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从工程管理到社会管理>>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从工程管理到社会管理>>

13位ISBN编号：9787030360861

10位ISBN编号：7030360869

出版时间：2012-11

出版时间：科学出版社

作者：黄顺基　等著

页数：237

字数：299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从工程管理到社会管理>>

内容概要

　　《从工程管理到社会管理（钱学森科学技术思想研究丛书）》主要内容包括：上篇，从社会管理
的时代背景，论述钱学森创建社会工程的基本设想。
在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新形势下，如何组织管理社会？
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如何组织管理现代化建设？
这是我们时代的新课题。
中篇，论述钱学森创造性地提出的构建社会工程总体框架的思路。
下篇，论述社会工程的基本思想与基本方法：“开放复杂巨系统
”概念；信息方法与大系统协调控制理论在“综合集成法”中的作用。

《从工程管理到社会管理（钱学森科学技术思想研究丛书）》适合党政领导干部、国家公务员及社会
人士、高校师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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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一个事关现代化建设全局的社会系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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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组织管理
　 主要参考文献
　 中篇 社会系统工程的总体框架——社会管理的创新研究
　第四章 社会系统工程的思想基础
　 4.1 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论述
　 4.1.1 社会形态及社会与自然的关系
　 4.1.2 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
　 4.1.3 社会形态的变革与生产力的发展
　 4.1.4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与秘密
　 4.1.5 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
　 4.2 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创新
　 4.2.1 中国共产党关于建党60年的理论总结
　 4.2.2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4.2.3 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
　 4.2.4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4.2.5 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
　 4.3 新形势下组织管理现代化建设的新问题
　 4.3.1 现代化建设的国际环境
　 4.3.2 现代化建设的国内环境
　 4.3.3 在基本国情不变与快速发展的情况下出现的新问题
　 主要参考文献
　第五章 社会系统工程对管理科学的丰富与发展
　 5.1 从企业的经营管理发展起来的行为科学
　 5.1.1 管理的起源与管理科学的诞生
　 5.1.2 行为科学的兴起
　 5.1.3 组织行为学是行为科学的新发展
　 5.1.4 组织行为学的新动向
　 5.1.5 行为科学在管理科学发展史上的地位
　 5.1.6 行为科学存在的问题
　 5.2 从一般系统论发展起来的系统管理理论
　 5.2.1 系统思想与系统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5.2.2 系统管理理论的诞生及其基本思想与主要内容
　 5.2.3 系统管理理论与行为科学理论的比较
　 5.3 从战争的需要发展起来的运筹学
　 5.3.1 运筹学的产生
　 5.3.2 钱学森对运筹学的发展
　 5.3.3 运筹学的分支
　 5.4 钱学森对管理科学的分析、概括与创建
　 5.4.1 钱学森对中国行为科学的分析与创建
　 5.4.2 钱学森对系统管理理论的分析与创建
　 主要参考文献
　第六章 社会系统工程对系统工程的丰富与发展
　 6.1 工程的组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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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1 工程组织管理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6.1.2 现代工程是一个系统
　 6.1.3 现代工程组织管理的职能
　 6.2 系统工程是现代工程的组织管理技术
　 6.2.1 系统工程的诞生
　 6.2.2 钱学森对系统工程的发展
　 6.3 社会系统工程对系统工程的发展
　 6.3.1 从系统工程到社会系统工程
　 6.3.2 社会工程的理论前提
　 6.3.3 社会工程的认识过程与组织机构
　 6.3.4 社会工程的设计与实施
　 6.3.5 建设社会工程的学科体系
　 主要参考文献
　第七章 社会系统工程的思想与方法
　 7.1 历史上的系统思想
　 7.1.1 古代的系统思想
　 7.1.2 近代的系统思想
　 7.2 现代的系统观与系统理论
　 7.2.1 系统观与机械观的对立
　 7.2.2 一般系统论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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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1 自然系统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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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2 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概念
　 7.4.3 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研究方法
　 7.4.4 钱学森的综合集成法对系统方法的创新
　 主要参考文献
下篇 社会系统工程是组织管理的现代化——社会管理的科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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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钱学森适应当代世界与中国发展的新形势创建新的方法论
　 8.1.1 社会系统工程是在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新形势下提出的
　 8.1.2 社会系统工程的基本思想原则
　 8.2 钱学森从认识论的角度分析社会系统工程的对象
　 8.2.1 社会工程的对象是特殊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
　 8.2.2 社会工程对象与近代自然科学对象的重大区别
　 8.2.3 社会工程的基本概念
　 8.3 钱学森关于近代自然科学方法的论述
　 8.3.1 近代自然科学方法的产生
　 8.3.2 近代自然科学方法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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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钱学森从方法论的角度论述社会工程的方法
　 8.4.1 科学转变时期方法论革新的重要性
　 8.4.2 钱学森对综合集成法的方法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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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2 信息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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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从认识论信息到方法论信息(信息方法)
　 9.3.1 认识论信息的加工产物
　 9.3.2 信息方法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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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4 信息方法的意义
　 9.4 信息方法在综合集成法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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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3 系统工程递阶控制总体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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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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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 自治调节
　 11.1.2 协调控制
　 11.2 社会系统工程的大系统协调控制方法
　 11.2.1 社会系统工程的大系统可协调性
　 11.2.2 社会系统工程大系统“递阶协调控制”方法
　 11.2.3 社会系统工程大系统“分散协调控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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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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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社会系统工程的广义模型
　 12.1.1 集成广义模型
　 12.1.2 控制论模型
　 12.1.3 变粒度模型
　 12.1.4 智能化模型
　 12.2 社会系统工程广义模型的建模方法
　 12.2.1 社会系统工程广义模型的建模原则
　 12.2.2 社会系统工程广义模型的建模方法
　 12.2.3 社会系统工程广义模型的建模步骤
　 12.3 社会系统工程的智能仿真方法
　 12.3.1 社会系统工程智能仿真的概念
　 12.3.2 社会系统工程智能仿真方案
　 12.4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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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8月-1918年11月）前，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
已经开始干预经济活动，出现了一些国家垄断资本形式（如国有企业和半国有企业）。
第一次世界大战加速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
由于战争和经济破坏，各交战国都出现了人力、物力、财力紧张的现象。
为了动员和集中力量支持战争，它们纷纷设立战时经济管制机构，对各重要部门的生产、原料分配、
劳动力调度、运输工具的使用、重要生活必需品的分配以及贸易、金融、物价、工资等实行国家直接
控制和强制性的调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年9月-1945年9月）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统治
地位。
所谓国家垄断资本，就是资产阶级国家同私人垄断资本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垄断资本主义。
它实质上是垄断资本利用国家政权，并通过国家政权干预和调节社会经济生活，以保证垄断资本获得
高额垄断利润，保证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转。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资产阶级国家直接参与社会资本的再生产过程，它成为经济上的总的垄断资本家
，“理想的总资本家”，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发展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在这一阶段，“科学一技术一产业”的特点是：以原子能的利用和电于计算机的发明和广泛应用
的产业革命，使得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电子化时代，生产的自动化和专业化程度大大提高，劳动
社会化的广度与深度得到空前发展，创造了崭新巨大的社会生产力。
据统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战后20多年生产的产品，超过了过去200多年生产产品的总和。
与科技革命和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相适应，国家对社会经济的调节作用日益加大。
　　但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仍然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仍然是以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和
资本主义制度为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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