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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

李恒威



姓  名 李恒威 性  别 男

身份证件 [居民身份证]6****************4

民  族 汉族

出生年月 1971-11 政治面貌 中共

文化程度 研究生 学  位 博士

出生地 湖南省长沙市宁乡县

专业技术职务 教授 党政职务 浙江大学哲学学院党委书记

最高学历所学专业 文科类其他专业 现从事专业 哲学其他学科

最高学历毕业学校 浙江大学 最高学历毕业时间 2005-03

工作单位 浙江大学

参加工作时间 1993-08 工作单位邮编 310058

家庭住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紫金西苑

家庭住址邮编 310058 联系电话 0571-87079878

手 机 138****2736 E-mail chlhwei@zju.edu.cn

国外留学情况 2009.11-2011.07，丹麦哥本哈根大学，访问学者

一、担任职务、荣誉称号

浙江省“万人计划”文科领军人才；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哲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

浙江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

浙江大学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副主任；

《心理科学》编委会，2018年，编委，2018-2021年；

《自然辩证法通讯》编委会，第五届，编委，2019-2022年；

浙江省高校教师教学发展中心联盟，理事长，2018年-至今；

浙江省高教学会教育质量保障与评价分会，理事长，2020年-2022.01。

二、工作简历

2021.11-                浙江大学哲学学院 党委书记

2017.08- 2021.11 浙江大学本科生院教研处 处长

2016.04-2017.08  浙江大学本科生院教务处 副处长

2013.08-2017.08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副院长

2011.12-                浙江大学 教授

2009.11-2010.07  丹麦哥本哈根大学 访问学者

2007.08-2011.12  浙江大学 副教授

2005.04-2007.08  浙江大学 博士后



1993.07-1999.09  江苏徐州建材机械厂 工程师

三、获奖情况
（★表示主要奖项。）

序号 奖励级别 获奖名称 项目名称 等级排名 获奖时间

1 省部级 浙江省教学成果奖

“知识、能力、素质、人格

”并重的 KAQ2.0 新时代一流

本科教育体系 ★

一等奖

，4/15
2021-12

2 其它

其它（浙江大学哲学

社会科学研究优秀著

作奖）

意识：形而上学、第一人称方

法和当代理论 ★

二等奖

，1/1
2020-12

3 其它
其它（浙江大学教学

成果奖）

院系本科教学工作评价体系及

信 息化的探索与实践

一等奖

，1/10
2021-08

四、参与过的主要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起止时间 项目性质和来源
经费总额

（万元）

本人排名、参与人数

和任务

1 心智的生命观研究

2020-09

至

2023-09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

项目
20.00 1/7，项目主持人

2
个人同一性研究的当

代发展

2018-09

至

2024-03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

项目子课题
6.00 1/4，子课题负责人

3
意识的第一人称方法

论研究

2014-08

至

2019-06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

项目
20.00 1/4，项目支持人

4 认知哲学研究

2013-09

至

2019-09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

学研究重大课题攻

关项目子课题

18.00 1/8，子课题负责人

5
认知科学对当代哲学

的挑战

2011-09

至

2018-09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重大项目子课题
2.00 1/1，子课题负责人

五、代表论文
（★表示主要代表论文。）

序号 论文题目 刊物名称 索引 论文类别 时间 排名
引

用

1
心智的生命观：从实

用主义到预测心智 ★
社会科学战线 其它 国内期刊 2021-09 1/1 1

2

心智的生命观及其对

人工智能奇点论的批

判 ★

哲学研究 其它 国内期刊 2019-06 1/2 13

3
生成的自我——来自

生成论和佛学的研究
应用心理学 其它 国内期刊 2021-12 通讯作者 0

4
有意识的观察者

自然辩证法通讯 其它 国内期刊 2021-07 1/2 0



——”心灵与认知

“丛书述评

5
人工意识与整合信息

理论
浙江学刊 其它 国内期刊 2021-04 1/3 0

6
后人类社会图景与人

工智能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
其它 国内期刊 2020-09 1/2 14

7
从心智到文化:达马西

奥的生命哲学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

学版）
其它 国内期刊 2020-07 1/1 5

8

赛博格与（后）人类

主义——从混合1.0到

混合3.0

社会科学战线 其它 国内期刊 2020-01 1/2 17

9

人工智能威胁论溯因

——技术奇点理论和

对它的驳斥

浙江学刊 其它 国内期刊 2019-03 1/2 12

10
社会存在论:一种社会

形成机制的分析
自然辩证法研究 其它 国内期刊 2019-02 1/2 3

11
认知科学:再启两种文

化的对话
社会科学战线 其它 国内期刊 2018-03 1/2 7

12
反身一元论:威尔曼斯

意识思想简论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
其它 国内期刊 2018-01 1/2 2

13
自创生理论40年:回顾

和思考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

学版）
其它 国内期刊 2018-01 1/2 9

14
人工智能威胁与心智

考古学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

文社会科学版）
其它 国内期刊 2017-12 1/2 22

15
自然主义泛心论:基本

观念和问题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
其它 国内期刊 2017-01 1/2 7

六、代表著作

序号 著作题目 出版社 类别 出版时间 排名

1 超级心智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译著 2020-12 1/3

2 万物的古怪秩序 浙江教育出版社 译著 2020-05 1/1

3

意识：形而上学、第

一人称方法和当代理

论

浙江大学出版社 专著 2019-12 1/1

4 弥散心智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译著 2019-05 1/2

5
灵魂之尘：意识的魔

法
浙江大学出版社 译著 2017-08 1/3

6 看不见的视力：对有 浙江大学出版社 译著 2017-07 1/2



意识和无意识视觉的

探索

七、专利情况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类别 批准时间 排名 授权 投产

1 无



八、突出贡献事迹
（简述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及取得显著经济、社会效益等情况）

（一）事迹简介

申请人以深厚学术底蕴在认知科学哲学、心智哲学、意识科学与东方心学比较研究等领域做了大量开拓性

、基础性和前沿性的研究以及学术翻译工作，主要包括：在意识的形而上学研究上独创性地提出并发展

“两视一元论”的主张；拓展和深化“第二代认知科学”研究范式，独创性地提出并发展“心智的生命观

”的思想；开展了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与当代技术文化思潮的研究；对认知科学的最新范式“预测

加工理论”进行拓展性研究。

（二）详细事迹

申请人以深厚学术底蕴、强烈学术热情，在认知科学哲学、心智哲学、意识科学、东方心学等领域开展了

开拓性、基础性和前沿性的研究。（1）开展系统、综合的意识的跨学科和跨传统研究：提出和发展“两

视一元论”的形而上学主张；开拓意识的第一人称方法论研究；拓展当代意识理论研究，对当代主要的意

识理论做了大量的译介和研究，出版相关译著16部；出版了国内第一部综合研究意识的哲学专著《意识

：形而上学、第一人称方法和当代理论》（2019）。（2）拓展和深化“第二代认知科学”研究范式的主

题和内容，在生命-心智连续性论题的基础上提出“心智的生命观”这一理解心智本性的基本思想，并以

此为基础发展了反对人工智能奇点论、生命组织与目的论、预测心智与实用主义的研究。（3）在认知科

学哲学、心智哲学、意识科学、东方心学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开展了人工智能与当代技术文化思潮研究

，讨人工智能与人类社会的互动、人类社会在技术推动和塑造下的未来形态以及人性在新技术渗透下的变

迁，讨论后人类社会、赛博格等主题。（4）对认知科学的最新范式“预测加工理论”进行拓展性研究

，正在进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当代认知科学范式的相关性研究。预测加工理论是认知科学领域近20年来

涌现出的一种雄心勃勃的理论，它试图为人的“认知和行动”提供一个统一的解释框架。申请人以前期研

究为基础，将其与自创生理论（心智的生命观）、心智的表征-计算理论（第一代认知科学范式）、4E认

知（第二代认知科学范式）进行深入比较，对其核心概念、核心观点及整体研究纲领开展奠基性审查和批

判工作，从而推进预测加工理论的完善与发展。

申请人多次受邀参加国际性学术会议并做报告，担任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24th World Congress of

Philosophy）“认知神经科学哲学”分会场主席，受邀参加第四届国际昏迷与意识会议（The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aand Consciousness）；在校内举办西溪哲学对话、人工智跨文理对

话高峰论坛、当代认知科学与道家心学会议、第十七届“心灵与机器”会议、新兴技术、技术治理与后人

类社会研讨会、当代认知科学与实用主义研讨会等具有影响力的学术会议；多次受邀在“心灵与机器”、

“全国科学哲学年会”等学术会议上做大会报告和主旨发言。申请人多次邀请国际知名学者，如著名美国

认知科学家侯道仁（Douglas Richard Hofstadter）等人，来浙江大学开展合作研究。申请人带领的团队

为认知科学哲学的国际合作搭建了平台，成立浙江大学意识科学与东方传统研究中心，积极邀请海外专家

来华交流，与亚利桑那大学的意识研究中心、哥本哈根大学主体性研究中心等国际研究机构建立合作关系

。申请人对具身认知的开拓性研究不仅受到哲学界的广泛反响，而且在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等领域产

生热烈回应。

申请人在学术领域内已出版研究专著3部，相关译著20余本，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等国内权威、A＆HCI和SSCI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20余篇。申请人在认知科学的

哲学研究上不断开拓，持续耕耘，竭心尽力培养后学，是一位学术基础深厚、极具开拓进取精神、学风严



谨、科研组织协调能力强、学术成绩突出、发展全面的中青年学者，在国内的认知科学哲学、心智哲学、

意识的哲学-科学研究上有重要贡献。

　　本人承诺以上所填信息均属实。                           申报人签名：

                                                                              年   月   日



九、所在单位意见



十、同行专家评议意见



十一、市或省厅局意见



十二、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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