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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现代学科的整合历程中，交叉学科异军突起，尤为引人注目。
科学发展越来越依赖多种学科的综合、渗透和交叉；交叉学科研究成为当今科学发展的显著特征。
交叉学科研究有利于学术思想的交融，有利于综合性地解决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交叉学科研究是科
学技术创新的重要途径。
　　学科数量成千上万，学科交叉浩繁广阔，如何探索学科交叉的整体发展动向，把握交叉的一般规
律和方法，充分发挥学科交叉在创新中的作用，是当前国际哲学、科技、教育、管理各界共同关注的
重要而迫切的问题。
　　学科分化与学科交叉从来都是互为促进的。
“分化”是小科学时期的科学发展的主要动力，“交叉”则是大科学时代科学发展的主要表征。
　　在大科学背景下，交叉学科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并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
学科交叉不仅限于两门学科之间的整合，还呈现为以多学科为背景的交叉学科群的整体涌现。
这种趋势深刻影响着科技、教育、社会、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的进步和发展。
　　只有跨出学科的边界，才能实现学科的交叉与融合。
跨学科不仅是一个理论概念，它首先也是一种实践活动。
跨学科是交叉学科的缘起，交叉学科则更强调跨学科实践的学科性，是一系列具有跨学科特点的学科
总称。
丰富的交叉学科的实践背景，造就了交叉学科的多元形相。
有作为交叉研究的交叉学科，即对那些处于典型学科之间的问题的一种研究，或学科际研究；也有作
为单一学科的交叉学科，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部交叉学科不仅在数量上高达2580余门，而且跨度越
来越大；还有作为学科群的交叉学科，包括管理科学、环境科学、信息科学等在内的为数众多的交叉
性学科；最后是以研究跨学科规律与方法为基本内容的交叉科学学研究，通常也称作“跨学科学”。
　　交叉学科具有的多元形相，既造成了学术界理解的驳杂和难以一致，也给它的多样性发展留下了
充裕的空间。
交叉学科时代的到来，使学科整合获得了一种生动活泼的有力支撑。
　　改革开放为学科建设和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交叉学科乘势而起，在我国取得了骄人
的成绩。
　　交叉学科在改革开放三十年间的成长，是一件值得认真总结的学科建设成就，特别是在学界和社
会上许多人还没有自觉地把它看做当今学科发展主流之一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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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担任博导。
后又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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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撰或主持编撰了多种关于科学哲学的代表性专著和教材，主要有《科学技术哲学的前沿和进展》、
《科学技术哲学引论——科技革命时代的自然辩证法》、《走向自为——社会科学的活动与方法》、
《互补方法论》、《科学哲学》等。
其中《走》获得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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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事记（1978—2008）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

章节摘录

第一编 交叉学科发展概况 第一章 交叉学科时代的到来当代科技发展的突出特点，是在学科高度分化
基础上的综合跨学科趋势，学科交叉的力度和广度，已成为影响创新的一个重要因素。
正如许多思想家和科学家指出的：我们已进入了一个交叉学科时代。
在交叉学科研究中，MultidiscipIinary、Interdisciplinary和Trans displinary是三个经常会被互换使用的概念
。
但严格地说，它们其实代表了学科交叉的三个层次，其区别主要在于学科间互动与整合程度的不同。
Multidisciplinary（“多学科”）指的是形式上的学科交叉，学科界线仍然存在，不同学科的专家由于
共同的难题而走到一起，多个学科之间产生互动；Interdisciplinary（“交叉学科”）指由于共同的问题
而产生的学科问的或跨学科的交叉，其相互作用可能创造一个新的领域或学科；Transdisciplinary（“
超学科”）则指彻底的学科交叉与融合，学科间的界限完全消失，形成新的超级学科，可看作是交叉
学科的一种特殊形式。
从研究现状来看，当前使用范围最广的概念就是Interdisciplinary，我国对“交叉学科”（或译作“跨学
科”）的研究，也是由Interdisciplinary一词而来的。
学科数量成千上万，交叉浩繁广阔，如何探索学科交叉的整体发展动向，把握交义的一般规律和方法
，充分发挥学科交叉在创新中的作用，是当前国际哲学、科技、教育、管理界共同关注的一个重要而
迫切的现实问题。
早在1970年就在法国召开了首届国际跨学科问题研讨会，1976年在英国创办国际《交叉科学评论》杂
志，1979年在德国成立国际“跨学科学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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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8）》出版朱振国2008年11月27日08:31来源：《光明日报
》由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主编，汇集国内百余位高校知名专家、优秀学者通力合作，共同完成18卷
的丛书《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8）》日前已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据教育部相关部门介绍，全面、系统、客观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进程、发展特
点和发展成就，是进一步推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重要前提和迫切需要，也正是该丛书出版
的宗旨所在。
社会学、民族学、历史学、文学、艺术学、新闻学与传播学、语言学、教育学、心理学、图书馆学、
情报学与文献学、国际问题研究以及有关交叉学科。
各学科报告撰写者力求客观、准确、全面地对各学科领域三十年的新进展进行把握，力求融贯不同的
学术流派、学术观点，并为我国学术研究的健康前行提供了以资借鉴的启示和引导。
《发展报告丛书》通过对三十年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状况予以整体审视，全景式地展现了三
十年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成就和历程，以其信息含量丰富、引领学科前沿以及显著的综合性
、工具性等特点，成为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三十年建设历程的历史见证者和忠实记录者。
以高校各学科知名学者担任分卷主编、组成高水平研究团队，集体攻关，是丛书得以高质量问世的首
要原因。
如《马克思主义理论卷》由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学会会长、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教授主编;《历
史学卷》“中国历史”部分由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教授主编，“世界历史”部分由华东师范大学终身
教授王斯德先生主编等。
这套丛书的问世，是我国高校学者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进一步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精神，向改革开放三
十周年呈上的献礼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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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8):交叉学科》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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