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项目简介）： 

前沿科技与哲学项目简介 

我们生活在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在前沿科技的推动下，人类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和速

度认识世界；与此同时，前沿科技也给人类认识自身带来了全新的视角。包括人工智能在内

的数字化技术和认知科学的进步不断刷新和挑战人类对心智的理解，而日新月异的生物技术

又为我们带来了全新的伦理议题。 

北京大学博古睿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主张，充分利用全球思想资源，挖掘能

够回应前沿科技范式挑战、具有跨学科启发性意义的、沟通过去与未来的哲学议题，培育并

塑造有时代影响力的人文思想和科学技术理念。 

自 2018 年底成立以来，中心聚焦人工智能哲学、生物技术哲学、以及中国哲学视域下

的前沿科技等课题。在人工智能伦理领域，我们推动科学家和哲学家的交流与沟通，提倡在

制定具体伦理守则之前，思考根本性的问题，出版合集《智能与智慧-人工智能遇见中国哲

学家》（中信出版社，2020）；在研究“共生”这个主题时，我们认识到地球不仅仅是人类的；

人类与微生物、气候和技术促成的新兴跨物种生物群落紧密相连，相互依赖。我们需要在中

立看待人类存在的基础上理解共生，并在此基础上探索能够应对行星性挑战的治理变革。 

中心计划在科技与哲学的交叉领域中做出进一步的拓展。一方面，我们将关注生命科学、

认知科学、智能科学等前沿科技研究为哲学等传统人文学科带来了何种议题与挑战；以及如

何从哲学层面出发，为这些前沿科技相关议题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新的视角与思想资源。中心

鼓励开展卓有成效的跨领域对话，结合比如关于演化、认知、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的研究进

展，对生命、人类社会、及人的自我理解做出具有前瞻性的哲学思考。另一方面，我们将从

科幻文学与艺术等角度入手，围绕科技与人文的底层关联以及人类未来走向等话题展开研讨。

我们希望充分挖掘不同语言文化及历史传统下的思想资源，对在深度科技化时代如何构建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世界图景做出积极的理论探索。我们鼓励跨学科、跨领域的思考者加入我

们的项目，共同推进这一系列兼具时代迫切性与长远意义的课题的丰富与发展。 

本项目与中心的“前沿科技与社会”、“治理转型与变革”项目紧密联系，为两者提供深

层思想资源的指导，增进人类对这个变革时代的理解，助力全球各机构、政策制定者以及公

众应对这些影响人类的深刻变化。 

https://berggruen.org.cn/article/CITIC-publishing-the-first-masterpiece-of-berggruen-series-intelligence-and-wisdom
https://berggruen.org.cn/article/CITIC-publishing-the-first-masterpiece-of-berggruen-series-intelligence-and-wisdom
https://berggruen.org.cn/activity/colloquim-symbiosis-a-perspective-of-life-science-and-philosophy


 

前沿科技与社会项目简介 

生命科技和数字技术的高速发展及其广泛应用正在深刻地改变人类社会的组织形态，我

们亟需对前沿科技和社会之间的相互影响做出及时的评估与反思。 

北京大学博古睿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主张，充分利用全球思想资源，从跨领

域的角度，深度考察前沿科技发展为人类社会带来的变革与影响，并探索我们在伦理和治理

方面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自 2018 年成立以来，中心聚焦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等研究带来的相关伦理和社会讨论。

在与剑桥大学利弗休姆未来智能研究中心（Leverhulme Centre for the Future of Intelligence）

合作的“中国人工智能叙事”项目中，我们探索中国古代经典和民间传说、当代科幻叙事和

媒体对当代大众关于智能技术态度的影响；在“想象未来”项目中，我们邀请科学家、哲学

家、社科专家、作家和艺术家，对未来三十年科技的可能影响做出预测，我们希望能促进以

证据为基础、以未来为导向的哲学和伦理思考；中心联席主任与学者还参与了国家机器人标

准化总体组委托的《中国机器人伦理标准化前瞻》项目。 

中心希望在科技与社会的交叉领域中进一步拓展，秉承开放的理念，鼓励对不同社会历

史文化背景及其关系理性的差异做出充分考察，并由此对前沿科技及其相关伦理议题底层的

文化社会内涵进行挖掘：从疫情带来的对科学技术的社会意义及其伦理基础的根本性反思，

到人工智能、基因编辑、微生物群落等技术和概念的发展为社会治理带来的全新挑战，我们

鼓励跨学科、跨领域的思考者加入我们的项目，共同拓展、推进这一系列具有深刻现实及未

来意义的时代课题。 

本项目与中心的“前沿科技与哲学”、“治理转型与变革”项目紧密联系，从结构性上增

进人类对这个变革时代的理解，培养和发展新的思想和理念，助力全球各机构、政策制定者

以及公众应对这些影响人类的深刻变化。 

  

https://berggruen.org.cn/activity/colloquim-ai-narratives-in-contemporary-chinese-science-fiction
https://berggruen.org.cn/activity/56


 

治理转型与变革项目简介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巨大变革与转型的时代。前沿科技迅速发展迭代、地缘政治角力加

剧、多国政治极化、社会撕裂、气候危机不断深化，全球冠状病毒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些

全球性的变革与挑战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社会。 

北京大学博古睿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主张，充分利用全球思想资源，探讨和

挖掘契合全人类及其生存环境整体利益的、面向未来的全球性治理理念，培育并塑造有全球

影响力的新思想、新观念与新实践。 

自 2018 年底成立以来，中心聚焦全球治理，在“天下”体系项目中，我们探讨以至大

无外的开放性、天下一体性与关系理性为基础的天下观对构建全球治理体系的启发、影响与

推动。 

中心希望进一步拓展治理方面的探索，关注源于全球哲学、文化、历史传统的价值观体

系是如何塑造和限制当下全球社会的治理理念与实践。我们鼓励挖掘底层思维，在个人、社

会、政治、及文化生态等多个层面对人类关系理性的本质进行反思，探索如何在超越已有系

统局限性的基础上走向一种真正开放多元的、兼具全局性视野的价值观体系。借助对这一价

值观的探索，我们将致力于思考如何构建以全人类及其生存环境整体利益为导向、体现和谐

共生的“行星式思维”的未来全球组织及治理模式（a planetary system）。我们鼓励跨学科、

跨领域的思考者加入我们的项目，共同推进这一意义深远的思想转向和升维。 

本项目与中心的“前沿科技与哲学”、“前沿科技与社会”项目结合，与博古睿研究院洛

杉矶中心的相关项目紧密联系，通过举办学术研讨会，支持实验性探索，推出全媒体传播产

品等，助力全球各机构、政策制定者以及公众应对全球变革带来的挑战。 

 

https://berggruen.org.cn/activity/colloquim-tianxia-in-comparative-perspective-alternative-models-of-geopolitical-ord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