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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陳瑞麟 

現  職：中正大學哲學系教授（講座教授） 

聯絡址：嘉義縣民雄鄉三興村大學路 168 號 中正大學哲學系 

TEL/FAX(H)：05-2724348 

Mobile: 0922-198651（限簡訊） 

Email：pyrlc@ccu.edu.tw 

 

學歷： 

1993/9～1998/6     國立台灣大學哲學博士 

1990/9～1992/6     國立台灣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 

1985/9～1990/6     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畢業 

 

現職： 

2015/8-        中正大學哲學系主任 

2009/10-       中正大學講座教授 

2008/8-     中正大學哲學系教授 

 

教學經歷： 

2008/8-2010/7  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系教授＆東吳大學哲學系教授（合聘） 

2006/8-2008/7  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系副教授＆東吳大學哲學系副教授（合聘） 

2003/8-2006/8  東吳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2003/9-2005/7  國立陽明大學護理學院兼任助理教授（博士班「科學哲學」課程） 

2002/9-2005/7  國立交通大學通識中心兼任助理教授（「科幻與哲學」） 

1999/8-2003/7  東吳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 

1998/9-1999/9   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1998/9-1999/6   靜宜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科兼任助理教授 

 

學術經歷： 

現況（校外） 

2014/8-       成功大學人類研究倫理委員會書審委員 



2014/1-        Korean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韓國科學哲學學會機關 

期刊）編委 

2012/5-        台灣科技與社會（STS）研究學會理事長 

2006/4- …………East-Asia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EASTS) 編輯委員 

 

現況（校內） 

2014/1-2015/8   中正大學人類研究倫理委員會委員 

 

歷來 

2010/1-2012/12  國科會科教處「科普教育與傳播」學門委員 

2011/8-2012/1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university of Minnesota）科學哲學研究中心

（Minnesota Center for Philosophy of Science）訪問學人 

2008/6-2012/5   台灣科技與社會（STS）研究學會理事 

2006/7-2014/12   《科技、醫療與社會》期刊主編（第四、五、六’、七屆） 

2004-2005      台灣哲學學會監事。 

 

主要專長領域：科學哲學、自然哲學、西方科學史、科技與社會 

次要專長領域：語言哲學、分析哲學 

 

學術榮譽：  

98 學年度中正大學「講座教授」 

97 學年度國科會傑出學者計畫「科技行為與社會生態：建構一個共演化的動力模型」

(NSC97-2410-H-194-106-MY3) 

95 學年度中正大學「研究傑出特聘教授」 

94 學年度（2006 年）榮獲「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著作獎」（得獎著作：《科學理論版

本的結構與發展》） 

93 學年度東吳大學「傑出研究獎勵」 

92 學年榮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92-94 學年） 

89 學年度國科會甲種獎勵 

88 學年度國科會甲種獎勵 

 

學術獎助記錄： 

國科會研究計畫補助與執行（自 91 學年起計畫均有主持人費）： 



102-103 學年度國科會科教處整合型計畫「流動在專家與民眾之間的科學文字：生

物、醫療、健康普及文本的知識建構與傳播」（NSC 102-2511-S-194-002-MY2），

總計畫暨子計畫主持人。 

101-103 學年度國科會「物理與生物學中的個體化」整合型計畫，總計畫暨子計畫

主持人，子計畫「實驗科學的個體化」補助(NSC101-2410-H-194-064-MY3)， 

99-100 學年度國科會「台法國際合作幽蘭計畫」補助(NSC100-2911-I-194-501-MY2)。 

98-100 學年度國科會「科學哲學」圖書計畫(NSC98-2420-H-194-009-2E3)。 

97-99 學年度國科會傑出學者計畫「科技行為與社會生態：建構一個共演化的動力

模型」三年計畫(NSC97-2410-H-194-106-MY3) 

96-97 學年度國科會補助專書寫作計畫「干預自然：科學實踐的哲學」二年計畫

(NSC96-2420-H- 194-002-MY2) 

95 學年度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科學變遷是怎麼進行的？(3/3)」(NSC95-2411 

-H-194-035) 

94 學年度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科學變遷是怎麼進行的？(2/3)」(NSC94-2411 

-H-031-002) 

93 學年度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科學變遷是怎麼進行的？(1/3)」(NSC93-2411 

-H-031-005) 

92 學年度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科學實驗與可落實模型(2/2)」(NSC 92-2411-H-031- 

001) 

91 學年度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科學實驗與可落實模型(1/2)」(NSC 91-2411-H-031- 

004) 

90 學年度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建構、實在與可落實性」(NSC 90-2411-H-031-013) 

89 學年度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科學概念的指稱與投射」(NSC 89-2411-H-031-012) 

 

其他計畫 

104 學年高級中等學校人文及社會科學基礎人才培育計畫（國立中正大學分項計

畫）」 

100 學年參與中研院法律所補助組群計畫「法律中的科學──擷取、轉化與自我再

製」（協同主持人，總主持人邱文聰教授） 

98-100 學年參與蔣經國基金會補助的「德性知識論與中國哲學」（協同主持人，總

主持人東吳大學米建國教授） 

94 學年度參與鄧育仁教授主持「哲學學門熱門及前瞻學術議題調查計畫」（國科會

人文學研究中心），負責 Philosophy of Science 期刊之調查與報告。 

90-92 年國科會人文學研究中心委託計畫「戰後台灣科學哲學研究成果」 

 

代表性著作 



1. 專書： 

2012,《認知與評價：科學理論與實驗的動力學》。台北：台大出版。（經審查） 

2010,《科學哲學：理論與歷史》。台北：群學出版社。 

2006,《科幻世界的哲學凝視》。台北：三民書局。 

2004,《科學理論版本的結構與發展》。台北：台大出版中心。（經審查） 

 

2. 代表性論文： 

2015, “The Experimental Realization of Individuality.” In Alexangre Guay and Thomas 

Pradeu (eds.). Individuals across the Scienc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Experimental Discovery, Data Models, and Mechanisms: An Example from 

Mendel’s Works.” In Chao, Hsiang-Ke, Szu-Ting Chen and Roberta Millstein 

(eds.). Causality and Mechanisms in Philosophy of Biology and Economics. 

Springer Press. 

2011, “The STS challenge to philosophy of science in Taiwan”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5, No.1: 27-48.  

2005, 〈科學的戰爭與和平──關於「科學如何運作」的建構論與實在論之爭〉，

《歐美研究》，第三十五卷第一期，頁 141-223。 

2003, 〈科學概念的指稱與投射〉，《歐美研究》第三十三卷第一期，頁 125-192。  

2000, “Theory Versions Instead of Articulations of Paradigm,”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31A, No. 3, pp. 449-471. (SSCI, A&HCI 期刊)（本文獲國

科會八十九年度甲種研究獎勵）   

 

指導學生論文 

 
已畢業： 

許忠浩，Partial Formalization of Abduction and Its Application: A Simplified Case. 國立

中正大學哲學所碩士論文。2015 年 7 月。 

邱獻儀，《生物目的性現象的科學說明之研究》，國立中正大學哲學所博士論文，2012

年 6 月。 

許以勤，《科技與異化，科幻的真實：從科學怪人到商品化複製人》，國立台南大學

音像藝術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年 1 月。（與黃玉珊教授聯合指導） 

薛甯中，《孔恩的不可共量性與框架理論》，東吳大學哲學系碩士論文，2008 年 7 月。

（與林正弘教授聯合指導） 

葉筱凡，《燃素理論失敗的光榮紀事》，東吳大學哲學系碩士論文，2007 年 7 月。（與

林正弘教授聯合指導） 

呂柏駒，《從詮釋到實踐：規則依循問題的另一種可能》，東吳大學哲學系碩士論文，



2007 年 6 月。（與林正弘教授聯合指導） 

 

尚未畢業： 

葉筱凡，中正大學哲學所博士研究 

鍾容溱，中正大學哲學所碩士研究 

陳立昇，中正大學哲學所碩士研究 

謝承儒，東吳大學哲學所碩士研究 

 

會議組織、籌備與主辦 

2014/12/8-9：科學個體化國際會議（Taiwan Conference on Scientific Individuation） 

2014/12/1-4：國際科學教育的歷史與哲學第二屆亞洲會議（International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Teaching: Asian Conference） 

2014/3/7-8：台日生物學哲學工作坊（Japan-Taiwan Philosophy of Biology Workshop） 

2013, 2014, 2015, 2016 台灣科技與社會研究學會年會第五到八屆。 

2008/11/21-23：國際生物學與經濟學哲學會議暨工作坊（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 

Workshop on the Philosophy of Biology and Economy） 

2006：自然化的知識論和科學哲學會議暨工作坊（東吳大學哲學系） 

 

歷年演講、評論： 

 

2015/06/12：彰化師範大學理學院洪連輝院長邀請在「2015 自然科學與教育研討會」

中「主題演講」（keynote speech），題目〈當前科學哲學的最新發展〉。 

2015/06/08：成功大學「工程人文」陳政宏教授演講系列邀請演講〈科學爭議與科

技爭議〉。 

2015/3, 4, 5：殷海光基金會邀請開設「海光書讀」，帶讀殷海光《思想與方法》。 

2015/03/04：台灣大學星艦學院（科幻社團）邀請演講〈科幻世界的哲學凝視〉。 

2014/12/16：成功大學王秀雲教授邀請演講〈對廢除死刑的六個困惑〉。 

2014/11/04：成功大學中文系葉海煙主任邀請演講〈科學哲學：科學與哲學的混血

兒？〉。 

2014/10/24：陸軍軍官學校機械工程系毛世威主任邀請演講〈科技社會中的科技倫

理〉。 

2014/9/26：陽明大學心智哲學所王文方主任邀請演講 “Mechanisms, Capacities, and 

Nomological Machines”  

2014/7/31：國家人權博物館邀請在「人權種子教師研習營」演講〈人權與權力〉。 

2014/4/17：成功大學王秀雲教授邀請在成功大學台綜大通識講座演講〈從哲學觀點

看「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爭議〉。 



2014/3/23：台灣科技與社會研究學會新任理事長就職演說〈台灣 STS 研究學會發展

的困境與機會：〉 

2013/12/09：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邱國力教授邀請演講〈科學推理與科學教育〉。 

2013/11/06：清華大學吳瑞媛教授邀請「知識與實在」課程演講〈近代科學的興起〉。 

2013/10/27：台灣哲學學會邀請在 2013 年年會「面對作者」場次主題演講〈認知與

評價〉，討論本人新書《認知與評價：科學理論與實驗的動力學》，評論

人王榮麟、陳思廷、歐陽敏。 

2013/10/09：中正大學傳播系暨電訊傳播研究所邀請演講〈科學與社會和科技傳播〉。 

2013/09/26：中興大學物理系「生物物理俱樂部」邀請演講〈基改食物的爭議──

從科學哲學的觀點看〉。 

2013/08/02：國家人權博物館邀請在「人權種子教師研習營」演講〈自由主義的播

種與收成〉。 

2013/06/21：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所傅大為教授應邀在「科哲與 STS」課程演講〈認

知、評價與 SSK〉（討論本人新書《認知與評價：科學理論與實驗的動

力學》。） 

2013/06/04：彰化師範大學科學教育所邀請演講〈雙人探戈：科史哲與科學教育關

係初探〉。 

2013/03/15：日本京都大學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系「台日生物學哲學」工作坊，應邀

參與並發表會議演說 （邀請單位補助機票和住宿）。評論與會者論文 

Senji Tanaka 的論文 The Organism Problem 

2013/01/10：清華大學通識中心林文源邀請於課堂演講〈疫苗注射與疫苗政策的爭

議〉。 

2012/10/24：於交通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第三屆科技與社會研究生會議」keynote 

speech 〈東亞 STS 理論的探險〉 

2012/05/16：法國巴黎第一大學科技歷史與哲學（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HPST, Paris I, Pantheon- Sorbonne University）

演講 Two New Approaches to the Old Issue of Reductionism （與博士生

葉筱凡合作） 

2012/02/24：台大出版中心與紀念殷海光先生學術基金會講座談會講〈堂堂溪水出

前村──殷海光的思想成就〉。 

2011/05/：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社會系演講〈什麼決定科學的選擇與變遷──經驗證據

或社會因素？〉 

2011/04/14：高雄市中學歷史教師讀書會演講〈科幻與哲學──從後人類談起〉 

2011/01/14：南台科技大學工程倫理工作坊演講〈科技社會中的科技倫理〉。 

2010/12/14：清華大學中文系演講〈中國文化能開科學嗎？牟宗三科學開出論的形

上學困難〉。 

2010/10/04：淡江大學電機系演講〈科學實驗的複製問題〉。 

2010/10/01：新竹工業技術研究所邀請講授「批判思考」課程。 



2010/04/14：陽明大學 STS 所演講〈兩種維根斯坦科學〉。 

2010/03/18：陽明大學 STS 所「STS 與科學哲學」座談引言人。 

2009/12/31：建國中學邀請演講〈機器人與人文與社會面貌〉。 

2009/05/08：朝陽科技大學資管系洪朝貴教授邀請演講〈科技社會中的科技倫理〉。 

2009/03/18 ： 清 華 大 學 資 訊 工 程 系 邀 請 演 講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Philosophy of Technoscience.  

2009/03/04：中正大學物理系邀請演講〈科學哲學的過去、現在、未來〉。 

2007/12/25：應彰化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邀請，演講〈科學哲學的過去、現在、

未來〉。 

2007/10/8 ：應台灣大學哲學系邀請，演講〈論科學評價〉。 

2007/10/3 ：應花蓮教育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邀請演講〈科學哲學的過去、現在、

未來〉和〈科學推理與科學教育〉。 

2007/1/20-22：應東吳大學哲學系與哲學教學研究中心邀請，擔任「2007 年邏輯與

批判思考研習營」主講人，演講「批判思考與科學推理」。 

2006/12/21：應東吳大學錢穆紀念館執行長葉海煙教授之邀，與林正弘教授對談「殷

海光──自由主義的播種與收成」。 

2006/12/20：應政治大學科技管理所許牧彥教授邀請演講〈科學哲學與社會科學哲

學〉。 

2006/8/3-4 ：參與東亞科技與社會國際英文期刊(East-Asia STS, EASTS)、台大社會

系與清大歷史所合辦「東亞 STS 國際論文研討會」，評論韓國漢陽大學

(Hangyang University)哲學系李尚郁(Sang-Wook Yi)教授論文 Changing 

Conceptualization of ‘Science and Value’ in the Unfolding of Hwang Case 

2006/6/1-3：規劃與主辦（與米建國教授聯合）東吳大學哲學系「自然主義知識論與

科學哲學」國際會議與工作坊，邀請美國知名科哲家 Ronald Giere 和 

Joseph Rouse 前來擔任工作坊的 keynote speakers。 

2006/5/22 ：應台南藝術學院音像藝術研究所井迎瑞所長和許以勤同學之邀，演講

〈科技在當代社會中的角色〉。 

2006/5/9  ：應南亞技術學院通識中心鍾愛主任之邀，演講〈科技與社會文化〉。 

2006/4/28 ：應真理大學通識學院張國一教授之邀，演講〈《邏輯與思考》的一點補

充〉。 

2006/4/17 ：應中正大學哲學系之邀，演講 The Structure of Experimentation and the 

Replication Degree 

2005/12/8 ：應長庚大學白裕彬教授之邀，於 12 月 8 日擔任「人文與社會醫學導論」

課程演講〈科學典範與創意〉。 

2005/11/30：應交通大學通識中心曾華璧教授之邀，於 11 月 30 日擔任「愛因斯坦在

交大：專題課程」的授課講師，演講〈科學家/哲學家：愛因斯坦對世

界思想的影響〉。 

2005/10/  ：應台北護理學院曹麗英教授之邀，於 10 月 20, 27 日擔任「科學哲學與



知識發展」授課講師二次。 

2005/10/13：應高雄應用科技大學通識中心之邀，於 10 月 13 日演講「當代科技哲

學的最新發展」。 

2005/10/4 ：應高雄第一科技大學通識中心之邀，於 10 月 4 日演講「當代科技哲學

的最新發展」。 

2005/10/1 ：應台灣哲學學會之邀，於 10 月 1 日在誠品書局視聽室演講「我們能區

分科學和偽科學嗎？」於 10 月 8 日參與座談擔任引言人。 

2005/6    ：應東吳大學經濟系林沁雄教授之邀，擔任清華大學哲研所陳思廷教授

的論文評論人“Commodity Trade and Factor Mobility─Substitutes or 

Complements? A case study of economic theorizing”，6 月 21 日在東吳大

學經濟系舉行。 

2005/5    ：應東吳大學政治系徐振國教授之邀，擔任東海大學哲研所苑舉正教授

論文〈一個沒有固定方法的方法論──論「典範知識」的「默會成分」〉，

在「且讓井水通河水──政治學方法論研討會」，5 月 14, 15 日在文化

大學推廣部舉行。 

2005/3    ：應陽明大學通識中心郭文華老師之邀，擔任「生物科技發展的啟示」

課程講師，演講「科學典範與創意」（3 月 10 日）和「科技協助文化創

意──科幻電影的啟示」（3 月 17 日） 

2004/12/17：應中央大學創意研究室王燦槐教授之邀，擔任中央大學《創意與哲學

典籍讀書會》一場次的導讀人（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ch. 3）。 

2004/12/9 ：應台北市立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張鍠焜教授之邀，演講「當代科

學哲學的最新發展」。 

2004/11/7 ：東吳大學化學系毛玉麟教授邀請演講「做一位探察生活與自然謎題的

偵探」。 

2004/8/2  ：應高雄科技工藝博物館王玉豐主任之邀，於該館舉辦的「物質與文化

課程」擔任授課教師，演講「科技博物館中的『科技想像』」。 

2004/5/28 ：應清華大學 STS 研究計劃主持人雷祥麟教授邀請組織台灣第一屆 STS

研習營的部分場次，並擔任評論人。於五月 28、29 日在日月潭國際青

年活動中心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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