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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科技视域下马克思主义正义论发展探讨

王治东所著的《资本逻辑视域下的技术正义研究》(人民出版社)是一本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的专项论
著。作者在本书中详细分析了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的概念和内涵，从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的起源、诞生和发展进行
研究，探究了资本逻辑和技术正义的关系、分析了不同形式正义的实现路径和作用机制、总结了不同视域下“正义”的
概念和内核差异，最后作者立足现代、展望未来，对技术正义的未来发展进行了分析和构想。总的来说，本书较为系
统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正义”的概念、内涵和实现机制，对当前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最热门的“技术正
义”进行了系统性研究，对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完善和技术正义的实现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参考。

“正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社会科学研究者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的技术正义进行了研究，其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技术正义和法律正义相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共产主义是社
会发展的终极阶段，在这个阶段正义的实现完全依赖于“自觉”，然而法律正义则强调外部强制力量，因此很多学者
认为马克思主义中的技术正义是“反司法”的概念。这种解释引起了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者的不满，因此在国际
社会上掀起了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技术正义研究热潮，形成了诸多理论研究成果。现阶段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马克
思主义理论技术正义理论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需求和基本条件，社会秩序的实现需要一种正义观念，共产主义的自
我实现价值和共产主义目标的实现必然要有内在的技术正义做支撑”，因此从理论层面来说马克思主义正义并非
“反司法”，而是对技术正义的实现有着更高层次的要求，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正义概念。

“正义”是一个很宏观的概念，我们很难定义正义的具体概念。正义可以是实体的也可以是形式的，也可能同
时包含实体正义和形式正义，在不同环境下、不同视域下正义的定位并不一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在哪种理
论中或哪种视域下“正义”最基本的“秩序”原则都发挥着作用，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技术正义的根本内涵。
真正的技术正义并非是一种具体的措施或者行为，而是一种基于价值诉求的内在追求，其是当今社会运行秩序的
总和。根据本书中内容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马克思主义传人我国后其理论中的技术正义内涵就在潜移默化
中发挥着作用，我国的法律制度、职业道德、社会规范、道德标准等均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正义”观念的影响，
其中很多观念直接促进了我国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也有很多观念直接推动了我国科教文卫事业的有序发展，这
些都是马克思主义正义论在我国的发展和实践。我们可能并不能准确把握正义的概念和内涵，但是技术正义总在
潜移默化中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比如新闻媒体的基本素养就是一种正义的体现，助人为乐的精神也是正义的体现，
甚至于听父母的话、孝顺父母都是正义的表现。就像“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秤”这句话一样，正义虽然无须言表，但
总是践行在实践中。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正义的诉求和追寻有着更深层次的价值与意义，我们要坚
守正义、遵循正义、追寻正义、诉求正义，保障正义在社会发展中的运行和稳定实现。为此，我们要妥善处理以下问
题：1、当前发展和未来发展的协调问题，不仅保证当前的发展秩序还要注意未来的发展秩序，确保发展正义的有效
实现。2、人工智能和智能人工的均衡发展，妥善发挥人工智能在生产和发展中的便利性，也要发挥好智能人工在
社会运行中的基础功能，不要抵制人工智能的发展，也不要让人工智能取代智能人工，发挥两者的优势，使之均成
为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动力因素。3、处理好当前建设和未来建设的空间正义问题，妥善规划和落实城市建设任务，
构建更加美好的城市天际线，实现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精神文明、物质文明的协调发展。

马克思主义正义论自马克思主义传人我国后一直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我国社会风貌，我们不言语正义并不意味
着我们没有追求正义，无论在什么时候正义诉求总是存在。该书系统研究了马克思主义正义论传人我国后的应用与
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成果之一，因此值得马克思主义学者、社会科学研究者阅读和学习，对其研究具有较高
的启发和参考价值。本文得到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马克思与正义论(编号KYLXl5_0222)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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