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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第三波的目标:恢复对专家(内行)的信任

在第三波中 , 科林斯试图在改变传统关于科学

能够提供真理这一看法的基础上 ,重新恢复公众对

专家的信任:尽管我们不能再完全信任科学 ,但这

并非是要求我们怀疑内行 !专家的建议 ,那些 /明白

自己在说什么 0的人 , 尽管专家的判断有可能会是

错误的 "科林斯认为 , SSK 的贡献在于 /我们为什么

不能够相信科学家具有发现绝对真理的特殊能

力 0, 而第三波所要回答的问题是 : /如果科学家和

技术专家不再拥有通向真理的特殊能力 , 为什么他

们的建议仍然具有特殊价值? 0 阁

2.第三波所要解决的问题 : /延伸问题 (pro b >em

of e州比ns ion ) 0

科林斯认为 , 尽管在过去几十年中社会建构论

已经解决T /合法性问题 (problem "f legitima--

cy) 0, 即它展示了诸如利益等因素进人科学知识生

产过程的合法机制 ,科学共同体成员并不具有相对

于普通公众的认识论优势 , 因此后者可以参与到公

共技术决策过程中去 "但是 ,它却没有解决 /延伸间

题 0, /延伸问题 0是指 /我们如何 !何时 !为什么限制

技术决定过程中的参与 0, 川或是说技术决策形成过

程中的 -参与 .范围 !参与限度是什么? 科林斯认为 ,

第二波过于强化民主概念 ! 使技术决策过程中的

,.( 公众)参与 0无限扩大化 ,使得社会科学家丧失了

在 /专家 0及 /非专家 0之间进行明确区分的能力 "

3. STS第三波理论与前两 /波 0之间的划界

第三波与第二波之间的关系: 第三波强调科学

文化的专业性及内行性品质 ,这与第二波完全弱化

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做法不同 ,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第三波退回到了第一波之中 ,它依然强调政治权力

在技术共识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 /第二波依然如此

前一样发挥着强有力的作用 0; 1, 2第三波与第一波之

间的关系:在实践层面 , 或是说在当我们将科学放

之于整个社会场域之中时 , 它与第一波保持着很大

的一致性 ,强调科学文化的特殊性;然而在认识论

领域 , 第三波依然强调科学共识形成的社会性质 ,

认为单纯的逻辑 !证据难以解释科学知识的性质及

其发展过程 ,第三波强调 ¹ 五十年规则 :科学争论

需要非常长的时期来达成共识 , 因此不存在我们所

认为的那么多的科学共识 ;º速率规则:由于五十

年规则 , 政治共识的达成速度远快于科学共识的形

成速度 , 因此对于公共领域中的技术决策而言 ,认

知因素仅仅起到非常有限的作用 ; »不确定性:即

使科学共同体达成了某种共识 ,科学内含的不确定

性依然足以阻碍共识的形成 , 其残余的不确定性依

然使其具有足够的 /解构 0能力 , 使其无法为政策提

供坚实的基础 " 闭

二 !重塑作为 /内行人 0的知识系

统 ) /专家知识体系 0解读

在第三波看来 ,科学是一种独特的生活形式 ,虽

然关于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的哲学划界工作 (如逻辑

实证主义那样)已经失败了 , 或者说我们已不再能

够用诸如 /真理 0!/实在 0等词汇来形容科学知识 ,

但是 , 社会学的划界标准 , 如关于科学价值与政治

价值之间的区分仍然能够很好地得到应用 "社会科

学家应该帮助人们更好地厘清社会实践场 中将科

学生活形式(fo rln "f lif e )与其它生活形式相区分

开来的概念系统 ,重塑科学生活形式的 /内行人 0品

质 "基于此 ,第三波提出T /专家知识 (expertsse) 0

概念 , 其目的并非是在科学知识与非科学知识间进

行明确划界 , 而是为了说明 /我们如何构建一种关

于知识的新型概念体系结构 ,使之能够评判谁是内

行(或外行 ) !内行 (或外行 )到何种程度? 0

/专家知识 0是指对特定科技事件的专业性认识

程度 , 以技术标准来衡量 , 知识的专业性 !技术性程

度是唯一的衡量指标 ,技术之外的因素(如政治权

威 !社会的民主诉求及文化差异等)均被排除在外 ,

/专家知识应该被视为是一类特殊专长 , 它与政治

及归属相区分开来 "0川科林斯将 /专家知识 0分为两

个大类: /普遍性的专家知识 (ubiquitous exper-

tise) 0和 /专业性的专家知识 (speeialist exper-

tise ) 0:

/普遍性的专家知识 0是指 /每一名社会成员为

了在社会中生存所必须掌握的知识 01-/2, 如语言 , 它

不具有排他性 ,算不上 /专业性 0的知识 "此类知识

包括三种 : /啤酒垫知识 0(beer一at kn owledge):是

指那些对于特定领域或物体 , 普通人虽然知晓 !但

却只是肤浅的认识的一些知识; 对科学的通俗认

识 , /它可以通过大众传媒或通俗读物等渠道所获

得的关于科学领域中的信息 0; 1川主渠道知识 , 如通

过专业科学家的演讲等所获得关于特定科技事件

的知识 " /普遍性的专家知识 0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一

种外行性的知识 , 因为它不具有太强的排他性 ,每

一个具有正常的思维 !交往能力的人均可以掌握
它 "

/专业性的专家知识 0是指那些与特定科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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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领域直接相关的 !且只有经过长期的专业性训练

或直接的经验实践才能够获得知识 , 其特征包括 :

¹ 较强的 /排他性 0, 并非每一个人都具备此类知

识 ,需要专业性训练或直接的经验体验;º/相关

性 0,它与特定科技事件直接相关 ,缺乏相关性则意

味着失去(或弱化)其专业性;» /层次性 0及 /动态

性 0, 是指不同的人所具有的专家知识的性质及类

别是有差别的 , 且可以通过交流 !转译等实现专家

知识系统内部结构的变动; ¼ 非科学主义特征 , 即

/专家知识 0并非能提供 /类似于真理的东西 0, 1.22只

代表着知识的 /内行性程度 0"

/专业性的专家知识 0 包括 /互动型专家知识

(interaetional expertise) 0!/普遍性的默会知识

(ub1quitous taeit expertise) 0和 /助益型专家知

识(eontributory expertise) 0" /互动型专家知识 0

是指 /掌握特定专业领域中的语言 ,但不必须要获

取实际的竞争优势 0, 1-, 2/意味着对科学生活形式直

接参与缺位的情况下 ,对特定专业技术领域语言的

熟练掌握 0, 1/ 2以打破沟通屏障; /默会知识 0不能仅

仅通过书面的认知 !基于他人的解释而获得 , 只能

通过与特定领域中的专业人士进行亲身的接触 !或

是直接参与这一领域等实践方式来获得 ,公众所理

解的知识之所以不能够进人专业性专家知识范畴

之内 ,便是因为 /他们没有获得涉及那一领域中的

默会知识 0;1-02/助益型专家知识 0 主要是指那些直

接推动此领域中知识增长的知识类型 , 其作用包

括:¹ 评判何种知识是合理的 !有效的(评判作用);

º为此领域中知识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新内容

(知识增长作用);»当此领域中出现多种相互竞争

的观点及思想时 , 不断提升自己的说服力 !获得竞

争性优势(竞争作用); ¼ 将那些被认为是不符合本

领域要求的知识排除在外 ,维护所属领域的特殊性

(排他性作用) "

不同形式的 /专家知识 0,其在整个知识系统中

的地位与功能是不同的 ,从而形成独特的知识要素

分布形态及转化机制 :首先 ,不同形式的专家知识

是一个梯级 的上升状态 : 即普遍性的专家知识

~ 互动型专家知识~ 默会知识~ 助益型专家知识 ,

随着知识层级的上升 ,你会发现 /知识越来越具有

秘传性 0, 1-62掌握了更高一级的知识 , /原则上也就

掌握了比之低的所有层次的知识形式 01l7j ;其次 ,不

同形式的专家知识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同的: ¹ /普

遍性的专家知识 0是非专业性的;º/互动型专家知

识 0只是从外面认识某一领域 , 拥有它并不能成为

专家;» /默会知识 0则是进人某一科技领域并成为

专家的必经渠道 ,但它更多地是认识能力而不能够

真正地增加知识存量;¼ 拥有 /助益型专家知识 0不
仅具有最为专业的评估能力 ,还直接推动着此领域

中知识的增长 "

科林斯的 /专家知识 0 概念系统具有 自己的特

色 ,首先 ,它打破了传统科学的社会研究将 /知识属

性与身份属性 0相挂钩的做法 , 如默顿科学社会学

将合法性知识视为科学家的专利 , 而SSK 则强调普

通公众所拥有的知识的合法性 ,而 /专家知识 0弱化

了两者的关联性 , /专家知识 0的类型与性质依随特

定事件和语境 ,公众的知识也并非全部都是外行性

的 /普遍性的专家知识 0,科学家所拥有的知识也并

非全部都是内行性的 /助益型专家知识 0, 所有人的

知识均被放之于一个统一场域内进行考核 ,按照事

件相关度及专业程度来评判其合法性 ;其次 , /专家

知识 0概念将视野放之于整个的社会实践场 , 用大

写的 /(社会场域中的) 科学知识 0来代替小写的

,.( 科学领域中的)科学知识 0,不同类型专家知识的

梯形上升机制 ,便是描述由科学家 !公众 !决策者等

所共同构成的 /科技 ) 社会 0 综合场域中知识的

生长及评估机制 , 与第一波 !第二波将研究视域主

要限于科学场域做法不同 "

更重要的是 , 科林斯试图在坚持建构主义立场

的基础上 ,通过 /专家知识 0概念重塑仅属于科学文

化的特殊品质 "第三波试图说明虽然第二波关于科

学与非科学的认识论解构是成功的 ,但是这种哲学

层面的成功并不适用于现实社会实践 , 因为当前我

们的文化及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仍然是基于科学及

其方法的 ,是科学文化 (而非其它文化 )塑造了人类

当前的成功 ,我们依然可以在实践中明确地辨析哪

些知识更内行 !更专业 !更可靠 " /专家知识 0的梯级

上升分布图便为人们展示了区分 /内行 0与 /外行 0,

以及 /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称得上是内行 0的标准体

系: /普遍型的专家知识 0大多源于道听途说 ,是不

可信的 ; /互动型专家知识 0 主要是对特定科技领

域中专业语言的掌握 ,仅仅拥有沟通而非直接的技

术评判能力 ;掌握 /默会知识 0是成为内行的必要路

径 , 是获得某一科技领域专业性知识的重要方式 ;

而掌握 /助益型专家知识 0则意味着对成为真正的

内行 ,相比其它知识 , 它不仅意味着掌握最多的技

术细节 , 同时还意味着对这一领域所存在的问题 !

未来的发展发向有着最为专业的了解 "第三波试图

说明 : 并非所有的知识都可称为内行性的知识 , 并

非所有的知识都具有同等的技术评估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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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回归 /专家时代 0

) /延伸问题 0的终结

人平等 0"依据技术标准 ,公共科技论争场中的 /专

家 0 被 界 定 为 科 学 共 同 体 中 的 / 核 心 群

(eore一sets ) 0, 以及非认证专家(un eertified ex-

perts) "如图2所示 :10]

/专家知识 0概念体系为我们展示了科学文化及

其知识结构体系的专业性品质 , 亦为人们提供了辨

析内行与外行的认识论基础 ,而随着科学 !技术与

社会交汇面的日益扩大 , 科学技术已经越来越多地

走人公共空间之中并引发越来越多的论争 , 如疯牛

病事件 !转因基食品等 ,如何处理公共科技争端中

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 各 自的权力界限 !参与

边界是什么? 第二波强调 /公众与科学家拥有均等

的评估权 0的做法 , 强调基于政治平等原则的 /多元

文化论 (liberal mu ltieulturalist) 0, /强调不同

群体均拥有绝对平等的政治权利 0, 1-02基于这种认

识 , /共识会议 0在世界各国兴起 , /这种技术评价模

式兜售了更多的民主和平等 ,让外行公民扮演了关

键性角色 " 0 洲而第三波试图重新回归 /专家时

代 0,恢复公共科技争论的内行性与严肃性 ,并通过

一系列程序的设计来解决 /延伸问题 0, 避免 /技术
共识 0成为政治性的 /民主游戏 0"第三波对 /延伸问

题 0的回答包括以下步骤:

1.步骤一:强调公共科技争论中技术层面事务

(tec h苗侧日 phase )与政治层面事务(脚U柱cai phase )

的清晰划界

第三波反对用诸如 /民主 0等词汇来取代公共科

技争论的专业性品质 ,认为 /在第二波中被消解掉

了的科学与政治之间的划界 ,至少是应该部分重建

的 " 01刹科林斯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在第二波中 ,

科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是水与酒的关系 ,虽然两者

也存在性质上的不同 ,但是在很多情况下 ,二者相

互融合;而在第三波中 , 两者之间的关系更像是水

与油 , 两者虽然相混合 , 但技术因素的独立性却被

长期保持 , /即使在(技术层面和政治层面)混合程

度最深的情况下 ,专家的义务仍然是将建议中所包

含的技术部分与建议中的政治部分相互隔离 ,,当

专家意识到他们受到来自政治议程的压力 , 需要将

之解释为 -(政治层面的)这样 .而非 -(技术层面的)

那样 .时 ,他们有拒绝做出如此解释的义务 " 0 t21 3

2.步骤二 :对公共科技争论场域中的 /专家 0进

行了界定

第三波则强调 /自由平等主义 (libe ra l eg al -

ita rianism ) 0,否认文化差异性是提供弱势群体(如

公众 )特殊对待的足够理由 ,强调 /技术标准面前人

图2 :非认证专家(un eertified experts)及 /核心

群 0(the eore

/核心群 0被定义为 /由那些与科学争论直接相

关的 ,且直接参与到实验及理论过程中的那些科学

家们所构成 0 侧 , /核心群 0担负着 /将外部的(政

治)影响降到最低 0 1241 的责任 " /核心群 0强调事件

的相关性特征 ,这使他与更广泛的的科学共同体成

员相区分开来 "同时这一阶段还包括掌握 /基于经

验的专家知识(experienee一based expertise ) 0的普

通公众 ) 非认证专家 , /基于经验的专家知识 0是

指那些并没有得到正式认证 !但却被证明是有效的

地方性知识 "这些地方性知识必须与科学文化传统

保持某种程度的一致 , 如符合科学标准 !遵循科学

方法(虽然并不十分绝对 ) ,或得到验证 ;另外 ,这些

地方性知识是在实践过程中所提炼的经验性知识 "

之所以将 /核心群 0及 /非认证专家 0视为技术层面

的专家 , 是因为他们拥有着 /助益型专家知识 0或

/默会知识 0: /核心群 0直接推动着论争领域中知识

的增长 ,而公众中的一部分 ) /未被认证的专家 0

则拥有基于实践经验的地方性知识 , 他们均是论争

领域中的 /直接的工作者 0, 在技术细节 !潜在的技

术间题等方面了解最深 "在技术层面 , 包括核心群

之外的科学家 !社会科学家 !决策者 !普通公众等均

被排除在 /专家 0范围之外 , 因为他们不了解真正的

技术细节 !不具备实际的技术经验 "

3.步骤三 :构建处理公共科技争端的新机制

首先 ,对于公共科学争论中技术层面的事务 ,应

尽可能地排除政治层面因素的干扰 ,将评估权赋予

核心群成员以及未被认证的专家 ;其次 ,公共科技

事件的最终解决 , 裁决权仍然要诉诸于政治因素 ,

社会的政治权力结构是结束公共科学争论的最终

力量 , 第三波认为 , 公共场域中科学共识的形成更

多的是一种政治共识 ,政治共识的形成速度远比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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粹意义上的科学共识形成速度要快的多 "在这一阶

段 , /广泛的民主原则 0被重新引入 ,包括决策者 !社

会科学家 ! 广泛的公众的意见均可以发挥作用 ,他

们之间的力量博弈力及权力结构体系成为终结公

共科技论争的决定性因素 "最后 ,关键是 :社会政治

权力结构应为技术层面的事务提供最大的民主空

间 ,包括技术评估的独立性 !自主性 ,技术评估结果

的开放性与公开化 ,能够最大限度地尊重科学文化

与科学价值 " /能否为技术层面提供尽可能广泛的

民主空间 0是评估特定政治结构体系是否合理的关

键性标准 , 以实现公共科技争端专业性与民主性 !

技术性与社会性的统一 "科林斯在谈及 /什么是合

理的社会政治权力结构体系 0时这样总结 :一个好

的社会能够推动政治议题得到最大程度的讨论 , 同

时能够使技术议题得到最大程度的信息公示 , 即使

我们必须承认专家意见往往需要服从于政治 ,但也

不能压制或歪曲来 自专家的建议 "

通过以上分析 , 第三波破解了 /延伸问题 0,它

厘清了被第二波所模糊化了的技术因素与社会因

素的关系问题 , 使民主与科学之间的界限得以更明

确地表达 ,在尊重技术标准的前提下实现了最大程

度的民主:第三波首先强化了技术标准在公共科技

争论中的作用 , 反对绝对的政治民主 , 强调技术内

行在技术评估阶段的决定性作用 ,反对在技术评估

阶段过度模糊民主与技术界限的做法 "其次 , 在此

基础上实现了 /有限度的广泛民主 0,包括 : /民主1 0

) 在技术层面事务面前人人平等 ! 以单纯的技术
标准评估谁可以成为专家 ,反对身份政治 , /民主2 0

) 政治层面的民主 , 允许公众 !社会科学家等参
与到政治性的对话与磋商过程中 , /民主3 0) 民

主2为民主1提供广泛的民主空间 ,实现政治民主与

技术民主的共存共融 "另外 ,第三波明确了 /专家 0

的范围 ,并将掌握 /基于经验的专家知识 0的公众纳

人进 /专家 0序列中 ,破解了专业性科学知识和地方

性知识之间的相融性难题 "

四 !/第三波 0所 引发的论争

及其学术意义

第三波理论提出以后 , 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 ,

如里普 (Arie Rip , 2003)认为它 /将成为STS研究的

下一阶段 " 0 1剐在最近的几届4S 会议上 ,科林斯的

第三波理论均设有专门的学术讨论会 , 可见其在当

前学界的影响 "但是 ,很多学者对第三波论也提出

各种洁难 ,如 :(l)情景式(eontextual)批判 "如里普

认为 , /关于专家与非专家之间的划界假设了对非

专家知识的状态有了确定的答案 , 这种做法忽视了

这一划界本身便构成了一个认识论的和政治的问

题 " 0 [龙2(2)规范性 (normative)批判 "为第三波理

论 贴上 /反 民主 0 标签 , 如贾撒诺 夫 (Shei la

Jasanoff , 2003)认为第三波反对 /世界性的 !走向更

广泛的参与运动这一趋势 " 01川(3) 认识论批判 "温

认为 ,第三波实际上是试图回归实在主义 , /暗示向

第一波的回归 " 01剐(4) 制度缺失批判 "认为第三波

理论忽视了 /制度 0因素 , 既没有考虑到现有制度对

公共科技争论中技术因素与社会因素的相互分离

所起到的限制或促进作用 , 亦没有为人们提供新的

制度架构 , /在科林斯和埃文斯的专家知识理论中 ,

制度及其在形塑社会期望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

作用并没有得到关注 " 01剐

应如何看待 /第三波 0在科学的社会研究中的地

位? 实际上 ,第三波试图在第一波关于科学的理想

主义处理方法与第二波关于科学的相对主义分析

模式之间进行新的综合 ,贾撒诺夫曾将三个 /波 0之

间的关系可以视为是实在主义 !反实主义 !两者之

间的中和 " 1明第三波有其局限性 ,但这并不妨碍其

在当前STS 学界发挥的重要作用 :

1./第三波 0为未来科学的社会研究的历史资任

进行了新定位 , 即从下游 5do 节飞.tr 侧目n )的描述工作

到上游(u脚tr ealn )的规范工作

传统的STS 研究者主要进行 /下游 0工作 , 即仅仅

是在争论完结时对事件进行事后评估 ,科林斯将这

一 种 研 究 方 式 视 为 / 专 家 后 退 (exP er ts

re gr es s) 0, / -专家后退 . 不能为公共技术争论提
供任何积极性的帮助 " 0 131j 而第三波试图让ST S研

究者更多地定位于 /上游 0, 即在公共技术争论开始

之初或进行过程中 , 便介人其中并提供建设性建

议 , 利用他们关于 /知识 0的相关分析成果 , 为人们

提供启发性意见 , /知识社会学研究者拥有反思历

史和创造历史的双重任务 " 0 1侧第三波的 /延伸问

题解决方案 0已经为STS 树立了榜样 ,在解释第三波

的任务时 ,科林斯强调 , /第三波试图为人们理解实

时决策提供帮助 ,而不是关注知识的社会性建构 " 0

侧 科林斯的观点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回应 , 如比克

(wiebe E. Bijker , 2003)认为 /21世纪需要新一代

及新形式的公共知识分子 , 而STS 研究者则可以填

补这一空白 0, 134 2韦伯斯特 (An dr ew Webster , 2007)

则提出了 /服务型STS 0概念 " 135J

2.第三波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知识观 )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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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是一种生活形式 5fo rm of ufe ) 0, 以破解长期困

扰学界的知识论困局

科学的社会研究长期陷于科学真理观与建构论

之间的紧张关系中 , 然而两者均面临困境:第一波

将科学等同于逻辑与经验的做法已被科学实践证

明是一厢情愿 ,而第二波单纯强调社会因素的做法

也受到越来越多质疑 "如何破解 /知识论困局 0? 第

三波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路 , 即将科学视为是 /严
肃的生活形式 0: /生活形式 0 强调用具有更广泛意

义的 /科学文化 0概念代替了传统的 /科学知识 0概

念 , 重视科学精神 !科学方法 !科学价值在区分科学

与非科学活动时所扮演的角色 "它用 /经验是否与

科学文化保持一致 0 作为评估知识合法性的标准 ,

认为无论是科学家的专业性经验 ,还是公众等的日

常经验 , 只要与科学文化的 /求真 0信仰 !是否符合

逻辑 !能否被证实等原则保持一致(即使并不十分

严格) ,便可以被视为 /科学领域 0中的合法知识 , 如

一些公众的 日常经验虽然并不能完全符合严格的
科学标准 ,如逻辑性不强 , 但如果这些知识是基于

实践的 !能够在实践中被他人所证实的 , 也可以归

人到合法的知识系统之中"当然 , /作为生活形式的

科学 0同时强调科学活动的 /严肃性 0特征 ,对逻辑 !

经验 !同行评议等科学文化的代表性因素的遵循依

然可以将诸如迷信 !政治 !艺术等排除在外 ,虽然它

并非强求科学等同于确定性的真理 " /作为生活形

式的科学 0概念试图超越学界关于真与假 !科学知

识与 日常经验的无休止论争 , 从学术场回归生活 !
回归实践 "

3. 第三波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如何在后常规科

学空间中辩识 /专家 0的知识系统 ,有助于避免公众

在实践场域陷入 /专家泛化 0陷阱之中

正如5.0.福特沃兹所言 ,我们正以加速度的方

式进人后常规科学时代 ,对于诸如转基因食品等事

件 ,人们已难以明确区分科学与价值 !认知与道德 !

确定性与风险 ,后常规科学使得当代人们对 /专家 0

概念的理解模糊化 , 如:西方社会强调民主的广泛

性 ,认为普通公众享有与科学家同等的权力 , 而在

我国 , 一些决策者依据其政治权威也被赋予 /专家 0

头衔 ) /专家 0一词被泛化 " /专家泛化 0使得人们

难以在实践中难以有效辩识信息的专业性程度 ,难

以确定 /谁是真正的内行 0, 从而出现信息混乱及判

断失误 "而第三波则重新明确了内行与外行之间的

划界标准 ) 是否具备与事件相关的专业技术能

力 "根据这一指标 ,科学共同体中的 /核心群 0及公

众中的 /非认证专家 0才有资格在公共科技论争中

承担起技术评估作用 "通过这种方式 ,既打破了科

学主义时代的 /专家狭隘化(将专家仅仅视为是科

学家) 0弊端 , 同时又避免了 /专家泛化 0, 将政治权

威 !非专业性的日常经验 !非相关性科学知识等排

除在外 ,为人们如何在实践场域中辨识 /技术专家 0

提供了新的概念框架 "应该指出的是 ,第三波并非

技术专家决定论:第三波中的 /专家 0并不提供 /真

理 0,他们是可错的 ,第三波要求的是 /专业性 0而非

绝对的确定性 ,另外 ,专家的意见也不是决定性的 ,

虽然第三波要求给予专家以广泛的民主空间 ,但最

终的决定取决于 /基于民主原则的社会政治结构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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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次全国工程哲学学术会议通知

为了展示和交流中国工程哲学研究的新成果 ,推动工程哲学研究的深人发展 , 第六次全国工程哲学学术

会议定于2013 年8月18 一21 日在山西太原召开 "本次学术会议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工程哲学专业委员会

主办, 由太原科技大学承办 "

会议主要议题 :

(一)工程哲学理论研究

(二)工程哲学案例研究

(三)跨学科工程研究

(四)工程哲学与工程教育

会议初步议程 :2013年8月18日报到 , 8月19一21日会议 "

参会费用 :会议注册费500 元 ,在读研究生减半 ;往返交通费和住宿费自理 "

拟参加会议者请于201 3年7月10 日之前将论文摘要 (要求300 字左右 ,注明联系电话 !em ai l !通信地址)分

别发至 :李俊峰(国科大):fufen9000@163.eom ;李润珍(太原科大):zjxyzfx@sina.eom "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工程哲学专业委员会

太原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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