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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一、问题的提出：自然辩证法中国化

及其跃迁何以可能

（一）党的领导为自然辩证法中国化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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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为自然辩证法

中国化提供了理论基础

　　

（三）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为自然辩证

法中国化提供了现实条件

　　

（四）我国丰富的科技人才资源为自然辩证

法中国化提供了人才支撑

　　

二、理论逻辑的确证性：自然辩证法

的一阶跃迁

（一）自然辩证法中国化辩证吸收了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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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然辩证法中国化扬弃借鉴了西方科

学技术哲学

　　

（三）自然辩证法中国化是对恩格斯自然辩

证法的理论发展与体系构建

　　

（四）自然辩证法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实践逻辑的决断性：自然辩证法

的二阶跃迁

（一）中国化自然辩证法为我国自然科学领

域发展提供指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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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化自然辩证法为我国人文社会科

学领域对外交流提供理论桥梁

　　

（三）中国化自然辩证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建设实践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

　　

（四）中国化自然辩证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提供具有新世界主义特征的科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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