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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技术，分析我国科学技术哲学硕士、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热点问题和前沿领域，探析研究生培养的路向；基

于计量分析结果，对未来我国科学技术哲学硕士、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和研究生的培养提出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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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生培养的历史沿革

我国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生的培养历史可以追溯

到１９５３年北京大学开始招收的首届“自然辩证法”

硕士研究生班。１９６１年中国人民大学招收了１０多

名自然辩证法专业三年制研究生，１９６２年北京大学

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联合招收了三届四年制研

究生共８人［１］。此后，我国的科学技术哲学 研 究 生

培养进入了曲折发展阶段。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以后，

于光远等人开始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招收

自然辩证法硕士研究生，１９８１年教育部正式发文把

自然辩证法课程确定为全国理工农医类研究生的必

修政治理论课。与此同时，多所高校陆续设立自然

辩证法硕士 学 位 点。１９８４年 国 务 院 学 位 委 员 会 批

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首任导师龚育之）和

吉林大学（首任导师舒炜光）设立自然辩证法博士学

位授权点。１９８７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自然辩证

法专业变更为科学技术哲学专业，自此我国科学技

术哲学专业命名被正式确立。２０００年以来，我国科

学技术哲学硕士、博士学位点的建设进入到快速发

展时期。截至２０１０年，全国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具有

博士学位授予权资格的院校有４１所，具有硕士学位

授予权的院校有９７所。

研究生学位论文，是学科基础教育、研究领域和

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具体表现，是本学科研究前沿问

题的具体化，也是学科前沿与学科发展趋势的重要

体现［２］。对我国科学技术哲学专业的研究生学位论

文进行文献计量与可视化知识图谱分析，探测我国

科学技术哲学专业硕士、博士学位研究生培养的路

向，旨在为相关高校本学科高层次研究生培养以及

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提出可操作性的建议。



二、科学技术哲学学位论文研究

主题演进的探测

　　（一）学位论文产出的统计分析

以学科专业名称＝“科学技术哲学”或“科学与

技术哲学”或“科技哲学”或“科学哲学与认知哲学”
为检索条件，在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万方学位

论文数据库、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

障系统（ＣＡＬＩＳ）学位论文中心进行检索，去重后得

到硕士学位论文３６３９篇，博士学位论文６３４篇，文

献分布时间为１９８７年到２０１１年（检索时间为２０１２
月３日）。其中，最早的博士学位论文为吉林大学张

之沧的《科学观新论》，由舒炜光教授指导。１９８９～
１９９５年期间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学位论文数量较少，
硕士学位论文平均每年不足１４篇，博士平均每年不

足３篇。１９９５年之后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开始呈现

缓慢递增趋势。自２００２年开始，我国科学技术哲学

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产出同时呈现出明显的快速增

长趋势。学位论文在各数据库中的具体分布以及年

度分布情况如图１，２所示。
（二）学位论文高频共现关键词的计量

通过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件对文献的关键词进行计量

和可视化分析［３－４］，绘制科学技术哲学硕士、博士学

位论文的关键词共现网络知识图谱（图３、４）。结合

关键词的共现频次、突现率等计量指标对该领域研

究主题进行探测［５］。

图３　我国科学技术哲学硕士学位论文关键词共现网络知识图谱

·４１· 侯剑华等·我国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生培养的路向与启示



图４　我国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关键词共现网络知识图谱

　　对不同 层 次 的 高 频 共 现 关 键 词 进 行 了 比 较 分

析，限于篇幅，表１列出了共现频次前１０的关键词

信息。其中，突现率代表着某一时期内该关键词出

现频次的突然变化的情况，突现率越大，意味着该词

在某一时期学位论文研究中使用次数变化的程度越

明显。
表１　博、硕士学位论文高频共现关键词对比表（前１０项目）

层次 序号 频次 突现率 关键词 层次 序号 频次 突现率 关键词

硕

士

学

位

论

文

１　 １６２ 可持续发展

２　 １５６　 ６．３６ 技术创新

３　 １２１ 对策

４　 １０９　 ４．０２ 技术

５　 ９８ 科学

６　 ６９ 科学技术

７　 ５０ 创新

８　 ４７ 科技创新

９　 ４７ 科学发展观

１０　 ３９　 ５．４７ 循环经济

博

士

学

位

论

文

１　 ３２ 科学哲学

２　 ３１　 ４．２７ 技术创新

３　 ２９　 ３．５６ 技术

４　 ２１　 ４．４４ 技术哲学

５　 １５ 可持续发展

６　 １３ 科学

７　 １２　 ４．０６ 科学技术哲学

８　 １２ 价值

９　 ８ 意义

１０　 ８ 复杂性

　　在硕士 学 位 论 文 的 关 键 词 共 现 网 络 知 识 图 谱

中，“可持续发展”和“技术创新”分别共现１６２次和

１５６次，在３６３９条 数 据 中 共 现 率 达 到 了４．４５％和

４．２８％。这表明在改革开放的快速发展阶 段，技 术

创新是一个关键要素，同时也表明我国在实现经济

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强调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性。“对策”、“技术”、“科学”的贡献频次也分别达到

了１２１次、１０９次和９８次，这表明“技术”、“科学”仍

然是科学技术哲学反思的主要对象，并且能够把理

论研究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科学技术哲学硕士学

位论文研究的主要方向是结合社会现实对“科学”和
“技术”进行反思，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也与我

国学者吴国盛“目前这个学科有两个群体即哲学群

体与 社 会 学 群 体”的 观 点 一 致［６］。此 外，“生 态 文

明”、“技术创新”、“循环经济”、“和谐社会”四个关键

词在近年来的硕士学位论文研究中“突现”的频率较

高。这展现出近年来硕士学位论文研究关注的热点

是以社会层面为主，并且与社会的现实以及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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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政策紧密相连。
在 博 士 学 位 论 文 关 键 词 共 现 网 络 的 知 识 图 谱

中，共现频次较大的节点主要有“科学哲学”、“技术

创新”、“技术”、“技术哲学”、“可持续发展”等，共现

频次最多的“科学哲学”一词的共现频次达３２次，共
现比率达到５％，这 表 明 传 统 科 学 哲 学 的 研 究 在 科

学技术哲学学科的博士学位论文研究中占有重要的

地位。而“技术创新”一词的共现频次也达３１次，共
现比率达４．９％，这 表 明 技 术 哲 学 延 伸 出 的 技 术 创

新相关问题研究也是近年来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主

攻方向之一。“价值”、“意义”、“科学”等关键词也保

持了较高的共现频次，表明了传统科学哲学中的“意
义问题”、“价值问题”仍然是科学技术哲学领域研究

的重要方向。
另一方面，“技术哲学”、“技术创新”、“科学技术

哲学”、“技术”等关键词在近年来的博士学位论文研

究中“突现”，折射出近年来我国科学技术哲学领域

研究前沿的“技术”转向。此外，在选定的阈值下，图

谱中，共有两个关键节点的中 介 中 心 度① 大 于０．１，
“科学哲学（０．１６）”、“科学技术哲学（０．１）”，这也再

次表明了传统的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的研究在科学

技术哲学学科领域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三）学位论文研究主题的聚类分析

对关键词共现网络进行聚类分析，是为了展现

我国科学技术哲学学位论文研究的主体知识结构，
比较分析学位论文研究主题的演进。其中，硕士学

位论文关键词共现网络形成聚类１２１个，博士学位

论文关键词共现网络形成聚类１６１个。聚类数量相

对偏多，反映出我国科学技术哲学学位论文的选题

角度比较广泛。按照聚类大小和研究的相关度，分

别整理出硕士学位论文与博士学位论文前１０项关

键词聚类群组并在图３、图４中进行标示。结合ＴＦ
＊ＩＤＦ算法抽取的标 识 词［３］，分 别 总 结 我 国 科 学 技

术哲学硕士、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关注的热点问题。
从硕士学位论文的研究主题排在前１０位的聚

类为：“可持续发展研究”、“物理学哲学”、“生态哲学

表２　基于聚类结果的科学技术哲学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研究主要主题列表（前５位）

硕士学位论文 博士学位论文

聚类编号 共现频次 主要关键词 关注热点 聚类编号 共现频次 主要关键词 关注热点

１１８　 １５５ 可持续发展

１１８　 １３ 伦理原则

１１８　 １２ 协调发展

１１８　 １１ 指标体系

１１８　 ９ 环境伦理学

可持续

发展研究

５８　 ３２ 科学哲学

５８　 ３ 科学理论

５８　 ２ 科学实践

５８　 １ 尼克勒斯

５８　 １ 实践理性环境危机

传统科学

哲学的研究

８５　 １５０ 技术创新

８５　 １４ 动力机制

８５　 １３ 制度创新

８５　 １２ 知识创新

８５　 ７ 国家创新系统

技术创新的

相关研究

９３　 ４ 政治

９３　 ２１ 技术哲学

９８　 ２ 技术异化

９８　 ２ 技术

９３　 ２ 技术观

传统技术

哲学的研究

７２　 ９６ 科学

７２　 １６ 人文

７２　 ９ 艺术

７２　 ８ 高技术

７２　 ６ 人文环境

科学与

文化研究

７８　 ３２ 技术创新

７８　 ３ 科学技术化

７８　 ２ 模型

７８　 １ 创新文化

７８　 １ 信息过程

科学技术

产业化研究

１１７　 ２３ 合理性

１１７　 １６ 生态环境

１１７　 １４ 环境保护

１１７　 ８ 生态学

１１７　 ６ 技术生态化

生态哲学

研究

９　 １ 健康

９　 １ 艾滋病

９　 ２ 生命伦理学

８　 ２ 伦理学

８　 １ 安乐死

科学技术的

伦理学思考

６０　 ２８ 科学哲学

６０　 １３ 自然主义

６０　 １０ 理论

６０　 ３ 劳丹

１１９　 ６ 后工业社会

传统科学

哲学研究

１６１　 １ 科技与经济

１６１　 ３ 科技与社会

１６１　 ５ 技术进步

１６１　 ３ 技术经济学

１６１　 １ 技术与价值

技术与经济

发展关系的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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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ＳＴＳ研究”、“技术创新研究”、“科学与文化

研究”、“科 学 技 术 产 业 化 研 究”、“科 学 哲 学 研 究”、
“技术哲学研究”、“自然观研究”。这些主题基本体

现了我国发展中的时代特色，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对

社会发展和时事政策从哲学层面进行反思和解读。
不仅使研究生培养能够理论联系实际，也推动了研

究成果实现其社会价值，充分体现了科学技术哲学

作为连接自 然 科 学 与 社 会 科 学 之 间 桥 梁 的 重 要 作

用，实现了科学技术研究的“社会”转向，这也是我国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生培养的新领域。
从博士学位论文关键词共现网络的聚类结果可

以看出，国内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关注的热

点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传统科学哲学的相关

研究；传统技术哲学的研究；企业与企业技术创新的

相关研究；人的全面发展的研究；科学技术的伦理学

思考；心理学与认知科学的研究；可持续发展与生态

环境问题研究；科学技术政策与管理；科技史与科技

思想史的研究等。其中，从关键词共现的时间角度

来看，人的全面发展的研究和科学技术政策与管理

相关问题研究是近年来研究的前沿问题。

三、硕士、博士学位论文研究主题的比较分析

通过对聚类结果和源文献的分析，科学技术哲

学学位论文的研究主题涉及多个角度，学科范围较

广，呈现明显的学科交叉特点。既有传统的科学哲

学、技术哲学等研究，也有基于哲学与社会学的交叉

研究，如科学技术伦理研究中的工程决策的伦理规

约研究［７］，现代基因技术 的 伦 理 学 思 考 等［８］。既 有

延续传统的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的研究，也出现了

顺应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符合我国现代化建设实

践的本土化特色的研究。特别是与管理学领域有着

研究方向的交叠，如技术创新、科学技术管理、科技

政策研究等。整体上的研究主题与我国部分学者对

科学技术哲学学术研究方向的描述基本吻合［９］，但

在具体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中却各自具有

不同的特点，以聚类结果为基础分别对硕士、博士学

位论文的主题进行回溯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从整体的研究方向来看，硕士、博 士 学 位

论文研究主题与传统的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研究的

相关度有较大差异。首先，在与传统的科学哲学和

技术哲学研究密切相关的学位论文中，硕士论文占

１８％左右，博士 论 文 占３４％左 右，后 者 明 显 高 于 前

者。其次，在研究相关度较高的（包括科学学、科学

技术社会学、科学技术史）学位论文中，硕士、博士论

文均占２０％左 右。再 者，在 相 关 度 较 小 的（包 括 可

持续发展，技术创新，科技政策与管理的研究等）学

位论文中，硕士占４０％左右，博 士 占２９％左 右。与

传统的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研究基本无关联的研究

主题（包括管理学、经济学、心理学）在硕士学位论文

中占到２０％左右，在博士学位论文中的比例为７％
左右。这些研究特点均呈现出逐年稳定的趋势［１０］。
相对而言，硕士学位论文研究主题整体上更为多元

化，而博士学位论文研究中的传统科学技术哲学研

究主题则占有优势地位。
第二，从硕士学位论文到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

主题呈现出由关注社会实践层面到关注理论层面的

过渡，“哲学味”越来越浓。通过对学位论文研究主

题和内容的对比分析可以发现，硕士学位论文的研

究更偏向社会实践层面，理论上的创新较少。硕士

学位论文中“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等关键词的共

现频次相对较少，传统的科学和技术哲学研究主题

不足，并且在哲学层面的分析也较少，这与我国科学

技术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整体上的哲学基础相对薄

弱有直接的关系。硕士研究生培养方式是“严进宽

出”。大部分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生本科教育阶段哲

学基础较弱，研究生期间开设的哲学基础课程相对

较少，很多院校第三学期就开始选题着手做毕业论

文，这些因素都导致学生在选题与写作过程中“哲学

味”缺失。而从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主题来看，基于

哲学基础（理 论 基 础）选 题 的 比 例 明 显 高 于 硕 士 论

文，且理论创新度较高。在博士研究阶段，伴随着理

论研究的深入，学科特点的回归也较为明显。
第三，学位论文的研究呈现出明显的马太效应，

较好地体现出了学科继承与知识流动的特征。结合

学位论文研究主题，并通过对硕士、博士研究生培养

单位的考察，发现学位论文研究主题的马太效应明

显，其中博士学位论文的程度明显高于硕士学位论

文。如东北大学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多从技术视

角出发，围绕“技术”一词开展“技术哲学”、“技术政

策”、“技术创新”等相关研究，而关于“科学哲学”的

研究则相对较少。以东北大学２００６年的２１篇博士

毕业论文为例，这２１篇论文全部是围绕“技术”进行

研究的。论文题目中出现“技术”二字的就有１１篇。
同年的４１篇硕士学位论文中，围绕“技术”进行学位

论文写作的有３４篇。而吉林大学的学位论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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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多集中在“认知哲学”、“语言哲学”等科学哲学

领域，对技术哲学的研究却很少。为探讨造成这种

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我们进一步挖掘了学校的课程

设置、研究生导师的研究方向并对研究生本人进行

了实际调研，进一步证实了在我国科学技术哲学学

位论文研究中存在明显的基于机构、研究队伍和指

导教师等研究传统的马太效应现象。

四、我国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生培养的建议

科学技术哲学专业的研究生教育在我国的发展

历程已经超过３０年。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建设得到

了快速发展，研究不断向纵深拓展，研究方向也迅速

呈现多元化。从对１９８７～２０１１年间的科学 技 术 哲

学学位论文 进 行 的 文 献 计 量 与 信 息 可 视 化 分 析 来

看，这些学位论文较好地反映了科学技术哲学领域

的研究前沿和知识基础的演进，推动了学科研究的

深度和多元化趋势，对科学技术哲学学科的发展产

生了基础性的促进作用。特别是，高层次的博士学

位论文代表未来我国科学技术哲学学科研究的前沿

领域和热点方向，可以与国际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

进行交流“对 话”。如 大 连 理 工 大 学 王 国 豫 博 士 的

《技术伦理学的理论建构研究［１１］和复旦大学郭燕博

士的《思想与语言的自然化》［１２］。与此同时，在对学

位论文的阅读和研究主题的分析过程中我们也发现

了一些问题，如选题专业性有待提高，研究方法较为

单一等。针 对 我 国 科 学 技 术 哲 学 研 究 生 的 培 养 现

状，对未来该学科研究生培养提出以下建议：
（一）推进学位论文的数据库建设

在学位论文的收集过程中，我们发现包括部分

高校图书馆在内的大部分数据库中，收集的学位论

文数量与实际学位论文数有较大差异，收录比例偏

低。以ＣＡＬＩＳ学位论文数据库为例，其收录科学技

术哲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９７篇（检索时间２０１２．３），笔

者整理的实际数据为６３４篇（笔者的数据仍然不能

完全包括全部的学位论文），其收录比例仅占笔者收

集数据的４６．８％，其收录的硕士学位论文也仅占到

笔者整理数 据 的６８．４％。科 学 技 术 哲 学 学 位 论 文

数据库系统全面的电子化和信息化建设工作仍需进

一步加强。另一方面，从数据的收集过程来看，我们

通过多种方 法 并 用，才 确 立 了 最 后 的 数 据 检 索 式。
影响数据检索式的主要问题是学位论文隶属的学科

名称较为混乱，有“科学技术哲学”、“科学与技术哲

学”、“科技哲学”、“科学哲学与认知哲学”等多种称

谓。这种称谓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学位论文数

据库的标准化建设，以及学科的规范化发展进程。
（二）促进论文选题的专业性

随着研究生教育的快速发展，学科体系的精细

化成为学科建设的必然趋势。科学技术哲学自诞生

以来就成为了一个“大口袋”式的学科，其研究内容

的多样性尤为明显。以博士学位论文为例，在分析

的６３４篇博士学位论文中，大部分论文都与科学技

术哲学传统有较高的相关性，但也有部分论文出现

了与社会学、心理学、技术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交叉

过于严重的现象，“哲学”意味严重缺失，甚至偏离了

学科主题。学位论文作为体现学科研究特点、获得学

位的必要条件，选题应当更加符合本学科的主题与特

色。增强选题的专业性应该成为未来我国科学技术

哲学硕士、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重要环节。因此，指
导教师在指导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的过程中，既要突

出选题的新颖性，又要提升选题的专业性。
（三）增加哲学基础在研究生课程中的设置

科 学 技 术 哲 学 方 向 的 研 究 生 应 该 具 有 三 大 基

础，即自然科学基础、哲学基础、科学史与科学哲学

专业基础［１３］。调研发现，在培养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生的院校和科研机构中，绝大多数学校在研究生课

程设置中缺 少 哲 学 史、西 方 哲 学 等 哲 学 基 础 课 程。
从学位论文的选题与研究内容来看，科学技术哲学

研究生的跨学科招生如招收理工科背景的学生在自

然科学基础、科学史基础方面相对较好，但与哲学相

关的专业基础则相对较弱。一个哲学专业的硕士研

究生没有良好的哲学基础何以能够在哲学方面写出

高水平的文章，又何以能够在今后的科研过程中做

出突出的成就。因此，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生培养及

学术研究应该加强哲学基础教育，强化研究生的哲

学素养；基础好再结合自身学科背景优势，其反思问

题的 视 角 和 研 究 问 题 的 思 路 就 会 更 具 有 哲 学 的

深度。
（四）促进优势研究领域的均衡发展

科学研究和发展中的马太效应出现的根本原因

是科学知识 自 身 发 展 中 的 逻 辑 必 然 性［１４］。马 太 效

应的出现一方面可以促使研究方向的聚集，促进优

势研究成果的累积，形成良好的学科和知识基础保

障，促进优势学科方向的研究生培养。另一方面，由
于培养单位 在 某 些 研 究 方 向 上 具 有 明 显 的 研 究 优

势，在研究生的课程设置和培养中往往会偏向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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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从而直接影响研究生的选题与研究方向，这同

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研究生的全面发展。因

此，在研究生的培养上，具有优势学科（研究方向）的
培养单位应注重研究生课程设计的合理性，既要保

持学科传统与具体研究方向的优势，还应兼顾其他

研究方向，促进研究生的全面发展。
（五）提高博士研究生的培养数量和质量

对研究生学位论文的统计分析和对相关的学位

授权点的调查发现，我国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博士研

究生的招生单位较少，且招生数量有限。科学技术

哲学与其他学科相比缺少了本科教育的专业设置，
仅仅通过３年的硕士研究生学习很难达到专业知识

的融会贯通，硕士学位论文研究主题缺少哲学基础

理论也证明了这一点。加大博士研究生的培养数量

势在必行，学校在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中应关注硕士、
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异同，促进硕士向博士研究生的

顺利过渡。同时，拥有博士学位授权点的单位应尝

试改革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生的培养模式，增加博士

研究生的数量，积极推动硕博一体化教育，固化长学

制、深培养的博士培养路径。

注释：

① 中介中心度的指标通常反映关键词在网络中的" 中介" 作用，一般是连接网络中不同群组的关键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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