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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恩格斯在 «自然辩证法» 等文献中提出了自然辩证法理论构想ꎮ 这一理论是由马

克思主义自然观、 科技观、 科技方法论、 科技社会论等构成的思想总体ꎮ 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将自然

辩证法理论与中国的实际尤其是与革命、 建设、 改革中遇到的各种自然问题和科技问题相结合ꎬ 实

现了自然辩证法理论的中国化ꎬ 开创出自然辩证法事业ꎮ 这一事业是以 «自然辩证法» 等著作为文

本依据ꎬ 以自然辩证法理论为指导思想ꎬ 由自然辩证法理论事业、 实践事业、 学术事业等构成的整

体ꎮ 自然辩证法事业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成果ꎬ 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原创贡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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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辩证法理论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和重要成就ꎮ 为了消除以毕希纳为代表

的庸俗唯物主义、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消极影响ꎬ 通过总结 １９ 世纪科学发展成果ꎬ 恩格斯创作了 «自
然辩证法» ( “１８７３—１８８２ 年手稿” )ꎬ 提出了自然辩证法理论构想ꎮ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相关著作

完善了这一构想ꎬ 形成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理论ꎮ 这一理论揭示了自然发展和科技发展的一般

规律ꎬ 指明了认识自然、 改造自然、 保护自然的一般方法ꎬ 阐明了科技与社会辩证关系的一般原理ꎬ
是由马克思主义自然观、 科技观、 科技方法论、 科技社会论等构成的思想总体ꎬ 为人类摆脱自然盲

目必然性提供了科学武器ꎮ 自 １９２１ 年成立以来ꎬ 中国共产党坚持将自然辩证法理论与中国实际和实

践相结合ꎬ 创造性地开拓出自然辩证法事业ꎬ 谱写了自然辩证法理论发展的新篇章ꎮ

一、 中国共产党推动自然辩证法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ꎬ 中国共产党大力促进自然辩证法原著和自然辩证法理论的

传播ꎬ 实现了自然辩证法理论的中国化ꎬ 开拓出自然辩证法事业ꎮ
１.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自然辩证法理论中国化的推动

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十分重视自然辩证法理论中国化ꎮ 第一ꎬ 推动 «自然辩证法» 的翻译和出

版ꎮ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ꎬ 马克思主义著作获得广泛传播ꎮ １９２８ 年 １１ 月ꎬ 作为 «自然辩证法» 中

一篇相对完整的论文ꎬ «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 (简称为 «劳动» ) 的中文版出版ꎮ １９３２
年 ８ 月ꎬ «自然辩证法» 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出版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事业

进入制度化发展阶段ꎮ １９５０ 年、 １９５５ 年、 １９７１ 年ꎬ 分别出版了 «自然辩证法» 的三个中文全译本ꎮ
这样ꎬ 为自然辩证法理论中国化提供了文献支撑ꎮ 第二ꎬ 推动 «自然辩证法» 的学习和研究ꎮ 土地

革命时期ꎬ 红军在福建漳州收缴一本恩格斯 «反杜林论» 的中译本ꎬ 毛泽东如获至宝ꎬ 反复研读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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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里揣着这部著作走完了长征①ꎮ «反杜林论» 是 «自然辩证法» 姊妹篇ꎮ 抗日战争时期ꎬ 延安中山

图书馆收藏有 «自然辩证法» 德文版ꎮ 当时延安十分活跃的几个学习组织经常开展自然辩证法问题

读书会和讨论会ꎮ 毛泽东参与了讨论ꎮ １９３０ 年 ９ 月ꎬ 由苏联学者郭烈夫编辑的 «从猿到人» 的中文

版出版ꎮ 该书包括 «劳动» «人类进化的过程» (即 «自然辩证法» 导言的一部分) 等部分ꎮ １９４３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ꎬ 毛泽东向刘少奇推荐该书: “此书有恩格斯两篇短文ꎬ 十分精彩ꎬ 可以看ꎮ 郭烈夫的

一篇亦可一阅ꎮ”② 新中国成立后ꎬ 他多次将 «自然辩证法» 和 «反杜林论» 的相关篇章作为党员

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必读书目ꎬ 促进了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提高ꎮ
毛泽东等共产党人从多个层面推进了自然辩证法理论中国化ꎮ 一是将自然辩证法理论等马克思

主义理论运用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ꎬ 发起、 组织、 领导了中国的爱国卫生运动、 环境保护运动、 科

技现代化事业等ꎬ 开启了自然辩证法实践事业ꎮ 二是将自然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研究

的重要内容ꎬ 在高等学校中设立了专门教学机构ꎬ 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了专门研究机构ꎬ 发行 «自然

辩证法研究通讯» 杂志ꎬ 开启了自然辩证法学术事业ꎮ 三是丰富和发展了自然辩证法理论ꎬ 开始形

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思想ꎬ 开启了自然辩证法理论事业ꎮ 毛泽东经常阅读 «自然辩证法

研究通讯» 杂志和其他自然辩证法相关著作ꎬ 就物质无限可分、 积木式机床、 中西医结合等问题发

表了看法ꎮ 这样ꎬ 自然辩证法理论中国化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ꎬ 自然辩证法事业成为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成果ꎮ
２.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自然辩证法理论中国化的推动

１９７８ 年之后ꎬ 自然辩证法理论中国化进入新时期ꎮ 第一ꎬ 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

思想ꎬ 推动我国科技事业和自然辩证法研究进入 “春天”ꎮ 第二ꎬ 在邓小平的亲自关怀和大力支持

下ꎬ 完善了自然辩证法学术事业建制ꎮ １９７８ 年 １ 月 ２ 日ꎬ 邓小平亲自批准成立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

会ꎮ 当初ꎬ 该研究会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常设的局级事业单位ꎮ 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ꎬ 经过长期

探索ꎬ 该研究会形成了 “大口袋” 和 “为国服务” 等传统ꎬ 积极推动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 哲学的

联盟ꎬ 积极组织或参与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实践问题的决策研究ꎮ １９８４ 年 １０ 月ꎬ «自然

辩证法» 第五个中文全译本出版ꎮ 这一版本由中国学者根据原文档案材料独立编辑文本结构ꎬ 与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历史考证第二版 (ＭＥＧＡ２) 编辑的 «自然辩证法» 同时进行ꎮ
３. 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自然辩证法理论中国化的推动

面向世界可持续发展和知识经济潮流ꎬ 江泽民等共产党人大力推动自然辩证法理论的应用和发

展ꎮ 第一ꎬ 贯彻和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ꎮ 为了反思洪涝灾害和总结抗灾经验ꎬ 我们必须时刻铭记恩

格斯关于人类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的教导ꎬ 坚持可持续发

展ꎮ 第二ꎬ 贯彻和落实科教兴国战略ꎮ 为了推动科技创新ꎬ 江泽民引用恩格斯的话指出: “社会一

旦有技术上的需要ꎬ 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ꎮ”③ 只有坚持科教兴国ꎬ 才能加

快经济社会发展ꎮ 第三ꎬ 学习科学知识ꎬ 贯彻科学精神ꎬ 讲求科学方法ꎮ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ꎬ 科学

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ꎬ 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ꎮ 广大领导干部要向革命导师学习ꎬ 掌握科学知识ꎬ
坚持科学精神ꎬ 遵循科学方法ꎬ 为群众作出表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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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自然辩证法理论中国化的推动

为了实现科学发展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ꎬ 胡锦涛等共产党人十分重视自然辩证法思想的意

义和价值ꎮ 第一ꎬ 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ꎮ 在反思地震灾害和总结抗震救灾经验中ꎬ 胡锦涛引用恩

格斯的话指出: “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ꎮ”① 只有建设好生态文明ꎬ
才能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ꎮ 第二ꎬ 建设创新型国家ꎮ 面对新科技革命的战略机遇ꎬ 按照科学技术是

第一生产力的思想ꎬ 胡锦涛强调ꎬ 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ꎬ 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尽

快走上创新驱动的轨道ꎬ 建设创新型国家ꎮ 第三ꎬ 坚持人与人、 人与自然双重和解的社会理想ꎮ 恩

格斯在 １９ 世纪 ４０ 年代初期指出ꎬ “瓦解一切私人利益只不过替我们这个世纪面临的大转变ꎬ 即人类

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开辟道路”②ꎮ 在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想中ꎬ 胡锦涛指

出ꎬ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ꎬ 未来社会将在消灭私有制度、 阶级剥削、 社会差别的基础上ꎬ 成为

人与人、 人与自然和解的社会ꎮ
５.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自然辩证法理论中国化的推动

进入新时代ꎬ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推动了自然辩证法理论的中国化ꎮ 在自然观

上ꎬ 习近平多次引用 «自然辩证法» 关于人们不当干预自然引发生态环境问题的教训的深刻论述ꎬ
要求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方面走弯路ꎬ 搞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ꎮ 在科技创新方面ꎬ 习近平

引用恩格斯的话强调社会需要推动技术进步的作用ꎬ 要求大力推动科技创新ꎮ 在科技方法论方面ꎬ
«自然辩证法» 提出ꎬ “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ꎬ 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③ꎮ 习近平强

调ꎬ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ꎬ 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ꎮ 按照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开始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

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计划ꎬ ２０１４ 年ꎬ 中央编译局根据 ＭＥＧＡ２ 并参考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德文版而翻

译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第 ２ 版第 ２６ 卷出版ꎬ 该卷包括 «反杜林论» 和 «自然辩证法» 两部

文献ꎮ 这是 «自然辩证法» 的第六个中文全译本ꎮ 在这一时期ꎬ 我们党系统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ꎬ 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疫情防控的战略性成果ꎬ 提出了坚持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奋斗目标ꎮ
总之ꎬ 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将自然辩证法理论与党的中心工作尤其是与社会主义革命、 建设、 改

革中遇到的各种自然问题和科技问题相结合ꎬ 坚持自然辩证法课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政治性

质ꎬ 坚持自然辩证法理论的 “为国服务” 的社会使命ꎬ 实现了自然辩证法理论的中国化ꎬ 丰富和完

善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容ꎮ

二、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自然辩证法理论事业的成果

遵循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相统一的原则ꎬ 中国共产党人按照马克思主义立场、 观点和方法表明

了对自然辩证法问题的看法ꎬ 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思想ꎮ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对之作出了重大贡献ꎮ

１.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基本观点

在唯物史观创立之后ꎬ 恩格斯进一步集中而系统地阐明了自然界的客观性、 生成性、 系统性等

问题ꎬ 说明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在自然演化中、 以劳动为基础和中介而形成的系统关系ꎬ 确立了马克

思主义自然观ꎮ 在此基础上ꎬ 我们党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科学理念ꎮ 第一ꎬ 坚持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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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自然、 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ꎮ 在现代化建设中ꎬ 必须 “向自然界开战”ꎬ 但 “如果对自然界没有

认识ꎬ 或者认识不清楚ꎬ 就会碰钉子ꎬ 自然界就会处罚我们ꎬ 会抵抗”①ꎮ 因此ꎬ 开发利用自然首先

必须按自然规律办事ꎮ 第二ꎬ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ꎮ 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是人类生存和社会进步

的永恒主题ꎮ 由于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ꎬ 因此ꎬ “我们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②ꎬ 加强生态

环境保护ꎬ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ꎮ 第三ꎬ 坚持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ꎮ 生态兴

衰影响和制约文明兴衰ꎮ 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ꎬ 必须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ꎬ 以自然规律为准

则ꎬ 坚持可持续发展ꎮ 生态文明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取得的积极进步成果的总和ꎮ 总之ꎬ 社会

主义生态文明理念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提出的原创性理念ꎮ
２.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基本观点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ꎬ 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ꎮ «自然辩证法» 根据物质运动形式确立了科学分类

原则ꎬ 具体地讨论了数学和科学中的重要哲学问题ꎬ 揭示出了科学发展的交叉规律和加速度规律ꎮ
在此基础上ꎬ 我们党更为注重科技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动力作用ꎮ 第一ꎬ 科学技术是重要的

社会活动ꎮ 生产实践、 阶级斗争 (社会革命)、 科学实验是社会实践的主要形式ꎬ 技术革命是历史

上的重大技术改革ꎬ 自然科学、 技术科学、 社会科学、 文学艺术构成主要的知识门类ꎮ 第二ꎬ 科学

技术是第一生产力ꎮ 科技进步和创新带动了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ꎬ 促进了科技与经济的密切结

合ꎬ 成为现代化的决定性因素ꎬ 因此ꎬ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ꎬ 是先进生产力的突出表现和显著标

志ꎮ 第三ꎬ 依靠科教兴国战略推动经济建设ꎮ 必须将科技和教育摆在发展的突出位置ꎬ 将发展的重

心放到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上来ꎬ 不断提高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其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

能力ꎬ 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ꎮ 第四ꎬ 依靠科技创新推动创新发展ꎮ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

力ꎬ 必须推动创新发展ꎬ 发挥科技创新在创新发展中的引领作用ꎬ 强化原始创新、 集成创新和引进

消化吸收再创新ꎬ 努力将我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ꎬ 加速实现国家现代化ꎮ
３.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技方法论的基本观点

在科技方法论上ꎬ «自然辩证法» 深刻揭示出辩证逻辑是适合自然科学的思维ꎬ 假说是自然科

学的发展形式ꎬ 科学家应自觉掌握和运用辩证思维及其方法ꎮ 在此基础上ꎬ 我们党更为重视科技方

法论对于科技事业的指导意义ꎮ 第一ꎬ 科技工作者应该学习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ꎮ 马克思主

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科技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ꎮ 一切科技工作者ꎬ 都应该坚持唯物主义和辩

证法ꎬ 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ꎮ 唯此ꎬ 才能提高科技工作者的理论思维水平ꎮ 第二ꎬ 科技工作者

应该掌握辩证逻辑的科学方法ꎮ 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并无高低之分ꎮ 形式逻辑具有普遍适用性而没

有阶级性ꎮ 辩证思维实质上是矛盾思维ꎮ 例如ꎬ 必须坚持分析和综合的统一ꎮ 在充分肯定中医综合

思维价值的同时ꎬ 我们也要看到: “ ‘分’ 很重要ꎬ 庖丁解牛ꎮ 恩格斯在说到医学的时候ꎬ 也非常重

视解剖学ꎮ 医学是建筑在解剖学基础上的ꎮ”③ 科学的选择是分析中的综合和综合中的分析ꎮ 按照辩

证思维ꎬ 必须坚持统筹兼顾ꎮ 第三ꎬ 科学工作者应该掌握系统思维和方法ꎮ 在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基

础上ꎬ 我们 “要坚持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 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 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 普遍联系

地而不是单一孤立地观察事物ꎬ 妥善处理各种重大关系”④ꎮ 系统思维和方法是科研工作者必须掌握

的思维和方法ꎮ 当然ꎬ 全社会都要掌握科学方法ꎬ 提高理论思维水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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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技社会论的基本观点

在科技社会论上ꎬ «自然辩证法» 科学揭示出生产对科学的决定性作用ꎬ 说明科技革命是实现

阶级解放的重要工具ꎮ 在此基础上ꎬ 我们党将科技政策作为科技社会论的重点ꎮ 第一ꎬ 努力打通科

技和发展的通道ꎮ 现在ꎬ 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已经形成一个复杂的大系统ꎬ “学科之间、 科学和技

术之间、 技术之间、 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之间日益呈现交叉融合趋势ꎬ 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

天这样深刻影响着国家前途命运ꎬ 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人民生活福祉”①ꎮ 因此ꎬ 必须深

刻认识并掌握科技进步推进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ꎮ 第二ꎬ 坚持尊重劳动、 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 尊

重创造的方针政策ꎮ 科技是探求真理的过程ꎬ 必须将 “百家争鸣、 百花齐放” 作为发展科技的必由

之路ꎮ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ꎬ 必须将又红又专确立为培养科技人才的标准和目标ꎮ 人才是

创新的第一资源ꎬ 必须贯彻和落实人才强国战略ꎬ 努力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全球视野和国际水平的

科技创新人才和团队ꎮ 第三ꎬ 大力推动科技体制改革ꎮ 围绕着科技和经济的结合ꎬ 必须加强科技体

制改革ꎬ 把加强科学管理作为重要环节ꎬ 一分为二地对待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科技成果和管理方法ꎮ
无论如何改革ꎬ 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ꎮ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科技创新事业不断前进的根本

政治保证ꎮ”② 我们要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的 “双轮驱动”ꎬ 努力将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ꎮ
沿着列宁的足迹ꎬ 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捍卫了自然辩证法理论ꎬ 而且在面向国情、 时代和国际的

基础上ꎬ 将中国相关实践经验上升为自然辩证法理论ꎬ 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思想ꎬ
开辟出自然辩证法理论事业ꎬ 丰富和完善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ꎮ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自然辩

证法思想不仅形成了中国自然辩证法理论事业ꎬ 而且构成了整个中国自然辩证法事业的指导思想ꎮ

三、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开拓自然辩证法实践事业的成就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 建设、 改革实践中ꎬ 我们党开拓出实践形态的自然辩证法ꎬ 形成了自然

辩证法实践事业ꎮ
１. “医学辩证法” 的实践和经验

在批判疾病和瘟疫的社会根源的前提下ꎬ 马克思恩格斯注意到了防治疾病和瘟疫的生态机理和

科技对策等问题ꎮ 例如ꎬ «自然辩证法» 谈到ꎬ “在欧洲推广马铃薯的人ꎬ 并不知道他们在推广这种

含粉块茎的同时也使瘰疬症传播开来了ꎮ 因此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 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

人那样支配自然界ꎬ 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③ꎮ 从中国实际出发ꎬ 秉持救死

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ꎬ 我们党开拓出 “医学辩证法”ꎮ
爱国卫生运动是我们党发明的卫生防疫方面的社会动员形式ꎮ 在土地革命时期ꎬ 毛泽东提出:

“疾病是苏区中一大仇敌ꎬ 因为它减弱我们的革命力量ꎮ 如长冈乡一样ꎬ 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ꎬ
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ꎬ 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ꎮ”④ １９３４ 年 ３ 月ꎬ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成立

中央防疫委员会ꎮ 苏维埃政府创办了 «健康报» «红色卫生» 等刊物ꎬ 坚持向一般劳苦群众普及医

疗卫生常识ꎮ 在抗日战争时期ꎬ 陕甘宁边区开展过军民卫生运动ꎮ 新中国成立初期ꎬ 针对美帝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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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发动的细菌战ꎬ 毛泽东发出了 “动员起来ꎬ 讲究卫生ꎬ 减少疾病ꎬ 提高健康水平ꎬ 粉碎敌人的细

菌战争”① 的号召ꎮ 由于这一运动是在爱国主义背景下形成的ꎬ 故得名为 “爱国卫生运动”ꎮ 改革开

放初期ꎬ 邓小平要求 “努力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 居住条件、 饮食条件和卫生条件”②ꎬ 将 “讲卫

生” 作为 “五讲四美三热爱”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的重要内容ꎮ 在抗洪斗争中ꎬ 江泽民提

出ꎬ 要把卫生防疫作为救灾工作的重要内容ꎬ 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ꎬ 做到大灾之后无大疫ꎮ 在战

胜 “非典” 斗争中ꎬ 胡锦涛提出ꎬ 要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和重大疾病防控机制ꎬ 开展爱国卫

生运动ꎮ 为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ꎬ 习近平提出ꎬ 要坚持预防为主ꎬ 创新爱国卫生运动的方

式方法ꎬ 大力开展健康知识普及ꎬ 完善公共卫生设施和服务ꎮ
在坚持人民性的前提下ꎬ 我们党积累了发展医疗卫生事业、 建设健康中国的宝贵经验ꎮ 第一ꎬ

坚持系统化原则ꎮ 卫生工作之所以重要ꎬ 是因为有利于生产、 工作、 学习ꎬ 有利于身体康强、 环境

清洁ꎬ 因此ꎬ “把卫生工作看作孤立的一项工作是不对的”③ꎬ 必须将之与各项工作结合起来ꎮ 现在ꎬ
健康中国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容ꎮ 第二ꎬ 坚持科技化原则ꎮ 必须通过科技创新推

动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ꎬ “面对前所未知的新型传染性疾病ꎬ 我们秉持科学精神、 科学态度ꎬ 把遵

循科学规律贯穿到决策指挥、 病患治疗、 技术攻关、 社会治理各方面全过程ꎮ 在没有特效药的情况

下ꎬ 实行中西医结合”④ꎮ 在原始创新受限的情况下ꎬ 集成创新是科技创新的重要选择ꎮ 中西医结合

体现的就是这种创新ꎮ 人工合成青蒿素是其典范ꎮ 第三ꎬ 坚持绿色化原则ꎮ 绿水青山是人民群众健

康的重要保障ꎮ 面对疫情ꎬ 必须坚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ꎬ 大力开展健康知识普及ꎬ 坚持清扫卫生ꎬ
坚持从人居环境、 饮食习惯、 社会心理健康、 公共卫生设施等方面开展工作ꎬ 坚决杜绝食用野生动

物的陋习ꎬ 践行文明健康、 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ꎮ 要言之ꎬ “医学辩证法” 是自然辩证法理论在医

疗卫生领域的创造性实践和创新性经验ꎮ
２. “生态辩证法” 的实践和经验

在批判资本主义生态危机、 科学阐明人与自然关系的过程中ꎬ 马克思恩格斯促进了自然观的生

态化ꎬ 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ꎮ «劳动» 提出ꎬ “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

利ꎮ 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ꎬ 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⑤ꎮ 按照 “报复说” 等生态思想ꎬ 我们党科

学认识和妥善处理人与自然关系ꎬ 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念ꎬ 开拓出 “生态辩证法”ꎮ
我们党一直十分注重生态环境建设ꎮ 在土地革命时期ꎬ 我们党就在中央苏区发起了水利建设和

植树造林运动ꎮ １９３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ꎬ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对于植树运动的决

议» 发布ꎮ 毛泽东提出: “应当发起植树运动ꎬ 号召农村中每人植树十株ꎮ”⑥ 在抗日战争时期ꎬ 他

提出了 “种树要订一个计划”⑦ 的建议ꎮ 新中国成立初期ꎬ 面对 “一穷二白” 的情况ꎬ 我们党发起

了植树造林、 水利建设等生态建设运动ꎮ １９５８ 年 ５ 月 ２５ 日ꎬ 毛泽东参加十三陵水库建设劳动ꎮ １９７２
年ꎬ 我国参加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ꎮ １９７３ 年ꎬ 我国提出了 “全面规划ꎬ 合理布局ꎬ 综合利用ꎬ 化害

为利ꎬ 依靠群众ꎬ 大家动手ꎬ 保护环境ꎬ 造福人民” 的环保工作方针ꎮ 在改革开放初期ꎬ 邓小平发

起了全民义务植树运动ꎮ 自此以后ꎬ 邓小平、 江泽民、 胡锦涛、 习近平等领导同志率先垂范ꎬ 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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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参加义务植树劳动ꎮ １９７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ꎬ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闭幕的时候ꎬ 党中央明确提

出: “我们正在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ꎬ 我们绝不能走先建设、 后治理的弯路ꎬ 我们要在建设的同

时就解决环境污染的问题ꎮ”① １９９２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之后ꎬ 从我国实际出发ꎬ 党的十五大将

可持续发展确立为我国的重大战略ꎮ 进而ꎬ 党的十七大创造性地提出了生态文明的理念ꎬ 十八大将

生态文明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当中ꎬ 十九大将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确立为新时代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ꎮ ２０１８ 年ꎬ 我们党正式确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我

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指导地位ꎮ
我们党积累了丰富的生态环境保护和美丽中国建设的经验ꎮ 第一ꎬ 坚持以理论创新为引领ꎮ

«自然辩证法» 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代表作ꎮ “正是从恩格斯的辩证法所产生的生态学的广阔视

野构成了 «自然辩证法» 最具批判性的见解ꎬ 也是为什么回归恩格斯的推理方式仍然如此重要的原

因”②ꎮ 习近平多次引用 «自然辩证法» 以强调加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ꎮ 在此

基础上ꎬ 通过科学总结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经验ꎬ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出了 “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 等科学理念ꎬ 夯实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础ꎮ 第二ꎬ 坚持以实践创新为战场ꎮ
我们党坚持发动群众大力开展生态文明建设ꎮ 由于坚持全民义务植树ꎬ 仅过去 １０ 年ꎬ 我国森林资源

增长面积超过 ７０００ 万公顷ꎬ 居全球首位③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我国发起了污染防治攻坚战ꎮ 北京

ＰＭ２ ５ 日平均浓度从 ８９ ５ 微克 /立方米 (２０１３ 年) 已经降至 ５８ 微克 /立方米 (２０１７ 年)④ꎮ 第三ꎬ
坚持以制度创新为保障ꎮ 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将计划生育、 节约资源、 环境保护确立为基本国策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我们将生态文明的理念、 原则和目标写入到党章和宪法当中ꎬ 出台了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坚决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 等顶层设计文件ꎬ 加快推进生态文明领域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

现代化ꎮ 要言之ꎬ “生态辩证法” 是自然辩证法理论在人与自然关系领域的创造性实践和创新性经

验ꎮ 生态文明是生态辩证法的科学结晶ꎮ
３. “科技辩证法” 的实践和经验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ꎬ 科技进步是推翻资本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手段ꎬ 科学技术只有在

社会主义条件下才能获得真正发展ꎬ 应该实现科技进步和社会主义的统一ꎮ «自然辩证法» 提出:
“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将从这种社会生产组织开始ꎬ 在这个时期中ꎬ 人自身以及人的活动的一切方面ꎬ
尤其是自然科学ꎬ 都将突飞猛进ꎬ 使以往的一切都黯然失色ꎮ”⑤ 在此基础上ꎬ 我们党既注重运用科

技进步巩固社会主义政权ꎬ 又注重运用社会主义制度促进科技进步ꎬ 开拓出了 “科技辩证法”ꎮ
我们党一直十分重视科技工作ꎬ 形成和完善了党的科技发展战略和政策ꎮ 第一ꎬ 新民主主义革

命时期的科技政策ꎮ 毛泽东的 «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１９４０ 年) 和朱

德的 «把科学与抗战结合起来» (１９４１ 年) 两文ꎬ 集中阐明科学进步是人类实现自由和解放的武

器ꎬ 成为我们党关于科学工作的最早纲领ꎮ 在贯彻和落实毛泽东提出的理论联系实际和配合边区理

论界开展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辩证唯物论要具体应用问题” 的讨论中ꎬ 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提

出了将 “自然科学革命化” 和 “自然科学大众化” 结合起来的任务ꎮ 按照上述纲领ꎬ 边区军民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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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自觉运用于马兰草造纸、 煤田地质勘探等实际工作中ꎬ 并编写出陕甘宁边区植物志和药用植物志ꎮ
第二ꎬ 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科技战略ꎮ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完成ꎬ 毛泽

东指出: “不搞科学技术ꎬ 生产力无法提高ꎮ”① 我国提出了实现科技现代化的目标和任务ꎮ 尽管这

一时期出现过反复和曲折ꎬ 但以 “两弹一星” 为标志的科技成果保证了国泰民安ꎬ 促进了世界和

平ꎮ 第三ꎬ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八大之前的科技战略ꎮ 邓小平的 «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

式上的讲话» (１９７８ 年) 一文ꎬ 深刻阐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ꎬ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ꎬ 在科

研管理中要处理好党的领导和所长专业负责制的关系ꎮ 这是新时期科技工作的纲领ꎮ 为了全面落实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ꎬ 坚持教育为本ꎬ １９９５ 年ꎬ 江泽民要求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ꎮ １９９９
年ꎬ 我们提出了建设国家知识创新体系的任务ꎮ ２００６ 年ꎬ 胡锦涛要求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

路ꎬ 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努力奋斗ꎮ 第四ꎬ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科技战略ꎮ 顺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

变化和新科技革命的发展趋势ꎬ 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创新发展的科学理念ꎬ 科学揭示出科技创新是

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ꎬ 要求按照高质量发展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要求推动科技创

新ꎬ 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ꎬ 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创新道路ꎬ 实施创新驱动战略ꎬ 将

我国建设成为科技强国ꎮ 改革开放 ４０ 年来ꎬ “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成就显著ꎬ 信息畅通ꎬ 公路成网ꎬ
铁路密布ꎬ 高坝矗立ꎬ 西气东输ꎬ 南水北调ꎬ 高铁飞驰ꎬ 巨轮远航ꎬ 飞机翱翔ꎬ 天堑变通途”②ꎮ 这

样ꎬ 推动我国科技实力跃上新的大台阶ꎮ
我们党积累了丰富的推动科技进步和建设科技强国的经验ꎮ 第一ꎬ 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ꎮ 新中

国成立初期ꎬ 面对 “一穷二白” 和外部封锁ꎬ 我们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ꎬ
全国人民 “勒紧裤腰带”ꎬ 采用举国体制ꎬ 研发成功 “两弹一星”ꎮ 现在ꎬ 天宫、 蛟龙、 天眼、 悟

空、 墨子、 大飞机等科技成果莫不体现了新型举国体制的作用ꎮ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 “健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③ 的任务ꎮ 传统举国体制以行政配置资源为主要手段ꎬ 新

型举国体制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为主要手段ꎮ 第二ꎬ 强化政策规划的导向ꎮ 在顶层设

计层面ꎬ 根据每一时期的实际情况ꎬ 我们党都适时地提出科技发展战略和政策ꎬ 推进了我国科技进

步事业ꎮ 例如ꎬ １９９４ 年以来ꎬ 我们党相继推出了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

定»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 发展高新技术、 实现产业化的决定» «中共中央　 国务

院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

改革　 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 等文件ꎬ 为科技工作指明了方向ꎮ 同时ꎬ 除了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计划) 明确列入科技规划之外ꎬ 我国还相继发布了一系列专门的科技规划ꎬ
明确了科技工作的任务和要求ꎮ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战略部署ꎮ 第三ꎬ
运用系统工程的方法ꎮ 由于像 “两弹一星” 这样的科技攻关项目涉及一系列复杂要素ꎬ 因此ꎬ 必须

采用系统工程的方法加以组织和管理ꎮ “矩阵式管理和系统工程的方法ꎬ 我们都要采用ꎮ”④ 系统工

程方法是运用唯物辩证法提升系统科学成果而形成的科学方法ꎬ 具有一般方法论价值ꎬ 是采用举国

体制需要运用的组织管理的科学方法ꎮ 要言之ꎬ “科技辩证法” 是自然辩证法理论在社会主义科技

事业中的创造性实践和创新性经验ꎮ
当然ꎬ 我们还形成了 “农业辩证法” “工业辩证法” “军事辩证法” 等自然辩证法实践事业ꎮ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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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辩证法实践事业是自然辩证法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社会主义革命、 建设、 改革中的创造性实践和

创新性发展ꎬ 既是自然辩证法理论的科学实践ꎬ 又是自然辩证法理论的科学证明ꎮ

四、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开拓自然辩证法学术事业的进展

马克思主义十分重视提高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阶级意识和科学意识ꎮ “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

里得到自由ꎬ 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ꎬ 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ꎬ 从自然里得到自由ꎮ”① 自然辩证

法教育是提高科学意识和阶级意识的重要选择ꎮ 围绕着自然辩证法教育ꎬ 我们党开拓出了自然辩证

法学术事业ꎮ
１. 自然辩证法学术事业的发展和成就

依据自然辩证法原著和自然辩证法理论ꎬ 我们党在推动和组织开展自然辩证法教学的基础上ꎬ
形成了自然辩证法学术事业ꎮ

系统开展自然辩证法教学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事业的独创性贡献ꎮ 在新民主主义革

命时期ꎬ 我们党就开始组织相关教学ꎮ 例如ꎬ １９４０ 年ꎬ 陕北公学等单位开设了讲授自然科学发展史

和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 的课程ꎮ １９４３ 年ꎬ 毛泽东明确提出将自然发展史、 社会发展史、 联系边区

实际的有关马列主义基本理论三个方面的内容作为理论教育的主干ꎮ １９４４ 年ꎬ 延安大学开设包括上

述三个方面内容在内的全校大课ꎮ 显然ꎬ 我们党从一开始就将自然辩证法教学看作马克思主义理论

教育的重要内容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 除了面向哲学专业的教学之外ꎬ 自然辩证法教育成为面向党政干

部、 知识分子、 青年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要内容ꎮ 恩格斯的 «劳动» 一文被列为社会发

展史教育的重要阅读文献ꎮ 改革开放后ꎬ 自然辩证法教学进入建制化发展阶段ꎮ １９８１ 年ꎬ 我国确立

“自然辩证法概论” 课程为理工科硕士生政治理论必修课ꎻ ２０１０ 年ꎬ 将之调整为必选课ꎮ 同时ꎬ 我

国将 “新科技革命与马克思主义” 课程作为理工科博士生政治理论课ꎬ 后将之并入 “中国马克思主

义与当代” 课程中ꎮ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ꎬ 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教育部联合印发的 «新时代学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实施方案» 提出ꎬ “自然辩证法概论” 为硕士研究生选择性必修课程ꎮ 可见ꎬ 自

然辩证法课程是一门从 «自然辩证法» 原著中发展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课程ꎮ
设立自然辩证法专业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独创性贡献ꎮ 为了适应教学的需要ꎬ 我

国在哲学学科中设立了自然辩证法专业ꎮ １９５６ 年ꎬ «自然辩证法 (数学和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
十二年 (一九五六———一九六七) 研究规划草案» 提出ꎬ 自然辩证法专业是从恩格斯 «自然辩证

法» 著作发展而来的一门介于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科学ꎮ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到 ６０ 年代ꎬ 我国招收过

自然辩证法专业研究生ꎮ １９７８ 年ꎬ «一九七八年———一九八五年自然辩证法规划纲要 (草案) » 提

出ꎬ 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的一个重要门类ꎬ 包括自然观、 科学观、 方法论三个方面ꎮ
１９７８ 年、 １９８１ 年、 １９８４ 年ꎬ 我国分别开始正式招收该专业的硕士生、 本科生、 博士生ꎬ 从而形成

了完整的自然辩证法人才培养体系ꎮ １９８７ 年ꎬ 为了方便国际学术交流ꎬ 我国将自然辩证法专业名称

改为 “科学技术哲学”ꎮ 但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 (ＧＢ / Ｔ１３７４５－２００９) » 采用

了 “自然辩证法 (科学技术哲学) ” 的表述法ꎮ 可见ꎬ 自然辩证法专业是世界上唯一一门从一部马

克思主义原著中发展而来并以这部原著名称命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ꎮ
系统开展自然辩证法研究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事业的重要贡献ꎮ 第一ꎬ 自然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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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著研究ꎮ 我国曾经提出过系统编译、 研究、 宣传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原著的规划ꎬ 出版过一系

列解读 «自然辩证法» 等原著的成果ꎮ 第二ꎬ 自然辩证法原理研究ꎮ 围绕教学ꎬ 我国出版了大量教

材和著作ꎬ 勾勒出了自然辩证法理论体系的轮廓ꎮ 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的

«自然辩证法概论» (２０１３ 年初版ꎬ ２０１８ 年再版)ꎬ 以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理论教育为主线ꎬ 系统

概括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 科学技术观、 科学技术方法论、 科学技术社会论ꎬ 科学阐明了中国马克

思主义科学技术观ꎬ 重点突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科学技术观ꎮ 同样作为马克

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的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２０１３ 年初版ꎬ ２０１８ 年再版)ꎬ
专门设置了 “当代生态环境问题” 和 “当代科学技术发展” 两章ꎮ 这样ꎬ 就确定和完善了自然辩证

法理论的科学体系ꎮ 第三ꎬ 自然辩证法发展史研究ꎮ 除了多卷本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马克思主义哲

学史著作论及自然辩证法内容之外ꎬ 我国出版了专门的自然辩证法发展史著作ꎮ 第四ꎬ 当代自然辩

证法研究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围绕着贯彻和落实党的理论创新成果ꎬ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中的自然辩证法思想ꎬ 如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等ꎬ 成为自然辩证法理论研究的前沿问题ꎮ 这

样ꎬ 我们就形成了完整的自然辩证法研究领域ꎮ
在西方ꎬ 存在着科学哲学等分科式的学科门类ꎮ 苏联将 “自然科学哲学问题” 作为学科名称ꎮ

相比之下ꎬ 以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 为文献依据和科学依据ꎬ 围绕着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内容

的自然辩证法课程教学ꎬ 我们将自然辩证法发展为一门专业ꎬ 推动形成了自然辩证法学术事业ꎬ 从

而丰富和扩展了自然辩证法理论体系的思想内容ꎮ 自然辩证法是典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

理论专业和哲学专业ꎮ 确立和发展自然辩证法专业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独创ꎮ
２. 自然辩证法学术事业的守正和创新

今天ꎬ 对于自然辩证法学术事业来说ꎬ 机遇和挑战并存ꎮ 我们必须按照守正创新的原则ꎬ 推进

自然辩证法学术事业的创新发展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我们党非常注重包括自然辩证法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 宣传、 教育

和研究ꎮ 第一ꎬ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武装全党和教育人民ꎮ 习近平强调ꎬ 马克思主义理

论体系和知识体系涉及自然界、 人类社会、 人类思维各个领域ꎬ 涉及历史、 经济、 政治、 文化、 社

会、 生态、 科技、 军事、 党建等各个方面①ꎮ 我们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ꎮ 因此ꎬ
我们必须同时掌握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 生态、 科技等方面的立场、 观点和方法ꎬ 必须掌握自然辩

证法ꎮ 第二ꎬ 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学科作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ꎮ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

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构成内容ꎮ 习近平指出ꎬ 马克思主义资源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

学的主体内容和最大增量ꎬ 其中包括像建设生态文明这样的由我们党提出的具有原创性、 时代性的

概念和理论ꎮ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该涵盖历史、 经济、 政治、 文化、 社会、 生态、 军事、 党建

等各领域②ꎮ 这样ꎬ 就提出了新时代加强自然辩证法学科建设的任务ꎮ 第三ꎬ 坚持将马克思主义理

论教育课程作为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关键课程ꎮ 习近平指出ꎬ 思政课教学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 政

治经济学、 科学社会主义ꎬ 涉及经济、 政治、 文化、 社会、 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ꎬ 等等ꎮ 因此ꎬ 除

了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之外ꎬ 广大思政课教师还要广泛涉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

知识③ꎮ 这样ꎬ 突出了自然辩证法教育对于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要价值ꎮ 可见ꎬ 在新时代ꎬ
我们党更为注重坚持包括自然辩证法在内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ꎬ 更为注重坚持发展包括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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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辩证法学科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ꎬ 更为注重加强包括自然辩证法理论教育在内的马克思主

义理论教育ꎮ
毋庸讳言ꎬ 今天的自然辩证法学术事业遇到了瓶颈和挑战ꎮ 长期以来ꎬ 自然辩证法成为意识形

态较量的重要战场ꎮ 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以各种理由阻挠和拖延 «自然辩证法» 手稿的出

版ꎮ 以卢卡奇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ꎬ 辩证法讲的是主客体关系ꎬ 自然界不存在这样的关系ꎬ
因此ꎬ 不存在自然辩证法ꎮ 其实ꎬ «自然辩证法» 已经讲到ꎬ 相互作用是事物发展的终极原因ꎬ 自

然界就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ꎮ “西方马克思学” 将自然辩证法看作恩格斯的 “原罪”ꎬ 认为马克思

并无此思想ꎮ 殊不知ꎬ 马克思的 «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 «机器ꎮ
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 «数学手稿» 和 “科学笔记” 都是自然辩证法理论的代表作ꎮ 美国实用主义

者胡克妄言: “从历史上和从分析上说来ꎬ 相信自然辩证法ꎬ 这是从普罗提诺到黑格尔的每一种形

而上学唯心主义体系的中心学说ꎮ 盛行于今天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差不多每一个变种ꎬ 都是由有政治

动机的形而上学唯心主义在现代科学的肌体上所产的私生子ꎮ”① 其实ꎬ 恩格斯的 «自然辩证法» 和

黑格尔的 «自然哲学» 存在着原则区别ꎮ 中国自然辩证法实践事业及其成就有力驳斥了胡克的看法ꎮ
受上述思潮影响ꎬ “逃离” 自然辩证法成为 “时尚”ꎬ 严重影响到自然辩证法学术事业的发展ꎮ

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ꎬ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和科研工作中的指导地位ꎬ 我

们必须按照政治性和学术性相统一的原则ꎬ 科学处理自然辩证法和科学技术哲学的关系ꎬ 加强自然

辩证法学术事业的创新发展ꎮ 一是在专业人才的培养上ꎬ 应规范自然辩证法 (科学技术哲学) 专业

的研究生课程设置ꎬ 加强自然辩证法原著、 自然辩证法原理、 自然辩证法发展史等方面课程的教学ꎬ
引导研究生学习和研究自然辩证法ꎮ 二是在专业队伍的管理上ꎬ 宣传、 教育、 科技、 科协等部门应

该坚持用党建引领自然辩证法专业队伍的建设ꎬ 坚持用 ２１ 世纪马克思主义引导自然辩证法工作者积

极献身自然辩证法事业ꎮ 三是在政治理论课的课程设置上ꎬ 在加强作为思政课的自然辩证法课程教

学的同时ꎬ 应该将自然辩证法理论进一步渗透和融合到其他思政课和专业课当中ꎮ 在适当的时候ꎬ
也可以考虑将 “自然辩证法概论” 和 “新科技革命与马克思主义” 恢复为 ２ 个学分的必修课ꎮ 四是

在专业设置方面ꎬ 可以在哲学学科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中同时发展 “自然辩证法 (科学技术哲

学) ” 专业ꎬ 而不必拘泥于 “严格” 的学科分类ꎮ
总之ꎬ 我们必须坚持自然辩证法理论不动摇ꎬ 坚持自然辩证法学科名称和学科定位不动摇ꎬ 坚

持支持自然辩证法学科发展不动摇ꎮ 同时ꎬ 在坚持面向全球性问题、 新科技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基础上ꎬ 我们必须坚持推动自然辩证法学术事业的创新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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