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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师要研究和运用工程哲学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杜祥琬 

  杜祥琬 1938年生于河南省南阳市。应用核物理与强激光技术专家。1964年毕业于原苏联莫斯科工程物理
学院。曾主持核试验诊断理论和中子学的系统性研究，是我国新型强激光和微波研究的开创者之一。1997年当选
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 

  一、 “工程哲学”的提出和深入研究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客观需求的呼唤  

  对于工程哲学这一学科的开拓，我国学者走在了国际同行的前列。李伯聪先生率先倡导了工程哲学研

究，一批哲学界和工程技术界的专家们提出了一系列有创新性的观点和论述。工程哲学首先在我国提出并得到迅

速发展，一方面有赖于专家们的深厚造诣和多年的潜心研究，另一方面也有着当代中国的社会背景、社会基础，

是有深刻的社会根源的。  

  过去几十年间，在我国大量工程活动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这是一笔宝贵财富。多年

的快速发展，揭示了我国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多种意义上的不平衡、不协调相当严重。  

  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指明了出路和方向。科学发展观是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丰富和具体化，它强调的几个协调发展，凝结着深刻的辩证唯物论的哲学思想。新型工

业化道路走成功并不容易，它对每一个工程项目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需要处理好科技、效益、资源等多方面的

因素及其关系。因此工程活动的全过程需要有正确的哲学观的指导。实际上，每项成功而优质的工程项目，它的

工程师和管理者都在自觉不自觉地运用着唯物论和辩证法。现在迫切需要的是让人们更自觉、更系统、更科学地

以正确的哲学观指导工程活动。因此，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中国存在着对工程哲学的迫切的客观需求，存在着

研究、发展和运用工程哲学的肥沃土壤。  

  二、工程哲学有着丰富而深刻的内涵  

  工程哲学是一个交叉学科，主要是工程与哲学的交叉，它的内涵还涉及到广泛的科学、技术及社会科学

的问题。  

  作为一个工程科技工作者，我特别感受到工程实践中哲学问题的丰富，它存在于工程活动的全过程。一

方面是对待工程项目要有彻底的唯物主义态度。从工程的调研、论证到工程所用技术、工艺，从工程决策到质量

评估、评价，都必须客观、科学，实事求是。另一方面，工程活动中充满了辩证法，例如质量和造价及进度的关

系，还有竞争与协作等涉及到人的因素。许多事情关系到对立的统一、量变到质变、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思考，需

运用哲学的智慧去把握和处理。所以工程哲学的内涵是丰富、深刻而且饶有兴味的。  

  三、工程哲学的研究和普及有着现实而深远的意义  



                                                                来源：光明日报网

  首先，我国学者不断深化和创新工程哲学研究，使它发育得更为完善和丰满，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学

术意义。  

  同时，工程哲学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应用价值，它的研究和普及将使我们在工程活动中少走弯路，提高

效率和效益。如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所说“工程需要有哲学支撑，工程师需要有哲学思维”，用唯物主义武装

我们工程师和工程的领导、管理者，有助于避免主观主义、政绩工程、拍脑袋工程、豆腐渣工程；而辩证思维有

助于避免片面性、走极端、思想僵化等等。所以，对工程科技工作者来说，工程哲学是思想方法、思想武器，也

是可以转化为物质的精神力量。一名优秀的工程师要学习、研究和运用工程哲学，力求具有较好的哲学素养。  

  另外，工程哲学不只具有指导工程活动的作用，反过来，人类工程活动及相关科技的深入发展也会影响

哲学发展。从对微观世界的认识来说，与高能加速器工程密切相关的粒子物理的研究、基因工程的研究，将会提

供有关世界微观层次的新概念；从对宏观世界的认识来说，航天工程和探测手段的发展，将会对“漫无边界”的

宇宙空间和“不明始终”的时间，提供新的认识。二十一世纪将是微观文明和宏观文明并行发展的世纪，而这些

新文明的发展和认识，也会引发哲学家的新思考，引出哲学的新概念，甚至为哲学的发展开拓新的天地。 

    

 

关于我们 | 网站地图 | 联系方式 | 招聘信息 | 广告业务 | 收藏本站 | 设为首页

   

 

   

 
Copyright © 2006 中国工程院 

ICP备案号:京ICP备05023557号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冰窖口胡同2号 

邮政信箱：北京8068信箱 

邮编：100088 

电话：8610-59300000 传真：8610-59300001 

网站管理电话：8610-59300292 

Email：bgt@cae.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