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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0月29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研究中心与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共同举办的《当代科学、技

术与社会（STS）前沿——技术的社会形成》（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出版）（以下简称《技术的社会形成》）一书首

发座谈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来自北京学术界和出版界的2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该座谈会。 

《技术的社会形成》是一本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科学、技术和社会（STS）研究中心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英国爱丁堡大学

于2002年9月所举办的“中-欧科学、技术与社会（STS）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该书由汝信担当顾问，殷登详、英国学者威

廉姆斯和沈小白担任主编，并历经两载编辑而成。该研讨会会聚了当今世界各国从事STS研究的许多著名学者，从多领域对STS进

行了研究和探讨。STS（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是一门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规律及其应用，并涉及诸多

学科和领域的综合性新兴学科。本论文集的出版，就是STS的一个标志性成果。 

《技术的社会形成》一书对提交给会议的论文做了仔细的筛选和编辑加工，最后由35篇论文汇集而成。该书按照STS研究的理

路和所提交论文的各自不同的内容，从五个方面进行了编辑加工和整理。第一部分“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概述了STS的起源、

内容、方法、争论和发展趋势，并对当代科技革命的本质和特点等问题进行了具体的STS分析。第二部分“爱丁堡学派：技术的社

会形成（SST）理论”则汇聚了当今欧洲最前沿的学者SST理论研究的成果，它构成了该书中非常重要的一章。它对于国内学者具

体深入地了解当今西方爱丁堡学派的理论、观点、方法和历史渊源，以及科技政策与管理等方面的应用性问题，都具有重要的参考

价值。第三部分“社会的科学技术研究”论述了高科技对现代社会、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深刻影响；第四部分“科学技术

的社会研究”则主要探讨了社会对技术影响及其建构等问题；文集的最后一部分则是对当代德国特殊的STS研究做了概览性评述。 

综观本文集的基本内容及其构成，与会的专家学者明确地指出，该文集绝不仅仅是一本普通的会议论文集，而是一本带有深厚

学术功底的学术著作。文集中所包括的内容之多、论题所涉及的范围之广，有关问题所论述之深，绝不逊于一般的学术专著。在时

下崇尚专著而贬抑论文集的今天，该书作为一本内容扎实，学术性强，编校质量好的学术文集得以出版，既是对书稿撰写者和编撰

者的某种褒奖或肯定，也是对出版社敏锐的学术眼光的首肯和赞许。一方面，该文集体现了鲜明的时代感，是从STS在新世纪所面

临的机遇与挑战这一时代高度，从理论和实践层次上对STS进行探索的一个重要成果。另一方面，该文集又是多元文化碰撞和融合

的结晶，它既包括当今最著名的，具有分析和实证传统的爱丁堡学派在SST领域的研究成果，也不乏具有浓厚思辨色彩德国哲学对

技术的哲学反思；同时又收录了国内学者在该领域的最新的研究成果。因此，可以说，该书集时代感、前沿性和学术性等诸多特征

于一身，是从事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经济学、科技政策和管理等领域的学者和研究人员需要认真研读的一本重要著作，是一本

高质量的学术论文的集合。我们期待今后有更多这样的学术文集的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