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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和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共同努力下，凝聚着中国科学院新老科学家、研究生
导师们多年心血和汗水的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材面世了。
这套教材的出版，将对丰富我院研究生教育资源、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培养更多高素质的科技人才
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作为科技国家队，中国科学院肩负着面向国家战略需求，面向世界科学前沿，为国家作出基础性
、战略性和前瞻性的重大科技创新贡献和培养高级科技人才的使命。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教育不
仅要为我院知识创新工程提供人力资源保障，还担负着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为创新型
国家建设培养一大批高素质人才的重要使命。
　　集成中国科学院的教学资源、科技资源和智力资源，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坚持教育与科研紧密结
合的“两段式”培养模式，在突出科学教育和创新能力培养的同时，重视全面素质教育，倡导文理交
融、理工结合，培养的研究生具有宽厚扎实的基础知识、敏锐的科学探索意识、活跃的思维和唯实、
求真、协力、创新的良好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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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科学社会学是关于科学领域社会行动因果联系的社会学分支学科，也是处于社会学、科学技术哲学、
科学技术史、公共政策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交叉学科。
其内容涉及科学的社会建制及其规范、基本形式、组织体系和分层结构，以及科学社会建制与经济、
军事、宗教等其他社会建制和科学认知组织的关系。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逐步形成了科学建制社会学与科学知识社会学。
本书系统讲解了科学建制社会学主流学派——默顿学派的研究方法与基本理论，兼顾介绍了贝尔纳等
其他流派学者的代表性观点，概括介绍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发展概况与主要理沦。
在科学技术广泛渗透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今天，研究和了解科学技术的社会运行是必要的，因此，
许多高校都开发了科学社会学通识课程。
作为一部系统讲解科学社会学研究方法与理论基础的教材，本书满足了这一课程的需要．同时，还可
作为科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史和科技管理专业的基础课程教材，并可为广大科技管理者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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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尚智丛，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科学技术哲学博士，研究方向是科学的社会研究，博士
论文题目《明末清初（1582-1687）的格物穷理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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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世纪之交，人类社会跨入知识经济时代。
科学技术成为社会进步的基本动力，其作用也日显突出。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科学技术发展及其社会作用，政府也将科技事业作为公共管理的重要领域。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材·科学社会学：方法与理论基础》历经五年，断断续续，终能集腋成裘。
书中同时也收录了编者的一此研究成果。
这此成果涉及16—18世纪我国科学发展以及当代我国科技人才成长规律等问题的研究，作为具体案例
，从一定角度反映了我国科学的社会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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