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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气象工程管理》从气象工程管理理论、方法、应用和热点问题等方面系统阐述了气象工程管理
的基本理论，涉及的方法，气象服务平台建设、效益评估、气象灾害管理等方面知识。
　　《气象工程管理》可作为非气象专业，特别是管理学、经济学等专业的本科生教材，也可作为管
理学、经济学等研究生专业从事气象经济管理交叉研究的导读书。
同时《气象工程管理》还可作为气象部门从事管理工作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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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3）为使系统由S0状态过渡到S1状态，有若干可供选择的途径，并且其中有一个
可能是最好的。
 2.软系统方法论（SSM） 与硬系统方法论相对照，软系统方法论以问题本身及其相关系统都不清楚的
情况为处理对象。
这些情况是人们活动世界的正常的一般情况。
各种各样的所谓“管理”活动都是以这些情况为其对象的。
 软系统方法论的基本假定是：由于人的主观意识的存在，人们活动一般不会像物理试验那样是完全可
重复的，因此，对人们活动世界是不可能完全客观地认识的，因而也不可能用建立系统模型的方法直
接对它们进行描述。
同时，由于所有与问题有关的人员有不同或不完全相同的世界观，因此，对活动目标的认识是不一致
或不完全一致的（即多元的），因而想找到达到目标的最佳途径是不可能的。
 但是，作为一种结构化和形式化的思维方式，系统思维和系统方法对人们活动世界是完全适用的。
只是在这里不是用于人们活动世界本身，而是用于研究它的过程。
 SSM的主要创始人P.B.切克兰德发现：人们总是为着一定的目的而采取行动，目的来源于使问题情况
得到改善的动机，而动机则主要根源于由以前行动的结果所获得的经验知识。
这一由经验到行动的周期性循环使人们活动成为一个系统，即一个有目的的全局，它的突现性质就是
其追求整体目的的能力。
 3.HSM和SSM的应用 简而言之，HSM和SSM各自适用于满足它们的基本假定条件的对象，即HSM适用
于处理硬系统问题，而SSM则适用于处理软系统问题。
 由于人们所面临的大部分问题事实上都既有硬的成分又有软的成分，或者说，它们既包含物理系统的
问题又包含人们活动系统的问题，因此，人们在应用系统方法处理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时，常常是既应
用HSM，又应用SSM（例如，在处理气象管理工程问题时就往往如此）。
当然，对不同的问题，HSM和SSM的使用比重一般不会相同。
同时，经常发生的情况是，为了使用HSM，首先需要使用SSM。
SSM系统思维对人们活动给出了形式化的解释，使一般系统方法论增加了新的思想武器。
但是由于迄今为止的系统科学发展史主要是硬系统方法论的发展史，因此，硬系统方法有十分丰富的
内容。
而SSM尚处于它的幼年发育时期，相关方法论体系还不成熟。
 4.1.3三种常见的系统方法 下面部分内容具体介绍了常见的两种硬系统方法（模型化方法、系统最优化
方法）和兰德公司的“德尔菲”软系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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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气象工程管理》可作为非气象专业，特别是管理学、经济学等专业的本科生教材，也可作为管理学
、经济学等研究生专业从事气象经济管理交叉研究的导读书。
同时《气象工程管理》还可作为气象部门从事管理工作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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