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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公民的科学家
———奥特弗利德 ·赫费的“公民科学家”理论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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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理工大学 文法学院 , 长沙　410012)

　　摘要:奥特弗利德·赫费从政治-社会的角度对科学家所扮演的公民角色进行分析 ,将其进行三个层面的分析

并指出各自的特征:作为经济公民的科学家:劳动 、经济形态 、社会正义性;作为国家公民的科学家:社会参与的扩

大 、多层次的协商 、荣誉;作为世界公民的科学家:文化的共存 、价值的兼容 、世界性的援助 。通过分析可以展示科学

家的社会责任定位和道德维度 ,也可看出科学对于当代文化问题所开出的策略。

关键词:科学家;经济公民;国家公民;世界公民

中图分类号:B151　　文献标志码:A

收稿日期:2009-10-28

作者简介:张海燕(1980—)广西桂林人 , 湖南长沙理工大学教师 ,文学博士 , 研究方向为现代新儒学;高靖生(1976—)湖南

宁乡人 ,哲学博士后 , 研究方向为政府管理 ,科技哲学。

　　现代科学的兴起极大地改变了社会政治结构 ,

因此 ,在政治-社会的研究中 ,从上世纪 70年代的

正义研究到 80年代的社区研究以至 90年代的公民

研究均把科学作为一个重要因素纳入其中 ,使传统

的政治科学变成科学-政治的研究 ,在这一方面 ,德

国哲学家奥特弗利德 ·赫费是欧陆方面的代表 ,其

上世纪 80年代出版的代表作《政治的正义性》就已

基本确立了其科学-政治研究的框架 ,至其 2004年

出版的《全球化时代的政治伦理学》〔1〕将这一研究的

对象扩充至科学的承载者和最重要的推动者 ———科

学家 ,他从科学家的身份来阐发科学的政治意义和

政治与科学的契接点 ,是科学-政治研究走向深入

的标志。在他看来 ,虽然科学家不能脱离其作为特

定社会公民的身份 ,是社会生活的普通一员 ,但受其

所从事的科学研究之规范与影响 ,其公民身份具有

多层次的内涵 ,而每一层内涵的存在又必将带来社

会对其不同的要求和科学家不同的反应 ,于是从科

学家的身份入手并以之为中心可以构建起极为复杂

的社会-政治网络。

1　作为经济公民的科学家

科学家作为经济公民的身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的内涵。首先 ,从历史的角度看 ,科学家这一身份的

产生是一种经济现象 ,蕴含着深厚的社会经济学背

景 ,其次 ,从其活动本身来看 ,科学家的劳动以提高

社会生产能力并服务于人们的生活福利为旨归 ,再

次 ,从其活动的后果来看 ,现代科学的产生与发展极

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存 、生活以及整个世界变迁的

各个层面。当然 ,这同赫费本人分析问题的方式也

有关 ,他在对康德的道德哲学作了充分吸收和消化

后提出了分析 、批判的三个层次:技术性层面 、策略

性层面和道德层面〔2〕38 。在“作为公民的科学家”之

一套理论中 ,他也是进行了三个层面的分析 ,这第一

个层面作为经济公民的科学家相当于其分析的“技

术层面” 。但经济活动并非科学家独有的特质 ,可以

说每个公民都是“经济人” ,因此 ,赫费通过分析归纳

出科学家作为经济公民的几个特点:

1)劳动

他在此采用一种比较宽泛的劳动概念 ,从个体

和群体的劳动入手 ,是赫费研究科学家身份的入手

点 。他关于劳动的观点与马克思相近 ,
〔3〕135
认为劳

动是一切社会生活的根基并且以此来批判罗尔斯等

人的正义理论 ,认为他们应当借鉴马克思 ,把劳动因

素引入到分配过程 ,方有可能构建出真正“公平的正

义理论”〔4〕256 。他区分了劳动的多种分层以突显科

学家劳动的独特性质 ,很明显他赋予科学家和政治

家同等社会影响力 ,他认为 ,科学家所进行的劳动最

大特点就是真正实现了自由 ,所谓“自由”就是用个

人的劳动来影响大多数人的生活形态 。在他看来 ,

虽然同样是在实现自身的价值 ,在一般的不断重复

的劳动中 ,自由与创造性是很少的。但科学家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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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性质却从一开始就是独创性的 ,而且从科学史可

以看到 ,他们的劳动成果不但解脱其自身 、也解脱其

它人于繁重的重复劳动 ,其创造性还能赋予其它人 ,

因而 ,科学家的劳动性质区别于其它所有人。第一 ,

科学家的劳动是其履行公民职责的最主要手段。从

科学史可知 ,许多科学家终其一生都在实验室进行

工作 ,他们不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等 ,但正是如此而形

成其独特的劳动形态 。第二 ,劳动也是其自我责任

感的外化和自我价值实现的主要途径 。第三 ,对于

科学家而言 ,进行劳动是通过个人努力而实现公共

福利的唯一途径 。第四 ,对于科学家而言 ,劳动既是

其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得以体现的最重要途径 ,在

某种意义上还是最重要的政治权力 。如果这种权力

被剥夺 ,其社会价值便无从体现。
2)经济形态

赫费认为 ,在现代社会 ,无论是和平时期还是战

争时期 ,经济生活都是中心环节。就 20世纪的十大

科学发明来说 ,电脑和因特网所承载的信息产业已

经成为继农业和机械工业之后最大的产业形态 ,其

所催生的一系列附属产业不但是现代经济生活最炫

目的部分 ,也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而科

学家则是这些新的经济形态最原初的缔造者 ,比如

医药方面阿斯匹林的发现诞生了一个完整的产业

链 ,但所有这一切都取决于最初的那次科学发现 ,取

决于科学家在实验室里不懈的工作。因此 ,科学家

以其劳动对社会构造所体现出的价值首先应当是经

济价值。

但是 ,赫费在对科学家劳动的经济价值进行分

析时并没有泛泛而谈 ,而是紧扣“作为公民的科学

家”这一核心概念 ,首先把科学研究作为科学家的生

活方式来看待 ,因此其经济价值最初体现为他们通

过自己的劳动为自己以及家人获得生活资料 。但并

不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 ,其科研成果的推广也成为

他人改善生活的重要途径 ,他以水净化技术为例 ,说

明这种技术每年能挽救数以百万计的生命 。最后 ,

由于科学的特定作用 ,科学家的研究成果有时会极

大地改变整个世界的经济结构以至政治结构 ,赫费

以移动电话为例 ,说明科学的研究成果能够以何等

的力量重塑社会的经济-政治结构 。

3)社会正义性

经济正义问题已经引起相当重视〔5〕 ,但当代研

究的焦点集中于经济政策和经济项目方面 ,赫费的

研究又有些不同 ,他在此区分了“个人的正义性”和

“国家的正义性” ,在他看来 ,从政治和经济项目方面

来探讨国家的经济正义当然不可或缺 ,但容易陷入

无谓的意识形态争端里去 ,而从个人特别是重要经

济形态的肇始者科学家的立场上切入经济正义则既

可以得出一种科学伦理规范 ,也可以避免上述缺陷。

他继承康德的“绝对命令”思想 ,并将其发展成科学

家行为的社会正义理论 ,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内涵:第

一 ,科学家的劳动应当成为制造公平与均等的利器。

在他看来 ,科学的重要功能是“把世界拉平” ,比如因

特网使世界变成了“地球村” ,促进信息公平共享 ,在

政治上是直接制约了独裁者的无节制行为 ,在科学

技术等经济层面是促进了共享。水稻技术的改善使

全球数以亿以的人群免于饥荒。第二 ,直接产生“肯

定性”的事件 ,如危机管理 、应急处置等 。现代科学

技术的发展直接催生了“应急管理”这一概念〔6〕 。第

三 ,对未来的公正作出预测。这一点赫费没有作详

细的论述 ,只举了地震和气象的几个例子 。

2　作为国家公民的科学家

所谓国家公民 ,就是在社会-政治层面所说的

公民 ,在这个层面 ,科学家作为一个国家 、一种社会

形态内的一员对于社会政治 、经济事务进行多层次

参与。由于现代社会科学与政治之间的盘根错节 ,

科学家或者直接扮演着某种政治角色 ,在各国政坛

上并不鲜见 ,中国卫生部长陈竺本身就是一个杰出

的科学家 ,他在血液学 、分子生物学等领域有较高造

诣 ,取得了突破性成果 ,曾获得法国抗癌联盟卢瓦兹

奖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多个奖项 。美国现任能

源部长朱棣文则曾于 1997年与美国科学家威廉 ·

菲利普斯和一名法国学者因发明了用激光冷却和俘

获原子的方法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另外 ,在各国

政府的决策咨询机构里都有大量的科学家 ,他们为

经济 、社会 、军事等方面的大政方针提供直接的建

议 。作为国家公民的科学家 ,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1)社会参与的扩大

在经济公民层面的科学家是实验室里认真工作

的劳动者 ,对于社会的影响是通过其科学研究成果

体现的 。而作为国家公民的科学家则极大地扩展了

其对于社会活动的参与 。第一 ,直接民主 。这是最

基本的层面:科学家以个体身份参与政治选举 ,但其

身份和影响力并不仅限于自己本人 ,还会影响到科

学共同体和其它人。第二 ,市民社会的构建 。科学

家以其科研成果参与到社会制度的设计和构建中 ,

赫费在《医学伦理》〔7〕书中曾多次提到医学上的突破

影响到德国医疗保障政策的设计 。第三 ,社会判断

力 。这是指科学上的发现会极大地影响人类的思维

方式 ,如哥白尼的发现改变了人们思考宇宙的中心 ,

牛顿的发现重构了宇宙图景 。而网络技术的发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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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体现得更为彻底 ,所谓的“虚拟世界”就是社

会判断力的一种革命性变化。

2)多层次的协商

进入现代社会 ,科学家的科学研究和其它科学

生活虽然仍可保持相对独立 ,但很多时候都是与人

合作完成 ,只要看近十年来以合作成果获得诺贝尔

将者的增多就知道这一点 。因此 ,作为国家公民 ,科

学家不仅要能在实验室中工作 ,也要能在社会中进

行多层次的协商最终获得其想要的成果 。第一 ,与

科学家群体的共处。具有相近或相同科学研究方向

和旨趣的科学家构成科学共同体 ,其中的协商因素

很明显 ,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科学共同体在维持

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后破裂的情况 ,在赫费看来 ,除

了科学本身的因素外 ,群体间缺少协商不会协商是

重要的原因。第二 ,与其它社会成员的共处。关于

这一点 ,赫费没有详细论述 ,科学家作为社会里的普

通一员 ,其学术生活与日常生活 、社会交往除了在对

象上以所区别外 ,与普通人并没有多少区别。第三 ,

与政治 、经济层面的共处。科学家一旦参与到一个
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层面 ,除了其专业的咨询外 ,其个

人与政治 、经济层其它成员的协商共处成为其理论 、

观点能否得到很好贯彻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这又反

过来极大地影响了其科学研究的进行 ,他认为各国

对于气候变化与全球变暖关系的高度重视就是这方

面成功的例子 ,在他看来这不仅是一个政治事件 ,更

是一个科学事件 。

3)荣誉

赫费引用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 ,认为作为国

家公民 ,科学家出于“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 ,其

最终所求乃是“最大范围的认可” ,而这又体现于一

系列的荣誉之获得上 。比如诺贝尔交奖 、菲尔茨奖

等 ,他以自己参与科学家团体活动而获得的一些数

据说明对于科学家而言 ,对于荣誉的需要甚至超过

对于经济福利的需求 。但赫费论述的重点在于:荣

誉是作为国家公民的科学家不可或缺的一个构成因

素 ,反过来说 ,科学家重荣誉也证明了其作为社会之

普通一员的国家公民身份 。

3　作为世界公民的科学家

所谓世界公民 ,是个体身份意义的在社区 、族

类 、群体等层面的继续扩展 ,赫费曾提出过一个“世

界共和国”的理论构想 ,其核心思想是一种虽然没有

明显统一的政治构架但人类能够和谐共处的共同体

形态 ,其基础思想就是“世界公民” 。这可以从以下

四个意义来理解:第一 ,科学家仍是某一个国家的公

民 ,有政治 、经济 、文化 、宗教等诸种限制 ,但其所从

事的工作则是对整个世界有利有益的 。换句话说 ,

这是国家公民的劳动成果越出国界而为全世界所

用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在他看来 ,虽然有的科学

家可能从来没有越出国界 ,但只要其研究成果为世

界上不同国家的人们所用 ,他就已经是世界公民了。

第二 ,作为各种跨国科学家集团的成员 。这对上个

意义进行了规定 ,但凡参加了各种国际科学家团体 ,

其行为就具有了世界性的意义从而可以被称为世界

公民。第三 ,这是最严格意义上的世界公民 ,指那些

从事跨国界的工作者。在现代社会和各个层面 ,“外

国专家”已经是比较常见的事 ,如今年就有 6位外籍

人士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第四 ,完全意义上的

世界公民 ,指那些为了某种理念而无私地服务于整

个世界的福利的科学家 。他们具有以下四个特征:

1)文化的共存

作为一个哲学家 ,赫费曾经极力构建过一种文

化交流的理论
〔8〕
,但他依然认为科学家对于促进文

化共存的作用经常超过人文学者 ,因为科学本身具

有一套跨越国界的通用准则 ,在文化交流中是一个

共同的平台 ,而哲学等则有着各自不同的传统和理

念而极易产生意识形态的冲突
〔9〕
。他为通过科学而

实现文化共存的目标设计的一条重要道路就是“精

神科学” ,其核心是其现代化理论和文化间的学习理

论 。在他看来 ,可以从三个角度理解现代化:权力 、

合作 、缺乏。通过科学家的工作而消除缺乏(贫穷与

苦难),并进一步消解各种不合理的权力结构进而通

过合作的途径达到“世界共和国”
〔10〕

。而文化间的

学习是文化共存的重要方式 ,在赫费看来 ,可能有

“正义的”和“邪恶的”事实存在 ,但在文化上却没有

先进与落后之分 ,各种文化形态既共存于世 ,便有相

互学习的必要。通过这两种角度构建出来的精神科

学就是在文化上造就世界公民的归属 。

2)价值的兼容

科学家作为世界公民 ,其身上承担着协调兼容

不同的价值 、体现价值兼容前景的任务和使命。这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科学家共同体形成的科

学研究准则事实上已经超越了国家和文化的界限 ,

为具有不同价值归属 、不同信仰的成员所接受。这

种价值体系已经成为当代世界最重要的价值体系之

一 。第二 ,科学家通过自己的研究 ,不断拓广研究领

域和广度和深度 ,使研究深入到生活当中去 ,又在当

下不断地创造 、深化 、丰富既有的兼容价值体系 ,并

使这种体系为科学家群体以外的人所接受 ,从而起

到了实现价值兼容的作用。

3)世界性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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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阶段 ,科学家体现其世界公民角色的最主

要方式就是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各种援助活动了 。

在世界各地出现的大灾难面前 ,科学家作为援助者

不但表现出其专业知识 、专业技能上的世界公民角

色 ,而且在价值观 、文化形态上也创造了一种新的 、

具有超越性的 、为最广泛的世界人民所接受的形态 ,

充分体现出科学家的特色 。在赫费看来 ,面对世界

性的问题 ,科学家最大限度地超越了国家公民的身

份 ,在治疗癌症 、艾滋等疾病方面极大地集合了力

量 ,体现了作为人“类”的价值取向 ,在应对气候变化

方面体现得更为明显 。他认为 ,现代化的科技一方

面极大的丰富了人们的经济生活从而造成世界性的

贫富差距使得社会分层更加细致和明显 ,但科学的

本质是要“使世界变平” ,科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对

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 ,比如地球变暖 、地质变化等 ,

这就又使得人们空前团结起来 ,造就大家成为不折

不扣的“世界公民”。

4　影响评价

学界对于年过七旬的哲学家赫费的思想颇有争

议 ,特别是十年前提出的“世界共和国”思想更是引

起轩然大波 。纵观其“科学家的公民身份”所有论

述 ,目的是要给科学与社会-政治之间的纠葛提供

一个独特的分析切入点。其分析的合理性是显而易

见的 ,通过三个层次的解析 ,科学家的个体特性一目

了然 。从此入手 ,科学家的一切行动都可以得到相

应解释 ,比如那句著名的“科学没有国界 ,但科学家

有国家” ,说的无非就是科学家在世界公民与国家公

民两种身份之间作出的选择 。但是 ,辩证地看来 ,赫

费所谓的“作为世界公民的科学家”所提供的内容与

其“世界共和国”的构想一样 ,只是一种愿景 ,类似于

康德所言的“公设” ,吸引着人们不断朝前努力 ,但似

乎永远也无法达到。科学家不但是一个国家的公

民 ,其研究要服务于特定的社会存在 ,同时也是地地

道道的“经济人” ,从现在科学界的现状来看 , “功利

化”“商业化”的指责声此起彼伏 ,这说明科学更多地

还是承担着经济职能 ,因此 ,我们可以看到 ,从科学

家入手 ,通过科学公民理论的构筑 ,赫费提供出的却

是一整套科学-政治的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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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cientist as Citizen
———On O tfried Hoeffe's “ Citizen Scientists” Theor y

ZHANG Hai-yan , GAO Jing-shen
(Li teratu re and Law Ins titute , Changsha Science and T echnology University , Changsha 410012 C hina)

Abstract:From th e social-politi cal view point , Otf ried Hoeffe analysises the cit izen role of scien tis ts and divides it into three dimension:s cien-

t is ts as economic cit izen:w ork , economic fo rm , social ju st ice;scient ist s as nation cit izen:the enlargement of social participation , mul tilayer ne-

got iation , h ornour;scienti st s as cosmopolite:cul tu ral coexist , com pat ible axiology , w orldw ide assis tence.It reveals scienti st s'social obligation

and moralit y as w ell as scient ifi c st rategy of temporary cu ltural p rob lem .

Key words:scienti st;economic ci tiz en;nation ci tizen;cosm opoli 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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