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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回顾了系统管理学创立与演化的过程 ，阐述 了系统管理学的主要思想和方法，着重介绍了近10多年来数 

学组织理论、软系统方法论及复杂性科学等对系统管理学的发展 ，并介绍了我国学者对系统管理学的贡献。 

关键词 系统管理学 数学组织理论 软 系统方法论 复杂性科学 

中图分类号 t393 文献标 识码 A 文章编 号 1001-7348(2003)06-173—03 

O 引言 

系统管理学是从系统“整体”的角度研 

究人类管 理活动规 律性 的一 门学科 ，它应用 

系统科学 的思想 、方法 全面分 析和研 究企业 

及其他组 织的管 理活动和管 理过程 ，重视对 

组织结构和模式的分析，并通过建立系统模 

型进行分析 、研究。20世纪 6o~7O年代，系统 

管理学的研究与应用曾盛极一时，但从 20 

世纪 80年代开始 ，由于不能满足来 自各方 

面更高的期望 ，系统管理学的发展逐渐出现 

衰落的迹象。尽管如此 ，系统管理的研究者 

们仍在不倦地求索 ，毕竟系统管理学是管理 

科学中最为科学、严谨的分支之一。本文将 

介绍系统管理学的演化及其最新研究进展。 

1 系统管理学的演化 

1．1 系统管理学产生的背景 

最早明确地把系统作为研究对象的科 

学 家 是 美 国 生 物 学 家 贝 塔 朗 菲 (L．Berta． 

1anfl'y)，1937年 他 首次 提 出 “一 般 系 统 论 ” 

(GST)的概念 ，1945年后他陆续发表论著阐 

述该理论的基本原理，认为一般系统论应寻 

求一种各学科的统一，并希望把各门学科发 

展成为一种一般系统模型。一般系统论的发 

展为 系统管理学的创立奠定 了理论基础 。 

系统管理学的渊源可追溯至二战时期 

诞生的运筹学(0R)。二战中，盟军为了解决 

防空、护航、战略轰炸等许多复杂的战略 、战 

术 问题 ，把 不同领域 的科学 家组织 在一起 进 

行 研究 ，从而诞 生了运 筹学 。运 筹学为 管理 

科学提供 了一系列的量化方法。 

二战结束后，西方国家企业管理进人战 

略时代，运筹学从单纯军事和战争中的应用 

研究，转移到经济和企业管理中的应用，并 

形成了自己的理论和方法。与此同时，随着 

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和生产技术的日益复 

杂，需要人们从整体和相互联系的角度去考 

虑问题，“系统分析”(SA)与“系统工程”(SE) 

应运而生 ，并与运筹学一起被广泛用于欧美 

及其它 国家的战后工业 复兴运 动 。到20世 纪 

6o年代 ，系统科学 、一般系统论 、系统分析 、 

系统工程、系统方法等术语在管理文献中随 

处可见，这些学科 、理论与管理科学相互渗 

透融合 ，使得系统管理学呼之欲出。 

1．2 系统管理学的发展 

系统 管 理学 的 发展 同 一般 系统 论有 密 

切的关 系，随着 一般系统论 的发展 、成熟 ，西 

方一些学 者把它应用 于管 理科学 ，形 成 了系 

统管理学派，其代表人物是美国管理学家约 

翰逊 (R．A．Johnson)、卡斯特 (F．E．Kast)和 罗 

森茨韦克(j．E．Ptosenzweig)。1963年他们3人 

共 同出版了《系统理论 和管理 》一书 ，该 书从 

系统概念出发 ，建立了企业管理新模式 ，成 

为系统管理学的奠基性著作。1970年卡斯特 

与罗森茨韦克又合著了系统管理学的另一 

部经典著作——《组织与管理：系统与权变 

的方法》，此书几经再版，内容不断完善 ，该 

书 不仅将组织 视为一 个开放 的系统 ，而且还 

采用权变的方法进行分析 ，对系统管理进行 

了全面的论述 。 

系统管理学派从系统观点出发，认为企 

业是由人 、物资 、机器和其它资源在一定的 

目标下组成的一体化系统 ，它的成长和发展 

同时受到这些组成要素的影响，在这些要素 

的相互关系中，人是主体 ，其他要素则是被 

动的。并且企业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同周 

围环境(顾客、竞争者 、供货者、政府等)之间 

存在着动态的相互作用 ，并具有内部和外部 

的信 息反馈 网络 ，能 够不断 地 自动 调节 ，以 

适应环境和自身的需要。在企业内部又包含 

着若干子系统 ，如 目标和价值子系统、技术 

子系统、社会心理子系统 、结构子系统、管理 

子系统等。 

系统管理学派把系统观点 、系统分析和 

系统管理看 成是既有 联 系又有 区别的3个方 

面。他们用系统观点来考察企业及其管理， 

强调整体的作用 ，认为企业就是一个人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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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 ，且 与周 围的环境 之间存 在着 动态 的 相 

互作用，并具有内部的和外部的信息反馈网 

络 ，能够不断地 自行调节 ，以适应环境和本 

身的需要 。系统管理学 派主张 ，在进 行系 统 

分 析时 ，应 首先紧密 围绕建立 系统 的 目标 ； 

其次 ，应从 系统 的整 体利 益 出发 ，使 局部 利 

益服从于整 体利益 ，既要考 虑当前 利益 ，又 

要考虑长远 利益 ；还要 做到 抓住关键 问题 ， 

采用定量分析 和定性分析相结合 的方 法 。 

系统管 理学 派认 为 从 系统 观点 来 考察 

和管理企业 有助于提高企业 的整 体效率 。按 

系统 观点组织 资源和企业 ，并 不会 消除企业 

的各项 基本管理 职能 ，但能把 企业 中的各个 

子 系统 和有 关部 门 的关系 网络 了解 得 更清 

楚。计划 、组织 、控制和信息联系等基本职能 

不 是孤立 的 ，而是 围绕着系统 及其 目标而 发 

挥 作用的。 

系统 管 理学 派还 运用 系统 方 法对 组 织 

理 论进行研 究 ，认 为在一个 复杂 的管理 系统 

中存在着执 行不 同任务 的3个 子系统—— 战 

略子系统 、协调子系统 和作业 子系统 。其 中 ， 

战略 子系 统把 组织 的活 动 与组织 的 环境 联 

系起来 ；作业子 系统则 负责完成 组织 的实际 

任务；协调子系统主要是在战略子系统和作 

业子系统之 间进 行调解和协调 。要 把系统观 

点 、系统分析 、系统 管理运用 于上述3个 子系 

统才 能取 得应有 的效果 ，在应用 时还应 该考 

虑这3个子系统 的特点。 

后来 ，美 国麻 省理 工学院福莱斯 特(J．W． 

Forrester)等人创立了系统动态学 ，进一步推 

进了系统管理学的发展。系统动态学利用数 

学模型和电子计算机技术对复杂系统的行 

为进 行模拟 和研 究 ，把系统管理 的范围扩大 

到整个 社会和整个世界 。系统动态学 与传统 

的系统管理学派的研究已有所区别。 

2 系统管理学的进展 

进人20世纪70年代以后，系统管理学研 

究的热度逐渐降温，其原因可以归结为系统 

管理理论已经不能适应不断发展的管理实 

践的需要。尽管系统管理学派为管理者分析 

和解 决各类 管 理 问题提 供 了一些 基本 观 点 

和一 般方 法 ，但 由于 其过 于抽 象 、可 操作 性 

差，因而最终还是被管理者束之高阁。运筹 

学 、系统工程等方法和技术也因实际管理总 

是过 于 复杂 、可 变 因素 太多 、难 以用数学 模 

型准确描述，而逐渐失去管理者 的青睐。尽 

管系统管理研究的繁荣局面不再 ，但系统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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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和 管理 科学 的研 究 者们 并没 有放 弃 在这 

一 领域 的探 索 ，他们运 用系统科 学 中的经典 

理论和新兴理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系统学， 

并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成果。概括起来 ，系 

统管理 学的进展 主要体现 在3个方 面 ：一 是 

运用 严格的数学 方法 ，更准 确地把握 问题 的 

实质 ，从而将一般系统论在管理科学中的研 

究 引向深人 ；二是 找出系统 管理学 应用 与发 

展 中的薄弱环 节 ，提 出软系统 方法论思 想 ， 

并将其应用于管理问题的研究；三是针对管 

理 问题 的复杂性 ，运用 复杂性科学 的研 究成 

果发展系统管理理论。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 

近一 、二十年来 我国学 者在系统 管理学 的发 

展中也进行有益的探索，提出了许多新的、 

有价值的思想和方法。 

2．1 一 般 系统 论 对 系统 管 理 学 的 新探 

索— —数学 组织理论 

按照 一般 系统 论创 始 人 贝塔 朗菲 的 观 

点 ，系统 科学 的学科体 系可 以概 括为3个方 

面 ， 即 关 于 系 统 的 科 学 和 数 学 系 统 论 

(MGsT)、系统技 术 、系统哲 学。 以往系统 管 

理学 派 的研 究所 采用 的是 系统 哲 学 的思 想 

和 系统技术 的方 法 ，但并 未完整地 应用数 学 

系统论 的工 具对 系统 管理 理论 建 立 严格 的 

形式 框架。数学 系统论 是一般 系统论 的一个 

重要分支，其代表人物是梅萨罗维奇(M．D． 

Mesarovic)和高原康彦(Y．Takahara)，其代表 

作有《一般系统论 ：数学基础》、《抽象系统理 

论》和《多层次系统理论》。20世纪9o年代 ，高 

原康彦教授开始致力于数学系统论与管理 

科学的结合，他将一般系统形式理论应用于 

组 织和管理 ，提 出了数学组 织理论 (MOT)。 

数学组 织理论认 为 ，组织 和组织 成员 的 

本质特征在于其 目标搜索行为，并通过形式 

化描述 ，给出了目标搜索系统的模型。目标 

搜索系统由“处理”和“决策者”两部分组成 。 

处理是 决策 的对 象 ，可看作一 个输人 输 出系 

统模 型 ，其 输 人包 括两 部分 ：外部输 人 和 决 

策变 量。外部输 人是来 自环境 的输人 ．它不 

能由决策者控制 ，代表了不确定性的事实或 

目标探索行为的不良结构；决策变量来 自决 

策 者 ，是完 全 可控 的 ，可 以被 认 为是 根据 不 

确定性进 行调节 的处理参数 。处理 的输 出是 

指 目标搜索行为的结果。决策者可通过其决 

策模型和决策原则来进行刻划 ，决策模型包 

括处 理的描述和处理行 为的评价函数 。决 策 

原则是决策制定的表达或是处理不 良结构 

的问题求解原则，它使决策者能够将非确定 

性 模型转 化为确定性 的模型 ，并通过模 型产 

生合乎逻辑 的决策 。 

数学组织理论将组织结构定义为一个 

三元组，即：组织结构=(组织单元，单元间的 

层次关系，层次上的管理功能)。组织单元分 

为3个级别 ：l级单元没有结构，只是结构的 

一 个点 ；2级单元代表输人一输出系统 ；3级单 

元代 表 目标搜索 系统 。组 织层次 关系分 为3 

种类型 ：第一类是一般层次结构 ，它针对单 

元没有结构的情况；第二类是三层结构，包 

括处理层 、作业层和管理层 ；第三类是 四层 

结 构 ，包 括处 理 层 、作 业层 、组织 层 和 机 械 

层 。管理功 能又分为 组织功 能和机 械功能 ， 

并允许作业功能 自治。 

数学 组 织理 论运 用 数学 系统 论 中 复杂 

系统的层 次结构模 型建立 了一般组 织模型 。 

它把组 织 看成 是一 个对 环 境开 放 的动态 输 

人输出系统，组织的输人包括资源输人和管 

理信息输人 ，其中资源输人是可控的，而管 

理信息输人是不可控 的，后者是组织的真正 

输人 ，而组织 的输 出就是产 品。数学 组织理 

论主要研 究组织 的四层结 构模 型(它包括处 

理层 、作业层 、组 织层 和机构层 )。数学组 织 

理论 的主要课题之一就是寻求组织结构设 

计合理 的条件 。 

2．2 软系统方法论在管理中的应用 

20世纪80年代以后 ，系统管理学研究与 

应 用 的退潮 促使 人 们开 始总 结 系统 管理 方 

法失效 的原 因．通 过反思 ，一些 学者认识 到问 

题的症结在于系统管理学所采用 的方法和 

技术(如运筹学 、系统分析 、系统工程等 )是 

在工程学科 ，特 别是在控 制工 程学科基 础上 

发展起来 的 ，它处理 的总是结 构 良好 的问题 

(或称硬 问题 )，即问题 明确 、目标 清楚 。系统 

已知 ，所要做 的是寻找最 优路 径去达 到这个 

目标。向管理实践中所面临的大量现实问题 

都是不良结构问题(或称软问题)，即问题不 

明 、目标不清 、系统 未知 的问题 ，这些 问题无 

法用传统的系统管理学方法去处理。因而需 

要寻求新的系统方法论 ，以有效处理管理活 

动 中的不 良结构 问题 ，英 国兰彻斯 特大学 的 

切 克 兰德 (P．Checkland)教 授 提 出 的软 系 统 

方法论 (SSM)正是在这种 背景下发展起 来 

的。 

切克 兰德 把运 用 常规 数学 模 型就 能 优 

化解决硬问题的系统科学方法称为硬系统 

方法论 (HSM)，而把注重人 的因素，考虑人 

的价值观、世界观、伦理观 以圆满处理包含 



人的因素在内的软问题的系统科学方法称 

为软系统方法论 。软系统方法论是 一个 比较 

讨 论的学 习过程 ，它包括7个逻 辑步骤 ：劣结 

构 问题情 景识 别一 劣结 构 问题情 景 描 述一 

相 关 系统 的 根 定 义—，相 关 系统 的 概 念 模 

型一 概念 模 型和 现实 的 比较一 寻找 期 望 与 

可行 的变革一行 动以改善 问题情 景 。其 中 ， 

第3步 中根定义 包含CATW0E，即顾客 、行 动 

者 、变换 、“维特沙”(此词为德文 ，大意指世 

界观，但还含有价值观 、伦理道德观之意 )、 

所有者 、环境5个要素 。通 过上述7个 步骤 ，可 

以使 问题进 入到一种新 的状态 ，使 问题处 理 

跨 上一个新 的台阶 对于软 问题 ，一般需 要 

经过 若干个循环 ，直到取得满 意结果。 

软 系统 方法 论注 重 考虑 管理 活 动 中 的 

人的因素 的影响 ，这体现 在它所提 出 的人 类 

活动系统这一具有 洞察 力的概念 。人 类活动 

系统具有 自我决策的能力与自我实现的性 

质 ，它反映 了人 的 自我 意识及行 动 自由。软 

系统方法论中的概念模型就是以最少必要 

的动词所 表示 的 、根定 义所给 出的 人类 活动 

系统 ，这里的动词就是 人类 活动的表达 。 

2．3 复杂性科学在管理 中的应用 

系统 管理学 之所 以能在20世 纪60、70年 

代大行 其道 ，是因 为当时的管 理系统 大多 属 

于简单系统，其所包含的子系统通常数量较 

少，相互关系简单，运动规律相对容易把握 ， 

可以使用比较精确的手段予以控制。而进入 

20世纪80年代后 ，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 

的发展 ，企业 的规 模越 来越 大 ，管 理者 面 临 

的市 场瞬息 万变 、生产 组织越 来越复 杂 ，这 

时再沿 用 以往 的运 筹学 和系统 管 理理 论方 

法已难以奏效。人们通过反思发现，管理系 

统 已从简单演变为复杂，相应地 ，研究方法 

也 应与时俱进 ，把 复杂性 思想引入 管理研 究 

成为管理科学与实践发展 的必然要求 。因 

此 ，以复杂性为研究对象的复杂性科学 自然 

成为管理科学研究的有力工具。 

复杂性 科学 (science of Complexity)是 

研究复杂 系统和复杂性 的科学 ，它被一些 科 

学家誉为“2l世纪的科学”。有学者把复杂性 

科 学与管理 科学的结合 称为 “复杂性 管理 ”， 

它包括两个 方面 ：一是把管 理对 象看作是 一 

个复杂适应 系统 ；二是把 复杂性理论 和方 法 

应用于管理实践 。 

管理系统实际上就是复杂系统 ，其复杂 

性表 现为 ：环 境 的复杂 性 和不确 定性 ，组 织 

系统的多单元、多层次 、多功能和多 目标的 

复杂性，预测、决策、控制的非线性和非确定 

性 ，住处 的非 对称 性 ，企业 系统 的非平 衡 和 

混沌性，以及各种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并 

同复杂环境交互作用的自组织和自适应过 

程 中的复杂性 ，等等。复杂性已成为管理科 

学研究中带本质性问题。 

复杂性 科学研究 复杂 系统 ，使用 了多种 

有关的新理论和新方法，如耗散结构理论 、 

协 同论 、突变论 、生命 系统理论 、超循 环理 

论 、混沌理论 、非线性科学等，这些理论和方 

法在管理科学 中的广泛应用对系统管理理 

论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将耗散结 构理论引入 管理学 中 ，可 以得 

到管理 耗散和管 理耗散结 构 的概念 ，所谓管 

理 耗散 是指 当一 个远 离平 衡 态 的复杂 企业 

组织 ，不断地与环境进行能量 、物质和信息的 

交换，在内部各单元之间的相互作用下，负熵 

增加，使组织有序度的增加大于 自身无序度 

的增加，形成新的有序结构和产生新的能量 

的过程。而管理耗散结构就是管理耗散过程 

中形成 的 自组 织和 自适 应企业组织系统 。 

生命系统理论对理解组织的结构、企业 

的生产过程也有 着巨大的指导作用 。生命系 

统 理论 的优 点在于 ：系统 的特 征不是 由人为 

的界限所 界定 ，而是根据 系统所 表现 的功能 

来界定的。这样，它就不仅仅局限于在生命 

系统 中应用 ，同样也 可 以在 非生命 系统 ，如 

在制 造 系统 、营 销系 统和 财务 系统 等 中应 

用。有人 已经把生命系统理 论应用于实施准 

时生产制 的过 程中。 

混沌理论与 管理科学 的结 合 ，也得到 了 

管理学 家和企业 家的关注 ，因为企业 正是在 

一 个混沌的复杂 系统 中经 营的。混沌 管理是 

指对处于混沌环境和混沌状态的经济系统 

应用混 沌理论加 以管理 ，它依 靠变 化规则进 

行管理，依据有序的或无序的变化、适应性以 

及新的有序出现的过程制定出来的规则来 

进行管理。目前，混沌管理已成为管理科学的 

前沿领域，并取得了一批有价值的成果。 

2．4 我国学者对系统管理学的新探索 

在系统管理 学 的研 究 中，我 国学者将 东 

方的传统思想与西方的现代技术融汇为一 

体 ，进 行 了有 益 的探索 ，其 中有代 表 性 的成 

果有 ：钱学森、戴汝为等人提出的“从定性到 

定量综合集成法”；吴学谋提出的 “泛系理 

论 ”；顾基发提 出的“物 理一事 理一人 理 (WSR) 

系统方法论”等。 

钱学森认 为，对于开放的复杂 巨系统 ，应 

采取“人 、机结合”、以人为主的综合集成，把 

人的心智与计算机的高性能融为一体。基于 

这一观点 ，“从定性 到定量综 合集成法”就是 

把各方面有关专家的知识和才能、各种类型 

的住处及数据与计算机的软硬件有机地结合 

起来 ，构成一个系统。通过发挥系统的整体优 

势和综合优势，来解决复杂的管理问题。 

泛 系理论 是一 种发展 中的 、宏微兼 顾 的 

多层网络 型跨学科 新研究 ，它 从广义 系统 与 

关系 的角 度针 对 系统 管理 提 出了一 系 列 的 

原理和 方法 。泛 系管理 的精髓是 大善原 则 ： 

“宏微局整远 近纵横兼 顾 ，多元综 合协 同优 

化发展 ”，即要求在 管理 中要多角 度 、全 方 

位 、与时俱进地考虑问题，多方协调处理各 

种管理问题。现代管理的核心是求效问题， 

是采取简便为上的“简单求效”还是采取适 

应复杂性的“周全求效”?泛系理论对此的回 

答是：“凡事有度，要害在度。” 

物理 一事 理一人理 (WSR)系统方 法论 研 

究如何通过巧妙的配置来有效地利用物理 、 

事 理和人理 ，以解 决管理 中 的问题 。它 把科 

学技术知识 、社会科学知识、决策管理知识 

和系统内有关人员以计算机和专家系统为 

中介有机结合起来，实现系统科学的总体分 

析 、总体规划、总体设计和总体协调 ，以求 

硬 、软 问题 的圆满解决 。 

3 讨论 

系统管理学的发展经历了风风雨雨 ，其 

演化与发展之 中既有耀眼 的辉煌 ，也有近乎 

没落的无奈。但正如本文开始所说，系统管理 

学是管理科学中最为科学、严谨的分支之一， 

通过研究者和实践者们持之以恒地不懈努 

力 ，系统 管理 学能否再现 、弘扬 昔 日的辉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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