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２０１３年第４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ＮＭ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Ｎｏ．４　２０１３

钱学森社会工程思想和方法
及其重要意义

黄顺基

［摘要］　钱学森站在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提出了系统工程的思想和方法，并应用于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中，创建了社会系统工 程 （简 称 社 会 工 程）方 法，认 为 社 会 工 程 是 认 识 社 会、改 造 社 会、建 设 社

会和管理社会的科学方法。钱学森社会工 程 思 想 及 从 定 性 到 定 量 综 合 集 成 方 法，对 建 设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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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在２０世 纪 大 变 革 的 时 代，提 出 系 统

工程的思想和方法，并把它应用于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之中，创建了社会系统工程 （简称社会工

程）方法，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

意义。

一、系统工程的思想和方法

是社会工程的基础　　

　　钱学森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系统思想的指引

下，对 “两弹一星”工程实践经验进行了理论总

结和概括，创建了有中国特色的系统工程思想和

方法。

１９７８年，钱 学 森 拓 展 了 《工 程 控 制 论》的

观点，在总结 “两弹一星”工程成功的实践经验

的基础上，发表了 《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

程》，创 立 了 系 统 工 程 的 组 织 管 理 思 想 和 方 法，

特别论述了 “总体设计部”在组织管理中极其重

要的地位和作用。

１９７９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不 久，

钱学森迫切感到，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我们必将

面临极其复杂的局面、瞬息多变的问题，他发表

了 《组织 管 理 社 会 主 义 建 设 的 技 术———社 会 工

程》，把系统工程组 织 管 理 的 思 想 与 方 法 推 广 到

社会的组织管理，提出了国家范围的组织管理技

术问题，系统 地 讨 论 了 社 会 工 程 的 对 象 和 任 务，

认为社会工程是认识社会、改造社会、建设社会

和管理社会的科学方法。

钱学森 指 出：现 代 化 的 预 测、组 织、管 理、

决策和领导的科学方法，就是系统工程方法。系

统是 “由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若干组成部分结

合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而且这个 ‘系

统’本身又是它所从属的一个更大系统的组成部

分”［１］（Ｐ２－３）。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基本国情是：工业基础薄

弱、专业 科 学 研 究 机 构 稀 缺、专 业 技 术 人 员 匮

乏，尤其是缺少现代国防尖端技术研究的组织管

理人员。如何组织实施 “两弹一星”这项艰巨复

杂的工程？它涉及多行业、多学科、多领域、多

环节，面临两个基本问题：一是自然科学技术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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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研制 过 程 中 的 力 学、物 理 学、化 学、材 料

学、气象 学 等，以 及 科 学 实 验 与 技 术 试 验 等 问

题；二是社会科学技术问题，研制过程中的组织

管理问题，怎样把研制要求变为成千上万个研制

任务参加者的具体工作，以及怎样把这些工作最

终综合成一个技术上合理、经济上合算、研制周

期短、能协调运转的实际系统。钱学森指出：火

箭、导弹等复杂工程系统同其他简单工程的开发

与运用完全不同，必须建立系统工程，它是一种

新的组织管理机制、新的技术思想和方法，必须

用它来 对 国 防 尖 端 技 术 工 程 进 行 研 究、开 发 和

运用。
（一）系统工程的组织管理体制

它包括如下两个系统： （１）两条指挥系统。
一条是以总设计师为首的设计师系统，分成四个

层次，即总设计师、副总设计师、主任设计师和

主管设计师。总设计师是整个工程的技术总负责

人，负责重大技术问题的决策和协调，制定研制

计划，保证工程质量。再一条是以行政总指挥为

首的行政指挥系统，它分成三个层次，即战略决

策层、决策管理层和组织实施层。行政总指挥是

整个工 程 的 行 政 组 织 者，负 责 人、财、物 的 保

障，科研生 产 的 调 度 和 计 划 的 落 实；检 查、协

调、考评承制 单 位 和 人 员 以 及 思 想 政 治 工 作 等，
对工程整体的计划、经费、质量负责。设计师系

统与行政指挥系统组成一个既相互协调、相互支

持，又分工明确、相互制约的工程研制组织管理

体系，它既保证了技术决策的科学和民主，又保

证了决策计划的有效执行和实施。（２）科研生产

计划协调管理系统。这就是总调度室，它统管科

研生产计划协调管理，是总指挥的日常办事和执

行机构，是工程计划与协调措施的科学性和人财

物调度权力的体现者。为了对整个管理体制进行

动态管理，钱 学 森 提 出 将 美 国１９５８年 底 研 制 北

极星导弹核潜艇武器系统时探索出的新型管理方

法 “计划协调管 理 技 术” （ＰＥＲＹ）应 用 于 导 弹

总体研制工作，要求从总体、分系统、子系统直

至单机与部件组件等的承制单位，都制定出自己

的网络流程图，把系统关系、技术流程和计划流

程画在一张图上。这样，对全局了如指掌，便于

合理配置设 施、物 资、经 费、人 力，降 低 成 本，
确保质量。

（二）总体设计部的构成、任务及其方法

（１）总体设计部的构成。
总体设 计 部 是 运 用 系 统 工 程 方 法 的 核 心 组

织，由专家体系、知识体系和机器体系三个部分

组成，是高度智能化的人—机结合体系。它不仅

具有信息与知识采集、存储、传递、调用、分析

与综合的功能，更重要的是具有产生新知识和智

慧的功能。它既可用来研究理论问题，又可用来

解决实际问题，是智能化的组织机构。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后，人类进入大科学、大 技

术、大工程时代。面对一个大规模的、复杂的工

程系统，它的监督和指挥、总体协调任务不可能

靠一个人来完成， “因为他不可能精通整个系统

所涉及的全部专业知识；他也不可能有足够的时

间来完成数量惊人的技术协调工作。这就要求以

一种组织、一 个 集 体 来 代 替 先 前 的 单 个 指 挥 者，
对这种大规模社会劳动进行协 调 指 挥”［２］（Ｐ３）。它

要求人们自觉地按照系统的观点、用系统的方法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打破学科、领域和部门的

分割，创造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方法与组织管

理机制及体制。为此，钱学森建议成立一个为整

个工程设计服务的研究、试验单位，这个单位叫

总体设计部，是整个系统研制工作中极其重要的

技术抓总单位。总体设计部是在吸取了第二次世

界大战以来世界大国军队总参谋部的经验、总结

了我国研制 “两弹一星”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提出

来的。
（２）总体设计部的任务。
总体设计部负责总体和顶层设计，包括宏观

谋划指导与系统设计运筹、控制与管理等，它负

责 设 计 系 统 的 “总 体”，制 定 系 统 的 “总 体 方

案”，实现整个系统的 “技术途径”。钱学森强调

指出： “总体设计部的实践，体现了一种科学方

法，这种科 学 方 法 就 是 ‘系 统 工 程’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它 设 计 的 “是 系 统 的 ‘总 体’。
总体设计部把系统作为它所从属的更大系统的组

成部分进行研制，对它的所有技术要求都首先从

实现这个更大系统技术协调的观点来考虑；总体

设计部把系统作为若干分系统有机结合成的整体

来设计，对每个分系统的技术要求都首先从实现

整个系统技术协调的观点来考虑；总体设计部对

研制过程中分系统之间的矛盾、分系统与系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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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矛盾，都首先从总体协调的需要来选择解决

方案，然后留给分系统研制单位或总体设计部自

身去实施”［３］（Ｐ３）。
总的说来，从系统总体协调的需求，对系统

进行总 体 分 析、总 体 论 证、总 体 设 计、总 体 协

调、总体规划，在此基础上提出具有科学性、可

行性和可操作性的总体方案，并提高应对社会发

展可能面临的各种重大风险的科学预见性，提供

组织管理和决策的依据。
总体设计部的特点是：第一，把系统作为它

所从属的更大系统的组成部分进行研制，对它的

所有技术要求都首先从实现这个更大系统技术协

调的观点来考虑；第二，把系统作为若干分系统

有机结合成的整体来设计，对每个分系统的技术

要求都首先从实现整个系统技术协调的观点来考

虑；第三，对研制过程中分系统与分系统之间的

矛盾、分系统与系统之间的矛盾，都首先从总体

协调的需要来选择解决方案。
（３）总体设计部的研究方法和工作方法。
总体设计部方法是近代自然科学 “定性与定

量相结合的方法”的提升。近代自然科学方法是

科学家 个 体 的 手 工 业 式 的 方 法，而 总 体 设 计 部

“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则是科学家与技

术专家构成的、有组织的、集体的工作方法。它

利用思 维 科 学、人 工 智 能、知 识 工 程、数 据 库、
知识库等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其中特别要充分发

挥人的创造性。钱学森认为，总体设计部的研究

方法要 “以 人 为 主”，计 算 机 体 系、信 息 库 与 知

识库为辅。这样的综合集成法，比起自然科学研

究中个人的 “定 性 与 定 量 相 结 合 的 方 法”，其 优

越性不可同日而语，用钱学森的话说：它是 “更

上一层楼了”［４］（Ｐ９９－１００）。
钱学森指出：总体设计部的实践，体现了一

种方法，这种方法就是系统工程。系统工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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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Ｐ３）。它 体 现

了 “整体 优 化、系 统 协 调、环 境 适 应、创 新 发

展、风险管理、质量保证”等技术科学的核心思

想。应用系统工程的效果是：提高工作效率，缩

短研制周期，合理利用资源，降低研制成本，满

足性能指标，确保产品质量。系统工程既是方法

又是技术，它只能在适当的社会制度和国家体制

下发挥作用。建立这种制度和体制是生产关系和

上层建筑的问题，是系统工程的前提，没有这个

前提，系统工程再好也无能为力。钱学森深刻地

指出：系 统 工 程 方 法 是 在 马 克 思 主 义 哲 学 指 导

下，综合 了 近 半 个 世 纪 自 然 科 学 技 术 的 发 展 成

果，近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发展成

果，并吸取了 近３０多 年 电 子 计 算 机 技 术 发 展 成

果创立起来 的，特 别 是 通 过 他 本 人７０多 年 在 现

代科学技术前 沿 领 域 的 探 索 和５０多 年 在 社 会 主

义建设 实 践 中 锤 炼 才 提 出 来 的。系 统 工 程 从 科

学、技术、工程三个层次提出研究和解决大工程

建设的复杂性问题，是科学技术创新、组织管理

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的有机结合。
（三）综合集成方法

在科学发 展 进 入 综 合 化、整 体 化 的 历 史 时

代，钱学森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运用系统

科学最新的成就，深入地探索 “开放的复杂巨系

统”的方法论，独创地提出了 “从定性到定量综

合集成方法”，把４００年 来 近 代 科 学 的 研 究 方 法

提升到一个新的、更高的层次———复杂性科学的

研究方法。
处理 开 放 的 复 杂 巨 系 统 的 方 法 （综 合 集 成

法）要点如下：
（１）综合集成法的基础是：搜集与研究对象

（系统）有 关 的 情 报、资 料、数 据 及 相 关 领 域 专

家的实践经验。
（２）综合集成法的过程是：首先，从搜集得

到的情报、资料、数据及相关领域专家的实践经

验出发，从这些局部的、定性的知识出发，经过

多次讨论，提出经验性假设。然后，从经验性的

假设出发，应 用 人—机 结 合、以 人 为 主 的 方 法，
充分利用计算机处理信息的能力，发挥人特有的

智慧，实现信息与知识的综合集成。通过人机交

互、反复对比、逐次逼近，实现从定性到定量的

认识。最后，得出对经验性假设的正确性明确的

结 论，得 出 研 究 对 象 （系 统）的 整 体 的 定 量 的

认识。
（３）综合 集 成 方 法 论 的 实 质 是 把 专 家 体 系、

数据和信 息 体 系 以 及 计 算 机 体 系 有 机 地 结 合 起

来，构成一个高度智能化的人—机结合、人—网

结合的系统，用以分析和解决我们面临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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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６］（Ｐ９）

（４）综合集成法的组织形式———综合集成研

讨厅体系。它是实行社会系统工程方法的组织形

式，主要有三个组成部分：知识体系，包括各种

科学理论、专家经验、情报资料、统计数据、常

识性知识；工具体系，以计算机为核心的多种高

新技术的集成与融合所构成的机器体系；专家体

系，由与研究问题有关的专家组成。这三个子系

统构成高度智能化的人机结合体系，它不仅具有

知识与信息采集、存储、传递、调用、分析与综

合的功能，更重要的是具有产生新知识和智慧的

功能，既可用来研究理论问题，又可用来解决实

际问题，是智能化的组织机构。钱学森及其合作

者提出的 “从定 性 到 定 量 综 合 集 成 法”，是 整 体

论与还 原 论 的 辩 证 统 一，是 方 法 论 上 的 重 大

突破。
钱学森指 出：系 统 工 程 方 法 关 系 到 改 造 社

会，提高社会生产力，提高国防力量，是组织管

理社会系统的一项伟大的技术创新，广泛运用系

统工程方法于社会，整个国家的面貌将会有一个

大改变。［７］（Ｐ２１８）它 为 国 家 重 大 工 程 的 实 施 提 供 了

科学的组织管理方法和手段，大大提升了决策的

科学化、民主化、程序化以及管理的现代化水平。

二、社会工程基本理论与实践创新

钱学森创建的社会工程理论和方法，是在系

统工程的基础上开创的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

学、地理科 学、系 统 科 学 与 数 学 科 学 相 结 合 的、
关于我国进行改革与发展的组织管理的科学理论

和方法。
（一）社会工程的基本思想

钱学森认为，解决 “如何组织管理现代化建

设的问题”这个重大的时代课题，最有成效的方

法就是把系统工程成功的经验，推广应用于现代

化建设的各项事业。
钱学森１９８７年 在 中 央 党 校 的 报 告 中 指 出：

社会主义 现 代 化 建 设 是 中 国 人 民 伟 大 的 历 史 任

务，也是各 级 领 导 的 任 务。为 了 实 现 这 一 任 务，
领导决策必须科学化。而怎样做到领导决策的科

学化？他认为：除了领导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素

养外，还必须有科学的方法和实现这个方法的机

构，因为现代 科 学 技 术 是 一 个 庞 大 的 知 识 体 系，
任何个人都不可能全面地掌握；更何况在改革过

程中，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各种突发事件层出不

穷。因而，组织和实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项

伟大工程，就不仅要求各级党政干部具备马列主

义理论修养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要求掌握现

代科学技术知识，学会现代化的预测、组织、管

理、决策和领导的科学方法。社会工程的理论和

方法对广大干部开阔眼界、增长知识、掌握科学

方法、提高领导水平，会起到重要作用。
钱学森指出，必须研究、应用组织管理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方法，以大大提高组织管

理国家建设的水平。社会工程是从系统工程发展

起来的，是关于整个国家的组织管理的科学方法

与技术，它的对象是极其复杂的社会系统。通常

讲的系统工程是工厂、企业、机构等单位，相对

于社会系统而言是子系统。社会工程的研究、开

发与运用，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与

长远发展，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社会工程工

作者面临的 任 务，就 是 以 党 和 国 家 制 定 的 路 线、
方针、政策为依据，设计出一个宏伟的方案，发

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利用科学技术的最新

成就，提 出 科 学 的 方 案。［８］（Ｐ１３７）当 然，事 物 总 是

不断发展 的，要 及 时 根 据 新 的 情 况、新 的 问 题，
对执行中的方案作新的调整，并采取措施，以达

到新的平衡。这种调整工作要用电子计算机做模

拟试验，得出结果，再定措施。
（二）社会工程的对象

社会工程的对象是社会系统。钱学森根据马

克思主义关于 “社会形态”的理论，从系统的观

点 出 发，指 出 这 个 社 会 系 统 包 括 四 个 子 系

统［９］（Ｐ１７１）：（１）物质文明建设。其中经济建设是

中心，是物质文明建设的基础与核心。（２）精神

文明建设。它包括思想建设和文化建设。精神文

明为物质文明 的 发 展 提 供 精 神 动 力 和 智 力 支 持，
为它的正确发展方向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 （３）
政治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与核心

“是人民 当 家 作 主，真 正 享 有 各 项 公 民 权，享 有

管理国 家 和 企 业 的 权 力”［１０］（Ｐ８３）。它 包 括 民 主 建

设、体 制 建 设 与 法 制 建 设 三 个 部 分。［１１］（Ｐ１７１－１７２）

（４）地理建设。社会的发展变化首先是受地理环

境影 响 的。地 理 建 设 包 括：环 境 保 护 和 生 态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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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这基 本 上 指 的 是 自 然 环 境；基 础 设 施 的 建

设，如交通、铁 路、水 利、通 信 设 施 等 的 建 设，
这是人工环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四个子系

统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必须用

系统工程的思想与方法，研究如何使它们协调发

展，以取得最好的整体效益。
（三）社会工程的内容和方法

社会工程与自然工程的认识过程与认识方法

是相同的，都是以科学原理为基础，以技术科学

为中介，开发工程技术，在此基础上构建与实施

工程。从社 会 科 学 到 社 会 技 术，再 到 社 会 工 程，
“要像工程师设计 一 个 新 的 建 筑 一 样，科 学 地 设

计和改造我们的客观世界”［１２］（Ｐ２８）。

由于社会系统的复杂性，社会改革过程呈现

出非线 性、多 层 次、多 子 系 统、不 确 定 性 等 特

点，因而社 会 工 程 方 法 是 保 持 社 会 发 展、稳 定、
可持续必不可少的方法。

（１）社会工程的目标。社会工程的目标，是

根据党和国家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

制定的基本路线，提出改革的总体设想。在科学

发展观指导下对改革的目标从规划、方案、计划

以及可行性等进行论证，以保证决策的科学化与

民主化。
（２）社会工程的系统建模。要对复杂的社会

系统进行科学研究，得出有说服力的结果，必须

建立系统模型。系统模型是从理论上对系统某一

方面的 本 质 属 性 的 描 述，它 以 文 字、符 号、图

表、实物、数学公式等表示。
（３）社会工程的系统仿真。它利用模型、以

计算机为手 段 对 系 统 进 行 实 验 研 究。由 于 安 全、
经济、技术或者时间上的原因，对实际系统 （如

航空、航天、核 反 应 堆、社 会 经 济、生 态 环 境、
医学等领域）进行物理实验往往很困难，有时甚

至不可能，系统仿 真 提 供 了 一 种 有 效 的 “实 验”
手段。

（４）社会工程的系统分析。在处理大型复杂

系统的规划、研制和运用问题时，必须对系统进

行分析，主要包括：目标、可行方案、费用、模

型、效果、准则、结论。系统分析伴随系统建模

与系统仿真的全过程。系统分析方法一般分为定

性方法和定量方法两大类，前者有德尔斐分析法

（专家预测 法———以 专 家 的 个 人 判 断 为 基 础 进 行

归纳）等，后者有投入产出分析法、效益成本分

析法等。
（５）社会工程的系统评价与决策。系统评价

是对系统开发提供的各种可行方案，从 “以人为

本”的价值观出发，从经济、政治、社会、技术

等方 面，提 出 评 价 的 指 标 体 系，综 合 地 予 以 评

估，全面权衡其利弊与得失，为决策选择最优方

案提供科学依据。
（６）社会工程的控制。社会控制论研究的问

题是：从整体的观点出发，用系统工程的思想与

方法，研究改革过程中社会系统的运动和演进的

规律；提供控制、调节与自调节的方法和技术手

段，以保证社会稳定、协调、健康发展。
（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工程的战略措施

钱学森致力于把现代科学技术的理论研究与

中国发展的实际需要相结合，特别是面对中国的

改革与发展这样一个崭新的时代课题，他根据现

代科学技术革命对世界发展的影响，根据系统科

学技术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经验，提出了关于中国

社会主义 现 代 化 建 设 工 程 的 一 系 列 重 要 的 战 略

措施。
（１） 中 国 现 代 化 建 设 是 一 个 系 统 工

程［１３］（Ｐ１７１－１７４）———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总布局。
钱学森从系统的观点出发，提出为了全面落

实和贯彻执行党的总布局，必须将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 设 的 四 个 重 要 方 面 系 统 化，即 “经 济 建

设———政 治 建 设———文 化 建 设———地 理 建 设”，
这四个子系统构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系统工

程。地理 建 设 实 际 上 就 是 生 态 文 明 建 设。这 个

“四位一体”的总 布 局 加 上 社 会 建 设，就 是 不 久

前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的 “五位一体”总布局。
规划社会主义建设的总布局必须有总体设计

部，它是 党 和 国 家 的 咨 询 服 务 工 作 单 位。［１４］（Ｐ８７）

总体设计部应用系统工程方法研究问题、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提出总体方案，提出大战略，提

供决策咨询。应 用 系 统 工 程 方 法 包 括 三 个 方 面：
一是定量方 面，建 立 正 确 代 表 客 观 实 际 的 模 型，
进行数学计算与逻辑推演；二是研究方面，要有

有经验、有知识的科学家、技术专家与工程师以

及电子计算机专家；三是实际方面，要有关于实

际情况的数据、资料、情报。总体设计部把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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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力量协同起来，为国家的改革与发展做出

整体设计。然后，经过专家讨论和计算机仿真实

验，反复修改错误或遗漏的地方。这就是系统工

程方法根本不同于 “拍脑袋”的地方：应用系统

工程方法虽然也可能有错误，但它的错误是在误差

范围内的，而且可以查明原因，找出解决的办法。
（２）建立事关中国发展全局的战略产业———

科学技术业。
钱学森认为，我们必须把科学技术摆到一个

非常重要的位置上。他提出建议：为了充分发挥

科学技术力量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建立我

国的一种第四产业———科学技术业，作为今天的

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 “现代的重大科学技术都

不是一两个人能够干成的，甚至不是一两个单位

能干成的，要靠组织，所以组织工作是一个相当

重要的问 题。”［１５］（Ｐ２２１－２２２）为 了 解 决 科 学 技 术 工 作

分散的问题，钱学森提出，在产业结构中建立一

个新的战略产业———科学技术业。［１６］（Ｐ２２１－２２２）

（３）建立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信息网络———中

国的信息高速公路。
钱学森十分关心产业革命与中国的发展，特

别是 “第五次产业革命”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带来的影响。① 通过网络可以联结分散于各

处的信息系统，使所有资源 （包括人、计算机和

信息）能够为需要它的人所共享，克服地理位置

的局限而协 同 工 作。信 息 网 络 化 是 现 代 最 先 进、
最强大的社会生产力，它不仅可以最有效地实现

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和更新，而且可以大大地提高

社会劳动生产效率、管理效率、工作能力、学习

能力和创新能力。信息化是更好、更快地实现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有力的手段，是增强我国

综合国力、赢得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
钱学森回顾人类历史，认为在第五次产业革

命推动的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

的新形势下，国与国之间的斗争方式，“主要变为

市场 经 济 战，这 是 当 今 的 ‘世 界 大 战’”［１７］（Ｐ１８５）。
钱学森从电子计算机是解放脑力劳动的工具的角

度预言，信息网络的建设将有可能最终导致消灭

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必须应对信息技术

革命带来的新的形势。
（４）建设生态文明的物质技术基础———知识

密集型农业。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兴起一门综合性的应用学

科———生物工程。生物工程包括基因工程、细胞

工程、酶工程、发酵工程、生物工程和蛋白质工

程。这一系列新的生物技术广泛应用于医学、农

业、环保、工业及海洋开发等，正在引发一场新

的科学技术革命。钱学森洞察科学技术发展这一

新动向，１９８４年提出这是继 “第五次产业革命”
之后的 “第六次 产 业 革 命”，认 为 这 场 革 命 的 特

点是：以现代生物技术为核心所引发的 “高度知

识和技术密集的大农业，农、工、商综合生产体

系”［１８］（Ｐ６）。这 样 发 展 起 来 的 大 农 业 （包 括 农 产

业、林产业、草产 业、沙 产 业 和 海 产 业），除 生

产的产品不同外，在生产方式上与工业已无实质

上的差别，钱学森预言，大农业的发展将可能最

终导致消灭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的差别。
（５）人类的素质的提高是社会发展最关键的

因素———开展人体科学研究。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钱学森指出，人的潜在能力

是非常大的，迄今还没有完全挖掘出来。开发人

的潜在 能 力，这 是 关 系 国 家 和 民 族 命 运 的 大 问

题。２１世 纪 是 智 力 战，我 们 要 在 世 界 上 立 国，
站得住，一 定 要 在 智 力 开 发 上 领 先。教 育 制 度、
教育方法的改革，说到底是要把人的能力大大地

提高一步。［１９］（Ｐ４２３－４３１）钱学森认为，我们应该利用

现代科学技术的工具和方法，从思维科学、从人

体科学，从一切潜在的人体机能，去开发人的潜

力。１９８１年钱 学 森 就 卓 有 远 见 地 提 出 要 建 立 一

门新的科学———人体科学。他指出：人体科学的

发展，人体素质的提高，将使生产力中最活跃的

因素劳动者的素质大大提高，其影响将渗透到各

行各业，这无疑将引发一次新的产业革命，即涉

及人民体质建设 的 “第 七 次 产 业 革 命”。钱 学 森

认为，通 过 采 用 “从 定 性 到 定 量 综 合 集 成 法”，
把中医、西医、民族医学、中西医结合、体育医

学、民间偏方、气功、人体特异功能、电子治疗

仪器等几千年来人民防病治病、健体强身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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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集成起来，总结出一套科学的、全面的现代

医学，包括 治 病 的 第 一 医 学，预 防 的 第 二 医 学，
康复的第三医学，提高人的能力、挖掘人的潜力

的第四医学等。［２０］（Ｐ４２８）

（６）培养创新型人才———创建大成智慧工程

与大成智慧学。
钱学森十分关心和重视教育事业，他创建的

大成智慧工程与大成智慧学，就是引导人们尽快

获得聪明才智与创新能力的学问，其目的在于使

人们面对浩瀚无边的宇宙，面对风云变幻、错综

复杂的世界，能够迅速做出令人满意的决策，形

成有效 的 应 对 方 案，从 而 在 实 践 活 动 中 有 所 发

现、有所 创 新。钱 学 森 结 合 自 己 走 过 的 道 路 指

出：我们从工程系统走到了社会系统，还要从系

统工程、系统科学发展到大成智慧工程与大成智

慧学，它集信息与知识之大成，产生新思想、新

方法，这就 是 创 新，是 方 法 论 上 的 一 个 大 飞 跃、
大发展，实际上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方

法论与现代系统工程的方法结合，以此来解决我

们面临的复杂 性 问 题。［２１］（Ｐ１７６、２１５）在 研 究 与 处 理 复

杂性问题的过程中，认识主体必须有创新精神与

创新能力，大成智慧工程和大成智慧学，使人们

不仅 “有知识”而 且 能 “用 知 识”，它 是 马 克 思

主义哲学的发展与深化。［２２］（Ｐ１７６－１７７）

社会工程是一门新兴的交叉科学技术，对于

应对当代中国改革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极其复杂

与瞬息万变问题的挑战，对于加速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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