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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系统科学是20世纪后半叶形成的综合性横断科学，它以自然和社会领域的复杂系统为研究对象，运用
综合、整体、集成的方法，特别强调定性分析与定量计算的结合，提出了层次、涌现、适应等概念，
并大量使用计算机工具对系统状态加以描述，对系统演化过程进行分析，它的发展大大推进了自然科
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21世纪，人类社会的发展迈向新的目标，系统科学也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
系统科学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大量的现代化建设实践和科学研究命题都是系统
科学发展的肥沃土壤.著名战略科学家钱学森敏锐地洞察到系统科学发展的有利时机，与世界同步地带
领我国科学家在这一领域内进行探索，使我国对系统科学的研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1978年，钱学森等
人在《文汇报》发表文章“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推动了系统科学在工程应用方面的发展
；1987年，钱学森又亲自组织系统学讨论班，开展基础理论层次上的研究.  自此，中国开始了全面研
究系统科学的热潮.今天，我们不仅成立了全国性的一级学会——系统工程学会，而且不少高等院校先
后建立了系统科学及系统工程的本科专业，在研究生学科目录中也设立了系统理论的学科.如今在全国
范围内，我国已培养了大批系统科学和系统工程专业的，博士、硕士，他们不仅成为推动这一学科继
续发展的中坚力量，而且不少人还充实到国民经济建设和国家管理的各个部门，将系统科学理论、系
统工程方法运用于实践，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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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由于系统科学学科体系建立的时间不长，全面介绍这一涉及面广、用途范围大的基础学科的参考书较
少，使得普及系统科学的知识受到一定的影响，我们这本书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满足一般读者的
需要而编写的，为使读者较为全面地掌握系统科学的知识，并鉴于社会上已有部分侧重工程应用方面
的书籍，本书强调“三基”，着重介绍基本概念、基础理论和基本应用，我们也在适当的地方涉及微
分方程的一些基本知识，便于读者把握知识的科学性，且能在实际中加以运用。
这是为具有基本数理知识的读者提供的一本系统科学的普及教科书，故我们没有过多地讨论其哲学问
题，也没有深入论述它在某一方向上的前沿成果和专项问题，总之，我们提供的是一个系统科学的研
究平台，读者可结合个人专业和工作实际，选择适当的方向深入钻研，定能从中获得收益。
    此书是由于景元教授提议编写的，最初是面向中学物理、数学教师，向他们介绍系统科学的相关知
识，使他们在教学实践中能够主动、自觉地向学生讲解系统科学的相关内容，后来，我们将它扩充为
针对高等学校公共课的教材，同时也面向广大希望了解系统科学的非专业学者和工作人员，它可以作
为向非系统科学专业学生讲授系统科学理论知识的参考教材，也可以作为自学系统科学的入门书，本
书按照钱学森关于系统科学的思想体系，在基本理论、应用基础和实际应用三个层次上展开论述，经
集体讨论、统一思想，多人执笔，发挥各自专长而完成，具体由谭璐撰写前7章，甘勇撰写后3章，最
后由姜璐、谭璐修订统稿。
书中大多数内容依据姜璐为北京师范大学本科生开设的公共选修课的讲义而编写，虽然书中内容在课
堂上已讲解多次，我们在编写中也反复查阅，但因系统科学理论发展迅速，我们学习理解这些理论时
仍有不准确之处，成书过程中也难免出现错漏，恳请学术界同仁及广大读者指正为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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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系统科学的发展史了解一门科学，首先需要了解它的历史，系统科学作为一门新兴科学，自然
也有它的孕育、产生、发展和成熟的过程，由于系统科学是一门交叉科学，它的内容不仅涵盖了自然
科学（包括数学、物理、化学等）的多个领域，而且涉及工程技术的多个部门，还与社会科学和哲学
的不少学科存在联系，所以，系统科学的发展史是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紧密相连的。
系统思想的产生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古代人类认识周围的世界就是从对自然的整体认识开始的
，这种整体性的观念可以看做是系统思想的某种体现，而系统科学真正作为一门科学，其科学体系被
构建起来，则要归功于当代社会各项科学技术发展的一系列新成就，现代科学的诸多新理论都被系统
科学在一定程度上兼容并蓄，并改造成为自身理论体系的一部分。
从自然科学的历史来看，系统科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定性的系统思想的产生、定量的系
统科学方法的建立，以及综合的系统科学体系的构建。
1.1 定性的系统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作为一门科学的系统科学理论虽然是20世纪后半叶才建立起来的，但
朴素的系统思想古来有之，与所有科学概念一样，系统的概念最初也来源于古代人们的社会生活实践
，人类的生产活动一开始便是在自然系统中进行的，在原始人类完成对自然界的初步探索并逐渐形成
社会群体之后，人们学会总结在与周围环境打交道的过程中积累下来的各种经验，并逐步形成了潜在
的系统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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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系统科学导论》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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