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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系统工程学科而奋斗　　钱学森教授是我国有杰出贡献的科学家，也是世界
著名的系统工程专家。
近20年来，钱老在系统理论及系统工程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观点，对结合中国国情在我国发展系统
工程学科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我是在1988年担任全国政协科技委员会委员后才认识钱老的，近20年来从钱老处获益良多。
现仅就我个人的所见所闻，谈几点粗浅的体会。
注意拓展系统工程的应用领域　　为了使系统工程的理论及方法更加深入人心，真正成为改造客观世
界的有力工具，钱老一直注意拓展系统工程的应用领域。
据我所知，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的许多专业委员会都是在钱老的倡导下建立起来的。
1988年12月23日，钱老在给我的信中提出：“我想中国系统工程学会似尚缺少一个专门搞生产流程的
委员会，而生产流程的系统工程对化学工业特别重要。
您如同意，您可作为发起人向学会的秘书长或副秘书长建议成立这个委员会。
”在钱老的推动下，我们联合了12个部委，于1991年建立了中国系统工程学会过程系统工程专业委员
会。
这个委员会的建立对在化工、冶金、轻工、建材等过程工业中研究开发及推广应用过程模拟及优化、
过程综合与过程管理等过程系统工程技术，提高过程工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及集约化程度等方面都起到
了一定的作用。
强调系统工程在组织管理方面的作用　　国外早期的系统工程论著多半着重于技术系统的分析与设计
，而钱老则强调系统工程是组织管理的技术。
他早在1978年就已指出：“系统工程是组织管理系统的规划、研究、设计、制造、试验和使用的科学
方法，是一种对所有系统都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方法。
”1986年7月，在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钱老又进一步指出：“国家是个大的系统，要使这个
系统达到最优的状态，有几个方面的工作要做。
我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有八个方面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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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民科学家钱学森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在近代力学、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航天科技、系统
工程、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管理科学、地理科学、建筑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等领域都
作出了创造性贡献。
本书评述了钱学森的主要学术思想的发展阶段、内容及其特点，综述了钱学森对中国科学技术体系的
杰出贡献与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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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钱学森（1911.12.11～今）中国著名物理学家，世界著名火箭专家。
浙江杭州人，生于上海，汉族，1959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博士学位，被誉为“中国导弹之父”。
　　1934年毕业于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今西安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前身的一部分），1934年在美
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利福尼亚理工大学学习。
1935年赴美国研究航空工程和空气动力学，1938年获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后留在美国任讲
师、副教授、教授以及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主任，并从事火箭研究。
　　1950年开始争取回归祖国，当时一位美国海军的一位高级将领金布尔说：“钱学森无论走到哪里
，都抵得上5个师的兵力，我宁可把他击毙在美国也不能让他离开。
”因此钱学森受到美国政府迫害，失去自由，历经5年于1955年才回到祖国。
　　1955年10月冲破种种阻力回国后，在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等职。
现任中国科技协会名誉主席等职业。
　　钱学森为中国火箭和导弹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极为重要的实施方案。
1958年4月起，他长期担任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对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发展
作出了重大贡献。
钱学森曾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中国宇航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科技协会
主席。
1991年10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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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五、技术科学哲学及技术科学研究方法（论）　　技术哲学　　技术哲学的产生溯源久远，很早
就有人对技术进行总体思考。
我国古代就有人论及“工巧”，即工匠的技能、技艺，如《考工记》讲到“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
，工有巧，合此四者可以为良”。
亚里士多德则从目的、动力、形式和质料这四个方面分析了技能。
近代学者对技术有更多的思考，达·芬奇、培根、狄德罗、黑格尔等都谈到技术在认识和改造自然中
的地位和作用。
　钱学森认为，对技术发展的研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离不开对自然科学和技术成就的概括总结。
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时认真研究了从古代到19世纪中叶的技术史资料，对技术的意义、技术发展
的规律性以及技术应用的社会条件作了深刻的阐述。
技术在人与自然的联系上，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研究人类能动地利用、控制和变革自然的一般规律性，研究技术发展和应用的社会条件和社会意义，
是技术哲学的重要内容，所以技术哲学应与自然哲学和科学哲学一样，引起我国哲学工作者和科技工
作者的关注，并使之成为我国哲学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钱学森同时指出，目前我国的技术哲学研究应该注意两个问题。
　　（1）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认真分析评述国外技术哲学的研究成果。
应该承认西方技术哲学中有不少值得消化吸收的东西。
邦格曾提及，人类历史上只有三位伟大哲学家密切关注过科学技术，就是亚里士多德、马克思和罗素
。
拉普在介绍技术哲学时一再讲到马克思的贡献，认为马克思看到人的劳动和劳动的人对技术哲学十分
重要。
他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技术哲学可以看作是一种确定的有特色的重要思想，因为马克思、恩格斯
和列宁已经奠定了基础，比如，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关于劳动和生产过程的基本观点等。
　　在西方技术哲学的研究中，始终存在着两条主线：一条是自然物一技术物一人的意识之间的关系
；另一条是自然发展一技术发展一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
前者是将技术作为生产中的一个环节，对技术本身进行研究，后者是把技术放在整个自然和社会系统
中去考察。
这两方面相互交叉使其理论渗透到许多学科领域，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如重视对技术本质特征的分析
，重视对技术发展历史本身的研究，重视技术的社会经济作用等等。
　　（2）要理论与实际结合，加强对现实问题的分析概括，力争使技术哲学的研究有益于我国技术
、经济和社会发展。
现代技术哲学的兴起不仅是科学技术本身发展的结果，而且也是科学技术“自我意识”的表现，是以
探讨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协调为契机的。
第一，现代技术的社会地位和功能大大提高，既日益成为“历史的有力杠杆”，又能在成果得不到正
确利用的情况下，给人类带来深刻灾难；第二，现代技术系统的个门类、各层次间的内部联系开始显
现出来，有必要也有可能把技术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揭示其体系结构和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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