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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3.1.工程价值及其特点

3.2 工程所服务的对象及可及性

3.3 工程实践中的攸关方与社会成本承担



引导案例：南水北调工程

水源地与受水地区之间的利益矛盾与协调！



3.1.工程价值及其特点

“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
——列宁

3.1.1 工程的价值导向性

u工程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国家竞
争实力的根本。
u从宏观上讲，对人类而言工程具有巨大的正面
价值。任何否定或者轻视工程这种积极作用和正
面价值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u从微观上讲，工程活动是人们自觉主动地变革
自然的实践活动，具有强烈的价值导向(“两弹一
星”工程，三峡工程，载人航天工程)。



3.1.1 工程的价值导向性

u 由工程的目标价值导向性，引出一个重要的伦理
问题：工程为什么人服务，为什么目的服务？

u 改革开放之前，主要强调政治标准，强调“为人
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u 当今形势下，工程活动的价值导向性问题，特别
是从社会伦理的角度思考工程活动的目的，确保
工程符合公平公正等基本伦理原则，非常重要。



3.1.2 工程价值的多元性

u 工程可以服务于多个方面的目的，就是说工程不
仅具有经济价值，也有科学、政治、社会、文化
、生态等多方面的价值。

u 有人对这些价值视而不见，批判工程价值的狭隘
性和单向度，这是没有道理的。



3.1.2 工程价值的多元性

1.工程的科学价值
工程制造的科学仪器、设备、基础设施，是现

代科学研究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



3.1.2 工程价值的多元性

2.工程的政治价值
u1980年，温纳提出摩西低桥案例，指出该天桥暗
含着纽约城市规划者摩西的政治意图——限制公共
汽车通过该桥，制约穷人和黑人使用琼斯海滩。这
一技术产品政治性的新理解加深了对技术中立性的
质疑，如技术工具性是否意味着工具无价值载荷，
“技术双刃剑”是否意味着技术中立性。另一方面
，过去30年围绕着摩西低桥的解释发展出了生态版
本、交通法规版本、汽车时代的先见之明等多版本
，折射出技术与社会多元的复杂关系。
u极端表现是其军事价值



3.1.2 工程价值的多元性

3.工程的社会价值
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其成果的工程化、产业化，改
善了人们的生活，提高了生活质量。



3.1.2 工程价值的多元性

3.工程的社会价值

“普遍接入”（universal access）、“普遍服务
”等理念，实际上不限于电信服务业，也适用于其
他的工程产品和服务。这是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共享发展等新理念的题中应有之义。
注意：工程的社会价值并不是只有正向的、积极的
一面，而是具有正负双面性。例如：创造新产业新
富翁，但也砸了就职业的饭碗，原来产业的工人沦
为失业下岗。



3.1.2 工程价值的多元性

4.工程的文化价值
为文化事业提供基础设施、物质装备和技术

手段；工业遗产、世界文化遗产（国家大剧院，
长城）



3.1.2 工程价值的多元性

4.工程的文化价值

工程实践及其职业所内涵的造福人类、不断
创新、追求质量和效率（精益求精）、团队合作
、务实精准等工程精神，是工程内在的思维方式
、行事方式及行为规范，对社会及其他亚文化具
有积极的影响作用，这本身就属于文化范畴，具
有文化价值属性。
（缺乏“工匠精神”，怎能成为制造强国？）



3.1.2 工程价值的多元性

5.工程的生态价值：环境工程

三北防护林体系，地球照片（戈尔）



3.1.2 工程价值的多元性



3.1.2 工程价值的多元性

工程的不同价值源于工程的内在特点（也可称为
内在价值）：
u工程可以为我们提供用于实现各种目的的工具
、手段、措施、方法及途径，它创造更多的可能
性，提高行动的效率。
u一般属于非道德（amoral）性质，决定了工程
的最终价值取决于工程应用于什么目的，即工程
的实际价值取决于社会的要求和社会环境。这是
工程具有好的和坏的（“双刃剑”）双重效应的
重要根源。



3.1.2 工程价值的多元性

u人们所批评的工程的负面作用和价值，实际上
大部分是由人们利用工程的方向和方式不当造成
的，责任主要在于我们人类社会，而非工程本身
的过错。
u我们应当把工程应用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社
会的和谐以及人与自然的协调，而不仅仅是少部
分人的狭隘的短期的物质利益，更不应当用于为
害作恶。



3.1.3 工程价值的综合性

u 一项工程一般都包含着多种价值。
u 在这些不同价值之间做出权衡取舍和协调优化

。应当避免和防止极端地追求某一方面价值，
而牺牲其他方面的价值。（tunnel vision；偏
执于量化）

u 由于工程的上述价值特点，工程能力、工程职
业、工程实践、工程成果，是一个人、一个企
业、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宝贵资源和财富。
如何分配和使用这种力量和资源——是造福于
大多数民众，还是为少数人服务？是关涉公正
的社会伦理问题。



3.1.3 工程价值的综合性

我们实验室输出的产品，一面倒成
为有钱人的玩具，很少顾及穷人的基本
需要。我们坐视政府和大学的实验室，
成为中产阶级的福利措施，同时利用我
们的发明所制造的科技产物，又夺走了
穷人的工作。我们变成了受教育、拥有
电脑的富人与没有电脑、贫穷的文盲之
间鸿沟日益扩大的帮凶。我们扶植成立
了一个后工业化社会，没有给失业的青
年合法的谋生凭借。我们协助贫富不均
由国家规模扩大到国际规模，因为科技
扩散到全球后，弱势国家嗷嗷待哺，强
势国家愈来愈富。

——戴森《宇宙波澜》



3.2 工程所服务的对象与可及性

u 工程所带来的利益和好处如何分配？这无疑属
于社会伦理问题、尤其是公平公正问题。

这里，我们主要探讨追求经济价值的经济领
域的工程：

u 宏观层面：工程活动在行业、地区、企业、项
目之间的分布情况。

u 微观层面：企业内工程项目的活动情况。

本章主要就微观层面的企业的工程项目来做
些探讨



3.2.1 目标人群：预期的受益者

u 工程活动是一个项目一个项目进行的，项目是
工程活动的基本单元，工程项目将资金、技术
、人力、材料等资源聚集于特定时空点，只能
服务于特定的人群，而不会是所有人。顾客是
上帝？并非所有的顾客都是上帝，企业不会一
视同仁。

u 在市场经济中，企业的产品开发和生产，是瞄
准目标市场、瞄准目标人群的。这些目标顾客
群主要是以其收入情况为依据来划分的：首要
关注对象、次要目标和辐射人群这种依收入、
购买力等经济特征以及性别、种族、年龄、地
域等特征的不同而对人群做出区别对待，是否
涉嫌歧视？



3.2.1 目标人群：预期的受益者

u 市场经济下，工程受益人群的确定，一般是由
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控，通过产品价
格配置资源，实际上是按照购买能力为标准来
确定谁能享受工程产品和服务。这就有把没有
购买力的贫困者排除在外的可能性。“排除”
（或忽略），有别于“歧视”（
discrimination）。但无论如何，这种现象不
符合“共享发展”理念。



3.2.2 可及与普惠：以产品价格为例

u 工程产品（或服务）是联系工程与社会（消费
者）的重要纽带，其价格直接反映着工程主体
（即企业）与工程用户（即消费者）之间的利
益关系。

u 价格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因素，它还内涵着
强烈的社会伦理意蕴。

工程
主体

工程
用户

工程产品（服务）



3.2.2 可及与普惠：以产品价格为例

事例

u一些廉价的“救命药”（如“放线菌素D”）大
面积断供，就是因为“药价太低”。
u一般产品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产品价格过高，会
使得普通大众难以分享工程的成果和好处。
（为了买“苹果”手机有人甚至出卖自己的肾脏，
大城市的高房价，令年轻人望房兴叹或者沦为“房
奴”。）



3.2.2 可及与普惠：以产品价格为例

不断推进科学技术进步，努力降低产品价格，
是社会对工程师的一项期望，也应当是工程师
不懈的追求。



3.2.2 可及与普惠：以产品价格为例

影响工程产品和服务的可及性和普惠性的，除了价
格因素外，还有潜在用户的知识和技能水平，特别
是在高新技术产品情况下。

——打车软件，老年人打不到出租车

——QQ通知80岁老人领补贴

社会期望工程师能够为降低使用工程产品的知识技
能门槛，或者提高公众的科学技术素质尽责。



3.2.2 可及与普惠：以产品价格为例

除了工程服务的“不及”外，也存在“过”的
情形（过度医疗）

在北京中关村广场有一个价值80万的
防弹公厕。该厕所为美国9·11事件后
的产物，是作为反恐措施一部分所生
产的系列公共安全产品，全重15吨，
普通的TNT炸药即使在内部引爆，也
不威胁外部物体安全。

公厕建在太平北路边上，珍珠河
畔浮桥附近。中关村“洋公厕”门口的
使用说明用英文、法文写成。市民一
度因不懂外语不敢进。



3.2.2 可及与普惠：以产品价格为例

“过”的表现

——各种建筑设计（仿白宫、天安门等）

——奢侈品

针对当前一些城市存在的建筑贪大、媚洋
、求怪，特色缺失和文化传承堪忧等现状，《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
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建筑八字方针“适
用、经济、绿色、美观”，防止片面追求建筑
外观形象，强化公共建筑和超限高层建筑设计
管理。



3.2.2 可及与普惠：以产品价格为例

u 企业瞄准目标人群开展工程活动，把目标人
群之外的人群排除在工程恩泽之外，而工程
产品的价格具体扮演了“门槛”的作用。

u 此外，工程中还存在这样一类涉及公平公正
的伦理问题，它们不是工程项目发起方主观
故意造成的，但是问题的影响范围非常广泛
，涉及人数众多，性质也很严重。



3.3.1 邻避效应

近些年来，我国各地陆续发生了多起因建设项
目选址而引发的社会群体事件。

——2007年厦门PX（对二甲苯）化工项目

——2009年广州番禺区生活垃圾焚烧厂选址

——2011年北京海淀西二旗餐厨垃圾相对集中
资源化处理站项目

——2012年宁波镇海PX项目……（16年8月连云
港核废料处理）

3.3工程实践中的攸关方与社会成本承担



3.3.1 邻避效应

u “邻避设施”是指能使大多数人获益，但对
邻近居民的生活环境与生命财产以及资产价
值带来负面影响的“危险设施”，如垃圾场
、变电站、殡仪馆、炼油厂、精神病院等。

u 对于这类设施的公益性、重要性以及建设的
必要性，当地居民一般是认可的，但是由于
他们承受其实实在在的或者潜在的危害，所
以他们的态度是：这些项目确实应该建设，
但“不要建在我家后院（NIMBY）。



3.3.1 邻避效应

u 邻避行为突出地反映了工程项目建设的利益
—损害承担不公正问题：设计时预期的公共
效益为广大人群享受，但项目周围居民蒙受
危害或者担心受到危害，即大众与周围居民
之间出现利益—损失分配上的不平衡。

u 公平性问题，即“大家受益，为什么受损者
偏偏是我？”一直是邻避冲突中抗争居民要
求的焦点。

u 一般工程项目以及工程产品的使用，也存在
邻避效应。



3.3.1 邻避效应

我国邻避行为的特点：

u主要围绕公共基础设施，工业建设项目（例如化工
项目）；

u邻避事件发生的原因很复杂，不一定是现实的危害
，而是居民对危害的心理担忧和风险感知；

u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发展、居民权利
意识、风险意识以及环保意识的增强，邻避冲突的发
生数量预计将呈上升趋势。



3.3.2 工程活动的社会成本

随着工程活动的作用尤其是副作用效应的不断累
积和增强，引起了媒体、公益组织、政府部门以及社
会公众的反应，在经济学中开始关注经济行为的外部
性问题，社会成本/代价的理念得以确立；在企业管
理中提出企业社会责任和利益相关者思想。



3.3.2 工程活动的社会成本

u 建设工程的社会成本，是指除却项目建造成
本之外，由于建设项目对社会环境造成的负
面影响而产生的成本。

u 社会成本是由于实施建设项目而造成的，但
又不能归入参与项目的合同方的直接或间接
成本之中。

u 在工程全寿命周期，都可能对社会造成不利
的影响，发生社会成本。



3.3.2 工程活动的社会成本

“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
，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
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
，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
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
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
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
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

从公平角度对工程的收益和损害进行分析，能够明确科
技的利益和副作用。

具体落到什么人头上，从而能够识别出改变分配不公的
动力。

马克思对科技负面作用的论述



3.3.3 （利益）攸关方
近些年来，企业管理领域扩展关注的视域：由过

去只强调对股东负责，逐渐把利益相关者也纳入管理
关注的视野。

“利益相关者”可界定为：那些在企业中进行了
一定专用性投资，并承担了一定风险的个体和群体，
其活动能够影响企业目标的实现，或者受到企业实现
目标过程的影响。

这一概念对理解工程的影响尤其负面影响以及利
益—损害的公平分配问题很有启发。

但企业管理领域的利益相关者概念存在不足。



3.3.3 （利益）攸关方

工程伦理的关注点恰恰在于目标人群之外的
第三方可能受到工程及其结果影响尤其负面影响
的情况。在这里，“利益相关者”的更为确切的
含义是“承受者”，更强调“无辜者”、“局外
人”、“第三方”被动地蒙受损害、承担风险的
意味。



3.4 公正原则在工程的实现

u所谓公正或公平，又称为正义，原意指“应得的赏
罚”。 公正最基本的概念就是每个人都应获得其
应得的权益，对平等的事物平等对待，不平等的事
物区别对待。

四种类型的公正：

——补偿公正

——惩罚公正

——分配公正

——程序公正



3.4.1 基本公正原则

u工程领域里基本的分配公正主要是指，工程活
动不应该危及个体与特定人群的基本的生存与
发展的需要；

u不同的利益集团和个体应该合理地分担工程活
动所涉及的成本、风险与效益；

u对于因工程活动而处于相对不利地位的个人与
人群，社会应给予适当的帮助和补偿。



3.4.1 基本公正原则

特点：以处于社会不利地位的人为出发点提出来的。

2004年在上海召开的第二届世界工程师大会通过
的《上海宣言》明确指出：“众所周知，在消除贫穷
、持续发展、实现联合国制定的《千年发展目标》的
事业中，工程承担着重要的责任。”



3.4.2 利益补偿：原则与机制

u在不同利益与价值追求的个人与团体间的对话的基础
上，达成有普遍约束力的分配与补偿原则。

u在工程项目过程中需要建立和完善以下几方面机制：

1. 进行项目社会评价。

2. 针对事前无法准确预测项目的全部后果，以及前期
未加考量的公正问题，应引入后评估机制。

3. 针对仅瞄准目标人群的局限，扩大关注的视域，开
展利益相关者分析。



3.4.2 利益补偿：原则与机制

由于项目建设、实施与运营，对社会经济、自然资源利
用、自然与生态环境、社会环境等方面的社会效益与影响分
析，它与项目的经济评价、环境评价一样可以用一系列指标
来衡量，除了可持续性指标外，主要涉及的是社会公平指标
，具体包括利益相关者收入提高程度及差异程度、基尼系数
、恩格尔系数、公众参与度、就业率、社会保障率、民族、
性别公平程度、贫困人口数等。

将社会评价作为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评价
（social assessment）



3.4.2 利益补偿：原则与机制

在项目已经完成并运行一段时间后，对项目的目
的、执行过程、效益、作用和影响进行系统的、客观
的分析和总结的一种技术经济活动。

需要强调，后评价还应该注意在项目决策时未曾
预料到的、没有纳入考虑范围的影响后果（即外部性
），例如对社会第三方的不利影响等。

项目后评估
（post project evaluation）



3.4.2 利益补偿：原则与机制

主要包括：

——根据项目单位的要求与项目的主要目标，确定项目
的主要利益相关者；

——明确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所在以及与项目的关系；

——分析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分析利益相关者参与项目实施的各种可能方式等。

利益相关者分析



3.4.3 利益协调机制：公众参与

首先，保证公众的知情权，做到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

其次，为保证程序公正，吸收攸关方参加到工程的决
策、建设、运营之中，实现共治和良治。



工程实践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工程活动是价值导向很强的一种实践活动，
可以应用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科学、生
态等诸多领域，发挥相应的价值。

只看到工程具有经济价值，而看不到工程在
经济之外的其他方面也具有重大价值，以及认为
工程在改造自然方面只会造成环境的破坏，只有
负面价值，这些观点，都是错误的。

小结



1. 京津冀城市规划改革涉及哪些工程伦理问题？

2. 一校多区建设涉及哪些工程伦理问题？

思考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