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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远自古希腊，人们笃信和向往的世界是稳定的、有序的、平衡的、对称的、确定的、线性的⋯⋯随着
科学研究的进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从弥漫的星云物质到星系、太阳系、地球、生命、人类社会，
就是一个平衡性、对称性、稳定性不断破缺的过程；我们所处的大干世界也就是从混沌到有序，从简
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不断演化的过程。
特别是20世纪横断科学蓬勃兴起，一批重大理论的创立与发展，包括40年代以研究存在为主要目标的
他组织理论：一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70年代以研究演化为主要目标的自组织理论：耗散结构
论、突变论、协同学、混沌学、分形理论等；80年代以研究复杂性为主要目标的复杂性科学。
这些理论从更深更广的范围揭示了客观世界的发展变化规律，使人们的认识从平衡态到非平衡态、从
确定性到非确定性、从线性到非线性、从无序到有序、从他组织到自组织、从简单到复杂推进。
系统科学把横断科学提出的一些基本概念，诸如系统、结构、层次、信息、控制、反馈、分岔⋯⋯合
理吸收过来，提炼出来，作为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养料，使其在一个和谐的框架中运行，并且从各种不
同学科所出现的问题出发，说明系统观点的必要性，从而又显现出与其他学科不同的一些特点。
今天，系统科学思想正以空前的广度与深度向人类几乎所有的知识领域渗透，以其跨学科性、综合性
和普适性影响并促进当代科学的发展。
可以说，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生态的、管理的，等等，都需要
从系统科学中寻找理念、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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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地阐明了系统科学发展中所遇到的一些重要课题，以及科学家们为解
决这些问题提出的思想、理论和方法，揭示了系统科学发展的前沿与热点。
其内容既不过于艰深，又不陷于一般的科普，为广大读者走进系统科学，接受系统思维的熏陶，感受
系统科学文化的魅力，提拱了一部理论性与普及性兼顾的书。
　　本书可作为理工类和管理类系统工程专业的高年级本科生、研究生公共选修课的教材，也适合从
事系统科学研究的教师、科研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及高级管理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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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3.控制维纳创立的控制论是从行为和功能的角度将生物和机器进行类比，把生物的目的性赋予
机器；用机器的负反馈概念去理解生物系统。
一个控制系统，就是通过信息变换过程和反馈原理实现的。
“控制”这个词，现在已经成为入们使用频率很高的常用口语了。
一个系统的控制为什么能够实现呢？
这是基于系统中的被控对象存在着可能性空间。
什么是可能性空间呢？
世界上许多事物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在事物发展的初期，它们往往有多
种发展的可能性，只是由于条件或者机遇的关系，最终才沿着某一特定的方向发展下去。
一个系统中的被控对象也必定存在着多种发展的可能性，如果它的未来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无所谓控
制了。
比如，光在真空中的传播速度是恒定的，因此我们不可能控制光在真空中的传播速度。
我们将事物的发展变化中的各种可能性集合称为这个事物的可能性空间。
任何事物，都有它一定的可能性空间，但这仅仅是可能性而已，至于事物具体发展成为可能性空间中
的哪一种状态，还要看条件而定。
由此可见，控制的概念与事物的可能性空间密切相关，它是控制论中最基本的概念。
所谓控制，就是人们根据自己的目的，改变条件，使事物的可能性空间缩小，沿着某种确定的方向发
展，从而形成控制。
因此，一切控制过程，实际都是由三个基本环节构成的：（1）了解事物面临的可能性空间是什么；
（2）在可能性空间中选择某一些状态为目标；（3）控制条件，使事物向既定的目标转化。
控制论在系统科学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它是一门带有普遍性的横断科学。
一般系统具有物质、能量和信息三个要素。
但控制论只把物质和能量看做系统工作的必要条件（硬件），并不探究系统是用什么物质构造的，能
量是如何转换的，而是着眼于信息方面。
在控制论中，对系统的控制和调节不是通过物质和能量的反馈来实现的，而是通过信息的反馈来实现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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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狄更斯在《双城记》中有一段名言：“这是最好的时期，也是最坏的时期；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
蠢的时代；这是信任的时代，也是怀疑的时代；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希望的冬天；我们的前途无量
，同时又感到希望渺茫；我们一齐奔向天堂，我们全又走向另一个方向⋯⋯”狄更斯的话令世人深感
发展与挑战并存。
的确，我们正面临历史上最伟大、最困难、最关键的抉择。
诚如胡锦涛总书记指出：“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中国的改革开放如同巨龙腾飞。
而今，这条巨龙已经腾飞了30年，其直接成果就是中国崛起，并屹立于世界经济强国之林。
而后，中国改革开放大业将面对更复杂局面：在国内，改革进入“深水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开辟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道路
，其任务艰巨；在国外，全球化浪潮为各种经济政治力量的博弈增加新的巨大变数，我们将面临更尖
锐的挑战。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把人类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推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另一方面，人类进入21世纪，面对的是一个空前复杂和充满不
确定性的社会，引发了许多新问题和新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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