多技术要素的集成，也包括了技术要素与经济、社
会、管理等方面的基本要素在一定条件下的优化—集成。
在新世纪的背景条件下工程是创新活动的重要领域，也应是哲学思考的新领域，哲学的超越和工程的超

越存在着诸多“交集”和“并集”，因而，工程需要哲学，哲学要面向工程，工程界与哲学界互动，是中国工程哲
学兴起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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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唯物史观考察，工程一直是直接生产力
在地球的演变过程中，出现了生命现象，形成了

不同的生物物种，继而进化出人类。 人类出现后，逐
步形成了社会，同时也有了人类文明。 人类的生存、
繁衍，人类的各种活动以及人类文明的演进和发展，
是先从依靠自然、适应自然开始（在这一时期就出
现了一些原始工程），再发展到认识自然（这时才出
现了科学），后来甚至出现了“征服自然”的想法，在
试图“征服自然”的过程中人类遭到了自然的“报
复”、“惩罚”，于是在深入认识和感受自然的过程
中，人们又再回归到深入认识自然，认识、反思人自
己的行为，遵循自然规律，合理、适度地依靠自然，改
造自然（见图 １）。 即改造世界，和谐发展。

从上述历史发展过程看，地球世界的演进，形成
了“自然—人—社会”三元，一切活动、一切知识都
与这三元有关。 工程活动也与“自然—人—社会”

图 1　人类的活动及其演进和发展历程
Figure 1　Human Activity and Its Evolving and

Developing Course

三元有关（见图 ２） ［１］ 。 自然是出发点，在原始社会
阶段，诸如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等，都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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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着原始形式的工程作为生产力的标记。 在漫长的
人类历史进程中，工程在不同时期都是直接生产力，
工程是先于科学出现的。 有巢氏构木为屋、掘土为
穴，燧人氏时期钻木取火等活动就是原始的工程活
动，而当时人们并不知道其原理，不知道什么是科
学。 可见，工程是人类生存、发展历史过程中的一项
基本实践活动；是人类为了改善自身生存、生活条
件，并按照当时对自然的认识，而进行的物质性实践
活动。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工程一直体现为直接生
产力。 即使在现代，科学、技术要形成大规模的、直
接的生产力，仍然离不开工程化这一个关键环节。

图 2　工程活动在“自然—人—社会”三元系中的位置［1］

Figure 2　Engineering Activity at a Position in Ternary
System of “Nature －Human Being －Society” ［1］

从认识逻辑的角度上看，认识、揭示自然界、社
会事物的构成、本质及其运行规律的是科学。 概括
地说，科学活动的特征是研究自然界和社会事物的
构成、本质及其运行变化规律的系统性、规律性的知
识体系。 科学活动的主要特征可以归纳为探索、
发现。

技术活动是一种特殊的知识体系，体现着巧妙
的构思和经验性知识。 而现代技术往往是运用科学
原理、科学方法并通过运用某种巧妙的构思和经验，
开发出来的工艺方法、工具、装备和信息处理———自
动控制系统等“工具性”手段。 技术活动的主要特
征可以归纳为发明、创新。

工程活动的特征，从知识角度上看，工程活动可
以看成是以某一或某些（几种）核心专业技术结合
相关的专业技术以及其他相关的非技术性知识所构

成的集成性知识体系。 旨在建立起大规模、专业性、
持续化的生产系统或社会服务系统。 工程活动的主
要特征可以归纳为集成与构建。

产业的特征：产业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
平以后，建立在各类专业技术、各类工程系统基础上

的各种行业性的专业生产、社会服务系统。 产业活
动的特征是行业性、效益性。

综上所述，关于自然的知识和活动方面应分为科
学、技术和工程三元［２］ 。 从现代知识意义上看，“科
学—技术—工程—产业”之间存在着若干相关的知
识链（知识网络）（见图 ３） ［３］ 。 这当然是认识逻辑上
的链接关系，不是历史—时序性的传承过程。 也可以
看出，工程与产业的关系更直接、更紧密。 对于不同
时期的人类社会而言，工程一直是直接生产力。

图 3　知识链的构成与资源、资金
尺度扩展过程的关系

［3］

Figure 3　Relationship between Knowledge Chain and
Resource， Fund Scale Extending［3］

2　认识工程的本质、内涵，工程哲学应运
而生

　　工程是人类为了维持生存、繁衍，为了建设“家
园”，更为美好地“生活”而进行的实践活动，是人类
智慧的凝聚和所追求“理想”的一种体现。 从总体
上看，工程的内涵包括工程理念和一系列决策、设
计、构建和运行、管理等活动的组织、集成性过程，其
结果又往往体现为特定形式的技术集成体 （见
图 ４） ［４］ 。 从哲学角度上看，工程成果的核心标志往
往是构筑一个新的存在物，即在一定边界条件下优
化构建起来的集成体。

图 4　工程活动内涵
Figure 4　Connotation of Engineering Activity

从根本上说，现代工程活动是技术要素和非技
术要素的集成系统，是一种物质性的实践活动。 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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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要素构成了工程的基本内涵，非技术要素构成了
工程的边界条件（见图 ５）。 工程一般是技术的动态
系统，工程包含着多种技术单元的系统集成过程与
系统集成体。

图 5　工程活动的要素及其系统的构成
Figure 5　Engineering Activity Element and Its

System Construction

从“思维与现实”的关系看，科学、工程、艺术对
应着“发现”、“集成”、“想象”的思维，表达了三种
不同类型的“思维”与“现实”的关系（见表 １）。 科
学“发现”集中体现了思维与现实的“反映性”关系；
工程“集成”集中体现了从思维出发去构建新的现
实，是“构建性”关系；艺术“想象”集中体现了通过
思维去虚构某些图景，是“虚构性”关系。 工程思维
与现实世界相互关联的核心是“设计性”和“实现
性”的关系，工程思维的突出特点是“集成创新性”
和“集成构建性”。

表 1　科学—工程—艺术对应的“思维特征”
及其与现实的关系

Table 1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responding
“Thinking Character” and Its Reality of

Science －Engineering－Art
科学 工程 艺术

思维特征 发现 集成 想象

表现形式 理论 实体 作品

思维—现实关系 反映性 构建性 虚构性

在认识工程的过程中，人们可以读出自然，读出
人生，读出社会，读出“知行合一”、“和谐发展”、“和
谐生存”的辨证关系。

哲学是在人们对自然、对社会以及对人自己的
认识，以及刨根问底、反复追问、追求理想的过程中
产生的。 理想是对现实的反问，是对未来目标的向
往或追求。 在新世纪的背景下，要思考哲学，工程应
是一块新疆域，一层新境界。 工程应是哲学思考的
重要对象之一。 而对工程而言，急需要用哲学的思
维来武装和提升。 因为哲学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思考
或展示未来“生活”的新境界；而工程的一个基本宗

旨，就是努力构建和实现未来“生活”的新境界。 从
这一意义上讲，哲学的超越和工程的超越是存在着
许多交集和并集的，因此，工程需要哲学，哲学要面
向工程，工程界与哲学界互动，工程哲学应运而生。
3　工程理念与科学发展观

理念就是理想的、总体性的观念，理念凝聚并支
配着诸多具体的观念

［５］ 。 工程理念凝聚并支配着
工程价值观、工程系统观、工程社会观、工程生态观、
工程伦理观和工程文化观等（见图 ６）。

图 6　工程理念
Figure 6　Core Value View of Engineering

各类工程活动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某种工程

理念的支配下进行的。 不同的工程理念必然会影响
到工程发展战略、工程决策、工程规划、工程设计、工
程建设、工程运行及其管理的各个阶段、各个环节。
正确的工程理念必须建立在顺应客观规律，包括各
种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社会规律等的基础上，同
时，工程理念必须体现正确的价值观。 因此，工程除
了要体现技术进步、经济效益，还必须重视环境—生
态效益，遵循社会道德、伦理和社会公正、公平等准
则。 当前工程活动中出现的诸多矛盾和问题，其根
源之一在于工程理念上出了问题。 工程理念的内涵
是十分丰富的，它的具体内容包括着不同的层次和
不同的方面，特别是以下几个方面：

１） 以人为本，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发展；
２） 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

展；
３） 要素优选、组合和集成优化；
４） 追求不断创新与工程美感；
５） 设计、构建和运行过程中物质—能量—时

间—空间因子的动态 －有序化和信息化等。
这些工程理念体现了以人为本，人与自然、人与

社会和谐发展的核心理念；也体现了工程的系统观、
工程的生态观、工程的多元价值观和工程的社会观
等。 树立正确的工程理念是在工程领域落实科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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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观的根本所在。
4　工程创新是创新活动的主战场

工程是连接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和产业发展之
间的桥梁，是实现产业革命、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进
步的强大杠杆（见图 ７）。

图 7　现代工程是连接科学、技术与产业的桥梁
Figure 7　Modern Engineering is a Bridge

Connecting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２１ 世纪以来，我国每年用于各类工程的投资已
达十多万亿元人民币之巨，在全国各地开展了大大
小小规模不等、专业不同的工程活动。 由于工程是
现实的、直接的生产力，工程创新无疑应是创新活动
的主战场。 我国实现新兴工业化的过程是一个不断
进行工程创新的过程，工程创新事关建设全面小康
社会、和谐发展的大局。

强调工程创新的重要意义在于凸显工程创新的

价值观、系统观和多层次、多尺度、多因素的集成创
新。 应该看到，大时空尺度的工程系统是 ２１ 世纪创
新活动的重要对象，这些都是跨学科、跨领域的综合
性工程问题，应该引起高度重视，而且迫切需要工程
哲学的引导。

工程创新具有以下特点和规律：工程创新是集
成性创新，这包括技术层面上的集成创新，也包括技
术要素与经济、社会、管理等基本要素在一定条件下
的优化集成（见图 ８）。 对于工程创新而言，既要重
视“突破性”创新，也要重视渐进性、积累性创新（见
图 ９）；还应该注意不同时代背景、不同地区、不同类
型的工程，有不同的创新特点和创新形式［６］ 。

社会各界应该对工程的意义和价值、工程师的
地位和作用、工程教学的特点和方向予以足够的重
视。 不仅需要一些学者去研究哥德巴赫猜想，更需
要以詹天佑、候德榜、茅以升、钱学森等为代表的各
行各业的工程大师来促进在工程—技术领域中的创
新性建设、创新性活动。 工程创新主战场呼唤着未
来创新型的新一代工程师的成长，呼唤着高等院校

图 8　工程创新的内涵
Figure 8　Connotation of Engineering Innovation

图 9　工程创新的形式［6］

Fig 9　Form or Way of Engineering
Innovation［6］

加强工程人才的培养。 我国正在进行的宏大的工程
实践活动迫切需要工程哲学。
5　枟工程哲学枠一书中的基本观点

中国工程院组织了有关院士和工程管理专家、哲
学家开展了“工程与工程哲学”的课题研究，作为研究
成果的枟工程哲学枠一书，其基本观点简述如下［７］ ：

１） 哲学与工程是任何社会不可或缺的两项基
本活动，工程哲学是沟通工程和哲学的桥梁；

２） 科学、技术与工程“三元论”是工程哲学得
以成立的基础；

３） 从知识层面看，工程位于“科学—技术—工
程—产业—经济—社会”的“知识网络”中的重要位
置，工程是知识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过程中的关键环节；

４） 工程是直接生产力，工程创新是创新活动的
主战场；

５） 在工程实践中，既要重视突破性的工程创
新，也要重视渐进性的工程创新；

６） 要高度重视工程思维与工程方法的研究；
７） 工程理念和工程观是人们关于工程活动所

形成的总体观念和基本观点，它渗透到工程活动的
全过程，并深刻影响着工程战略、工程决策、工程规
划、工程设计、工程建构、工程运行以及工程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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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阶段、各个环节；
８） 工程应该以为公众服务为目的，因而，公众

应该理解和参与工程；
９） 需要将工程哲学的新观念落实到工程人才

的培养过程中；
１０） 工程哲学是实践哲学，理论联系实际是研

究工程哲学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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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ｒｅ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ｒｅ “ 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ｒｅ “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Ｆｒｏｍ ａ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ｖｉｅｗ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ｃｈａｉ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ｅｘｉｓｔｓ
ａｍｏ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ｓ ｍｏｒｅ ｄｉ-
ｒｅｃｔ ａｎｄ ｃｌｏｓｅｓ．

Ｔｈ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ｉｓ ａ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ｆｏｒ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ｈｏｍｅｌａｎｄ” ａｎｄ “ ｌｉｖｉｎｇ” ｗｅｌｌ， ａｎｄ ｉｓ ａｌｓｏ ａｎ ｅｍｂｏｄｉ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ｗｉｓｄｏｍ ａｎｄ ｓｅｅｋｅｄ “ ｉｄｅａｌ”．
Ｆｒｏｍ ａ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ｅｍｂｏｄｉｅｓ ｉ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ａ ｎｅｗ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ｉ．ｅ．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ｏｒ ｏｆ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ａｉｎｓ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ｃｏｎｔａｉｎｓ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ｂａｓｉｃ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ｕｎｄｅｒ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ａ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ｗ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ａ ｎｅｗ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ｅｘｉｓｔｓ ｖａｒｉｏｕｓ “ ｉｎｔｅｒｍｉｎｇ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ｅｒｇ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ｎｅｅｄ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ｆａｃ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 ｉｎｔｅｒａｃ-
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ｉｓ ａ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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