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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科学的社会学研究是科学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 ，它已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科学社会学。本文 

对科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论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按其发展的阶段性和趋向性将其概括为内部因素分析方法、 

外部因素分析方法和社会语境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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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科学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中，与科学史、科学 

哲学相比，科学社会学的成熟要晚得多，其成熟的标 

志是 2o世纪 60年代默顿(Ro~lt K．Merton)学派的 

形成。在科学社会学的成长与发展过程中，科学史 

和科学哲学对其有很大的影响。2o世纪 30年代． 

作为正统科学哲学的逻辑经验主义这种典型的内在 

主义和科学史的内史主义在各自的学科中占绝对统 

治地位，但与之相对立的、对科学进行社会学研究的 

倾向也开始出现。一些科学史家、科学家、社会学家 

纷纷将 目光转向对科学的社会学研究，黑森(B．Hes． 

s∞)、贝尔纳(J．D．Bema1)、默顿是这种倾向的代表。 

他们发表了一系列论著，为科学的社会学研究进行 

辩护。这种倾向的不断放大与扩张，便是科学社会 

学的出现(在东欧、前苏联则称为科学学)。尽管这 

些学者们一致立足于社会维度看待科学，但由于他 

们的社会意识形态、文化传统、专业背景的差异，科 

学社会学的早期思想一开始就处于分化状态，走向 

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默顿受逻辑经验主义和内史主义影响，走向了 

科学社会的内在主义，2o世纪 60年代形成了颇有 

影响的功能主义的美国传统即默顿学派；贝尔纳受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史外史主义的影响，走 

向了科学社会外在主义，并影响了2o世纪 70年代 

中期形成的社会建构主义的英国科学知识社会学的 

爱丁堡学派和巴思学派。不同观点、不同思想、不同 

传统的相互碰撞与台流，使科学社会学得到迅速发 

展。帅 年代后的一些科学社会学家受库恩(T．s． 

Kuhn)历史主义、系统论、整体论和语境论(contextu 

— alism)的影响，开始进行科学社会内在主义与科学 

社会外在主义的整合研究。于是，出现了社会语境 

意义上的科学社会学——科学知识社会学。 

概括地讲，科学社会学 20世纪 70年代以来发 

生了重大变化，由默顿传统的现代科学社会学走向 

了英国传统的后现代科学社会学；由非认知科学社 

会学走向了认知科学社会学” ；由科学结构研究的 

社会学走向了科学知识研究的社会学；由社会功能 

主义走向了社会建构主义；由宏观研究走向了微观 

研究；由科学的社会学研究走向了更广阔的科学的 

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研究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 

我们认为，科学社会学经历了从不成熟到成熟、从单 

的定性和单一的定量到定性与定量的结合，从单 
一

的科学社会结构分析到整体的科学社会语境分析 

的发展。具体地讲，科学社会学方法论经历了科学 

内部因素分析方法、科学外部因素分析方法、科学社 

会语境分析方法三个发展阶段。 

1 科学内部因素分析方法 

我们把对科学进行内在社会结构分析和对科学 

知识进行社会学分析的研究流派称为科学社会的内 

在主义，其研究方法称为科学内部因素分析方法。 

它包括结构一功能分析方法、计量分析方法和人类 

学方法。 

1．1 结构一功能分析方法 

收■日期：2001—11—16；謦回日期：2001—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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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主要是默顿及其学派的方法论，其实质是从 

结构出发分析功能 他们把科学看作是具有复杂结 

构的社会系统，对其社会体制的结构做精细的分析， 

由结构解释功能，而很少研究科学知识的内容及其 

与社会因素的关系，被称为科学社会学的功能主义， 

形成了科学社会学的美国传统” 。从 1938年发表 

《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到 1973年出版 

的文集《科学社会学——理论和经验的研究》，默顿 

运用结构一功能分析方法对科学的社会建制、科学 

的精神气质、科学的规范结构、科学交流、科学奖励 

制度、科学家的行为模式 、科学中的优先权之争等进 

行了深人研究，这些内容构成 了科学社会学的主要 

内容，形成了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传统。其他学者如 

本·戴维(Joseph Ben—David)的《社会中的科学家角 

色》、巴怕(Benard Barbe 的《科学与社会秩序》、克兰 

(Diana Crmle)的《无形学院》、科尔兄弟(Jona than 

Cole，Stephen Cole)的《科学界的社会分层》、加斯顿 

(JerryGaston)的《英国和美国的奖励制度》等，进一- 

步运用了结构一功能分析方法．发展了默顿的思想， 

成为默顿学派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过，这种方法的保守性是十分明显的，因为它 

只能从科学的现存社会结构出发，依据结构决定功 

能的假设进行某些功能的预测，而对于过去和未来 

的科学的社会结构的研究不能令人满意；它只研究 

科学的宏观社会结构，而不研究科学知识产生的微 

观认识过程，其方法论说到底是 黑箱式”的。 

1 2 计量分析方法 

计量分析方法是运用数学 、统计工具对科学进 

行定量描述的方法，包括数学统计分析、引证分析、 

内容分析、多变量分析。 

数学统计方法就是运用数学、统计工具对大量 

数据进行处理，从中得出结论的方法。默顿在《I-七 

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博士论文中广泛采 

用数学统计力法，通过对大量文献的统计所得数据 

进行分析，说删 十。七世纪英国上层社会特别是知识 

界对科学兴趣的普遍转移，有力地说明了当时英国 

科学的社会结构随着科学兴趣的转移而发生的微妙 

的变化。普赖斯(Dreek J De Solla Price)在 1961年发 

表的《巴比伦以来的科学》和 1963年发表的《小科 

学，大科学》中，广泛运用数学分析和统计方法研究 

科学的整体发展，揭示了科学由小科学到大科学的 

发展规律，说明了科学机构与科学组织的不断规范 

化、规模化、国家化 

引证分析(eitation analys．唁)是利用科学引文索引 

(scx)所提供的资料进行数量分析得出结论的方法。 

在科学社会学中，广泛运用引证分析研究引证数与 

科学奖励的关系、引证率与论文影响度的关系、科学 

发现前后的继承关系、科学共同体内部科学家之间 

的相互关系等。引证的网络分析还用来研究不同学 

科间的相互交叉与渗透关系，譬如普莱斯运用引证 

分析研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关 

系，发现自然科学近五年的文献引证率远高于人文 

科学，说明不同学科内部的体制与进步程度是有区 

别的。克兰在《无形学院》中用引证分析研究科学共 

同体内部的结构，发现知名度高的科学家的论文教 

引证率高。科尔兄弟利用引证分析研究科学论文的 

质量、科学界的社会分层情况以及获奖情况等 。 

内容分析(content analvsis)是对传播交流的内容 

进行精确的数量分析的方法，它最早出现在新闻学 ， 

随后在文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众多学科中广泛应 

用。科学社会学中还只是初步使用谜一方法。这种 

方法不研究行为，也不研究语言、符号的语义，只是 

通过语言、符号的数量分析如篇幅长短、篇数多少的 

统计来达到研究的目的。萨顿(G．Smo．)在《科学史 

导论》中运用内容分析考察先前科学史著作中各组 

成部分不同时代所占的篇幅数量的多少，以此来说 

明科学的加速发展。默顿在《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 

技术与社会》中也运用了此方法说明科学兴趣的转 

移现象。 

总之，计量分析方法对科学进行统计学的概括， 

注重数量关系分析，通过数量关系研究科学内部各 

个要素的关系。从这种意义上讲，计量分析方法是 
一 种通过数量关系的分析研究科学的内在关系的宏 

观方法。 

1．3 人类学方法 

这主要是法国哲学家拉图尔(Brtme Iatour)和美 

国社会学家谢廷娜(Kal~ll D．KllO／T—c na)研究科学 

实验室情况的方法。人类学方法的引入，使科学社 

会学发生了人类学转向。谢廷娜把这种方法称为微 

观一倾向发生学方法，因为人类学对科学的研究关 

注的是科学家信念的形成过程 J。 

他们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进入实验室，把一个 

具体的实验室看作⋯个部落进行考察，把看到听到 

的如实记录下来，再应用语言分析方法对所记录的 

情况进行分析。拉图尔的研究得出两个结论：其一． 

实验室可以描述为一个文字标记系统，因为仪器具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第2期 魏屹东：科学社会学方法论：走向社会语境化 l29 

有标记能力，每个标记的装置是机器、仪器和实验人 

员的组合，科学论文就是这种文字标记系统的产物； 

其二、实验过程中产生的科学事实不过是实验人员 

的构造物，是仪器产生出的文字标记被人为地解释 

为事实，因此科学实验不是发现事实而是创造事 

实 。前一个结论是对实验室活动的自然主义描 

述，后一个结论是对实验结果的哲学说明。 

谢廷娜(K．D．Knorr—Cefina)运用人类学方法 

提出了科学的建构主义纲领，认为科学是人为的，实 

验室的一切都是人们事先精心准备好的，即决策负 

荷的，这样科学实验就是主观建构活动，它受到社会 

环境的影响。她特别强调科学实验的社会网络不是 

科学共同体，而是超认识的资源关系形成的社会网 

络。 因此，人类社会学的方法就是要说明科学认识 

过程、科学知识形成过程无不与社会有关，无不说明 

社会因素向科学的渗透。 

然而，这种方法仍是一种经验描述方法，因为它 

关注的是科学研究的过程，对科学实践过程进行微 

观研究而不注重宏观研究；倾向于对科学家言论的 

主观分析而不注莺科学研究的客观实在性。因此， 

人类学方法的语 占学转向、认知转向也是十分明显 

的。 

2 科学外部因素分析方法 

我们把对科学与其外在诸因素相互作用的研究 

传统称为科学社会外在主义，其方法论就是科学外 

部因素分析方法。这种方法论的特点是把科学当作 
一

个“刚体或黑箱”，不考虑科学本身所包含的意义， 

只考虑科学与其周围其他因素的相互关系。谢廷娜 

把这种研究称为宏观一定向相 -一致方法即宏观方 

法，它包括历史背景分析方法、历史主义方法、文化 

分析方法。 

2．1 历史背景分析方法 

这主要是贝尔纳(J．D．酬 )考察科学及其社 

会功能的方法。贝尔纳是一位对科学的历史及其社 

会功能进行全面考察与研究的科学家，他认为对于 

科学的分析应放到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去进行， 

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来，科学已不是个人的事业， 

它已成为大工业集团甚至整个国家的事业，科学发 

现与发明不再是个人的发明与发现，而是科学共同 

体的共同成果 因此，科学的作用、功能必须结合其 

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来加以认识。正是从这种科学 

观出发，贝尔纳反对当时流行的两种对立的科学观： 
一 种是理想主义科学观，认为科学是追求真理的纯 

粹智力活动，其功能是建构与经验世界相符合舶意 

义世界，即创造能解释经验事实豹理论；一种是现实 

主义科学观，认为科学是人们用来认识自然、支配自 

然并为人们所利用的手段，这实际上是一种实用主 

义，几百年来人们一直这样看待并利用科学 。 

2．2 历史主义方法 

库恩(T．S．gutm)把历史注入科学的方法不仅 

影响了科学哲学的历史主义转向，而且也影响了科 

学史的外史转向，反映在科学社会学中就是科学的 

外部因素分析倾向。美国哲学家阿伽西(J．A 皓j) 

把对科学的这种研究称为社会学主义。科学哲学、 

科学史、科学社会学不约而同地从社会维度研究科 

学，一方面说明科学对社会的影响日益增大，另一方 

面说明对科学的理解绝不能脱离社会历史环境。我 

们认为历史主义可分为内在的历史主义和外在的历 

史主义。前者指科学哲学中的历史主义，它着重科 

学理论结构、科学发展模式的演化研究，如库恩的范 

式转换模式、劳丹(I口 【mIda【1)的研究传统进化模 

式等，较少研究社会因素对科学的影响。后者指科 

学史的外史论和科学社会学主义，它关注科学与其 

之外的社会因素的互动关系，而很少关注科学内部 

的历史演化。但不管哪种历史主义，从动态而不是 

从静态，从历时而不是从共时，从整体而不是从郡分 

考察科学的方法和立场值得肯定。 

2．3 文化分析方法 

这是--一种从文化学角度研究科学的方法，代表 

人物有巴恩斯(B．B∞ )、布鲁(David Bk~r)、怀特 

(Leslie A．White)、李克特(M ∞N．R 她|．Jr)。 

巴恩斯以爱丁堡学搌的代表人物著称，他在《科 

学知识和社会学理论》一书中主张社会文化因素影 

响知识形态的观点，科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占 

统治地位的文化思毛．_冉{髟响。他把科学看作一种亚 

文化的集合，是人类整个文化的一部分，科学文化是 

在文化的氛围中生成的 。在他看来，文化影响科 

学家的信念和想象，从而影响到科学知识，通过对整 

个文化进行分析就能弄清科学的发生与发展。不 

过，他把科学看作是一组程序和方法论的约定，由约 

定主义走向了文化相对主义。 

以提出科学知识社会学强纲领而著称的布鲁把 

科学当作文化现象，把真理看作文化符号，爵不是把 

科学看作智力形态。他主张在整个人类文化瓣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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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审视科学及其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他的强纲 

领的四个内容因果性、对等性、对称性和反身性就是 

要说明科学知识产生和评价的社会文化原因。 

怀特在《文化的科学》中认为科学是一种人类行 

为，是把握经验的活动，科学不是实体本身，而是解 

释经验世界的方式。科学依赖于文化，而文化依赖 

于符号，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在使用符号中产生的。 

从这一观点出发，他进 一步认为正是文化而不是社 

会才是人类与众不同的特性，文化对于科学较之社 

会对于科学有更直接和更重要的作用。一种发现与 

发明是已经存在的文化要素的综合或是将一种新的 

要素吸收到一种文化系统中。每一种发现和发明都 

是文化经验积累过程的有组织的表现，计算机的发 

明不可能出现在牛顿时代，因为当代就没有发明计 

算机的文化积淀 由此，他得出两个推论：一是当文 

化积累还没有到达产生发现与发明的条件前，任何 

发明与发现都是不可能的；二是当文化积累到成熟 ， 

发现与发明便必然产生。这是典型的文化决定论， 

一 种绝对的文化主义。 

李克特在《科学是一种文化过程》一一书中阐明了 

类似的观点。他认为科学是一 种方法，一种社会建 

制，一种专门职业。他把科学定义为过程，认为科学 

是作为个体的认知发展在文化上的对应物，是作为 

传统文化知识的一种生长物，是作为文化发展的一 

种认知形式。在他看来，科学发展的方向类似于个 

体的认知发展方向，科学发展的起始点是传统的文 

化知识，科学发展的结构一般类似于进化过程的结 

构，特别是类似于文化进化过程的结构，科学是一个 

从个体层次向文化层次的认知发展的延伸，是一个 

传统文化知识之上的发展生长物，而且是一个文化 

进化之特殊的认知变异体和延伸。 

我们认为科学是一种文化现象和史化过程，但 

文化并不能决定科学的一切，文化决定论是一种绝 

对主义，一种外在主义，过分夸大文化对科学的决定 

和渗透作用，忽视了科学的内在自主性。 

3 社会语境分析方法 

将科学置于社会历史中进行考察，从内因和外 

因、历时和共时的综台上分析科学与其外在社会因 

素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我们把这种方法称为科 

学社会语境分析方法，主要表现为社会实践方法、系 

统分析方法、功能一结构分析方法、社会修辞学方 

法、行动者一网络方法和实在论的建构主义方法。 

3．1 杜会实践方法 

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科学的方法。马克思 

和恩格斯虽然生活在 l9世纪，但他们在剖析资本主 

义社会和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就运用实践的 

观点、立场和方法分析当时的科学技术，把科学作为 

社会的内在因素来考虑的。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 

科学的社会实践的分析，东、西方的社会学家都把马 

克思和思格斯看作科学社会学的鼻祖。马克思和恩 

格斯在许多论著中研究了科学技术，他们的着眼点 

是考察科学技术与社会生产力的关系，科学技术进 

步与社会进步及社会变革的关系。他们对科学技术 

的研究表现出社会实践观。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 

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科 

学的发生与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科学在 

社会生产中产生，在社会实践中形成 ，它反过来又通 

过改造技术来推进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引起生产方 

式和社会制度的变革。马克思和思格斯的社会实践 

方法为我们研究科学与技术、科学与生产、科学与社 

会中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的关系提供了一种 

十分有效的方法论。 

3．2 系统分析方法 

系统分析是把研究对象当作一个系统进行定量 

化、模型化和择优化研究的方法。在科学社会学中， 

运用系统分析方法对科学及其社会因素的关系进行 

全面的分析与综合，并给出科学与社会诸因素互动 

的模式。魏因加特(P．Weingart)研究科学外部控制 

的非科学目标内化方法和科劳思(W．Klrdm)的科学 

目标化方法都属于系统分析方法。 

魏因加特的非科学目标内化指把科学以外的政 

治、军事、经济、文化的社会目标在国家和政府的干 

预下转化为科学内部的研究准则，或者说科学的环 

境目标被科学有选择地吸收、消化、整合。他以美国 

癌症研究为例进行个案研究，运用系统方法详细地 

分析 非科学 目标内化的整个过程。这一过程大致 

为：社会问题——政治阻力——政策规划——科学 

政策规划——机构阻力——研究 。这种系统地 

研究非科学因素转化为科学内部问题的方法值得我 

们借鉴。 

科劳思的科学目的化指国家和政府有意识地把 

科学的外部目标导入一个学科的发展之中，使之成 

为科学理论发展的主导线 。科学的目的化使科 

学与政治、经济、军事等社会问题紧密相连，使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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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社会实际问题的研究 这样一来，科学便与 

整个社会一体化。因此，对于科学 目的化的研究必 

然要运用系统分析方法。 

3．3 功能一结构分析方法 

这是德国社会学家鲁曼(N．Luhmann)创立的一 

种与结构—功能方法相对立的方法 。它不是从 

结构出发分析功能，而是从功能出发分析结构。鲁 

曼把科学看作一个社会系统，运用功能—结构分析 

方法研究了科学的社会运行机制。他认为科学作为 

一 个社会系统，具有自治性、适应性和学习能力。科 

学的自治性是指科学能够根据自己特定的规范去行 

动 根据自己特定的价值标准去选择。科学的适应 

性指它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和作出反应的能力。适应 

性是科学赖以存在与发展的基础，不适应环境的学 

科迟早会消失，因为科学是一个开放系统，需要不断 

与其环境进行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换，从而与环境 

保持动态平衡，既发展自身同时又高效地影响环境。 

科学的学习能力指主动适应环境的能力，这种能力 

从根本上讲是科学的创造力，被动地适应环境是一 

种被动的学习，是缺乏创造力的学习。 

3．4 社会修辞学方法 

这是2o世纪7O年代中期在英国出现的科学知 

识社会学的代表人物马凯(M Malkay)的研究方法。 

它是在科学哲学的反实证主义、现象丰义等哲学思 

潮影响下形成的。它不同于默顿传统方法论的地方 

在于科学知识社会学依据传统社会学的方法对科学 

知识本身进行社会考察与分析。马凯在对科学知识 

作社会文化的解释时，提出 了“科学社会修辞学”这 

个新术语，其含义足：科学共同体内部的科学家行为 

并不能用统一的规范来说明，而只能 科学家各 自 

的利益和目标来说明 ” 也就是说，科学家的行为 

和科学的行为并不是依据科学语言来说明的，而是 

依据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的社会语言或文化资源来 

说明的；科学规范不是用默顿所说的科学体制来保 

证的，而是用科学的文化资源来说明的。在他看来， 

科学是一种解释性韵事业，客观世界的本性是社会 

地建构起来的，科学知识是经科学家磋商(negoia． 

d0n)建立起来的。磋商就是科学共同体内的科学家 

之间运用共同的文化资源提供的节 目单(repertoire) 

或字典(v∞出lla )进行的协商和交流。通过科学 

“磋商”建立起来的结论并不是对物理世界的确定性 

说明，而是在特定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中的科学家们 

认为是正确的主张而已。 

我们认为，马凯的社会修辞学就是社会语境 

(social mntext)，科学家的行为规范要在其杜会语境 

中得到说明。科学知识的意义以及它产生艚过程都 

要用社会修辞学来说明。这种社会謦辞学方法说到 

底就是一种社会语境分析方法。 

3．5 行动者一网络方法 

这是拉图尔和卡龙(M．c丑】l∞)研究科学实验室 

生活的方澄 ⋯。行动者一网络(Ac10r—Network) 

的含义有三：一是微观网络，指生产科学知识的场所 
— — 实验室。在实验室中，实验者、实验仪器、实验 

材料、实验环境应该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行动者 

(实验者)与其他因素相互关联，构成了实验语境，也 

就是 一个行动者一网络。这个行动者一网络系统不 

断构造自然，不断生产新的科学知识；二是宏观网 

络，指实验室与其之外的社会的关联，形成社会语 

境。在宏观网络中，行动者不仅是科学家，也包括政 

府、企业和消费者，这些行动者共同编织成自然—社 

会之网络；三是微观网络和宏观网络是双向互动的。 

实验室通过建构进而塑造社会，即把科学知识社会 

化；社会以它特有的方式支持 、支撑和资助实验室。 

他们认为，科学论的研究不应停留在对 已经形成的 

“科学文本”的哲学考察，而应对正在建构中的“科学 

实践”即实验室活动进行考察。他们由对科学的哲 

学建构走向了社会建构；由科学知识的微观研究走 

向宏观研究；由自然、实验室走向了自然、实验室、社 

会的语境化建构。 

3．6 实在论的建构主义方法 

这是当代美国著名科学社会学家科尔(stI神一 

Cole)研究科学的方法论 。他认为科学上长期存 

在着两大传统；一是实证主义或实在论传统的“默顿 

学派”；另一是建构主义传统的“西欧学派”。实证主 

义科学观把科学看成是纯理性的事业，理性的认识 

结果必须由经验事实裁决，即科学是由自然界决定 

的，人只是被动地反映自然，而且科学的发展与社会 

无关。建构主义科学观把科学看成是完全由社会建 

构的事业，科学知识不是对 自然的描述，而是社会性 

地建构起来的；科学不是由理性和规则支配的活动， 

科学知识的真伪也并非由经验证据裁决，而且 自然 

界对科学知识没有影响作用，科学知识是科学家社 

会行为“磋商“的结果。科尔既不赞成极端的实证主 

义立场，也不赞成极端的建构主义立场，因为前者是 

绝对主义，后者是相对主义，它们的错误在于“非此 

即彼”。科尔明确宣称他的科学观介于“右翼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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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建构主义和“左翼的”传统实证主义之间，是实在 

论的建构主义 在他看来，科学知识是社会和 自然 

界共同决定的，是理性和经验共同决定的。我们认 

为，科尔的方法是 一种语境化方法 他在社会、人和 

自然之间建 泣_r必要的联系 ，突破了实证主义的“人 

一 自然”框架和建构主义的“社会一人”框架 ，建立 

“社会一人一自然”语境化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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