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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复杂科学管理”提出的历程，“发现”是复 杂 科 学 管 理 知 识 体 系 提 出 的“源”。
“复杂科学管理”发现管理学研究的对象应是社会层面上的复杂系统（称为“人类共生系

统”），具有复杂性、平衡与非平衡性等特性，提出３个和谐的理念；“复杂科学管理”发现

管理的目标应是“创新与和谐”，为了实现“创新与和谐”，提出以整合论为核心的５个基

本理论；“复杂科学管理”发现新时代具有全球化、网络化等时代特征，提出以系统思维模

式为核心的科学和艺术整合思维的思维体系；“复杂科学管理”发现人类共生系统含有定

性和定量的影响因素，且定性定量互相影响，提出定性定量结合的方法论及其分析框架。

思维模式、基本理论、方法论构成了复杂科学管理的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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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研究“复杂科学管理”（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ＣＳＭ）提出的历程，“复杂科学管理”的提出

源于“发现”。发现就是发现问题；发现事物背后人们尚没有看到的东西，包括事物之间错综复杂、千丝

万缕的联系及深层次的规律，发现……。“发现”是科学的源，它让人们认识世界；“发现”是科学理论建

立的前提和基础。
“复杂科学管理”通过发现管理学的研究对象———自然社会中的复杂系统的特征及存在的问题，经

过研究、探索，找到事物的规律，提出解决方案。“复杂科学管理”的提出，是一个探索的过程，是一个在

探索过程中进行再创造的过程。经历了“感知—认知—发现—研究—提升—综合”的过程。
本文从４个方面研究了复杂科学管理知识体系提出“源”。首先，发现管理学研究的对象应是社会

层面上的复杂系统，复杂科学管理称它为“人类共生系统”。“人类共生系统”具有复杂性、平衡与非平衡

性等特性，通过研究、探索，提 出３个 和 谐 的 理 念；继 而 发 现 人 类 共 生 系 统 管 理 的 目 标 应 是“创 新 与 和

谐”，为了实现“创新与和谐”，提出以整合论为核心的５个基本理论；又发现２１世纪具有全球化、网络化



等时代特征，提出以系统思维模式为核心的科学和艺术的整合思维的思维体系；同时发现在“人类共生

系统”中有许多影响因素，它们是定性的或定量的，且是互相影响的，其中的数据又多是非结构化的，结

合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新技术、新方法的出现，提出“人类共生系统”研究的方法论———定性定量结合

的方法论及分析框架。整个过程就是通过发现这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代的新问题、新技术……，
发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新特征、新规律……，去研究更深层次的东西，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将它

提升，提出理念、思维模式、理论、方法论。最后，将这些综合形成一套知识体系———复杂科学管理。复

杂科学管理是时代的呼唤！是应时代的需求运用而生！

１　发现管理学研究对象的特征，提出“３个和谐”的理念

１．１　发现管理学研究的对象是社会层面上的复杂系统

１．１．１　系统

系统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一切事物存在的基本方式，各式各样的系统组成了我们所在的世界［１］。
一个系统是由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的多个元素（或子系统）所组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１］，

这个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称为某某系统。
简单地说，系统是由节点（单元）与连线（关系）构成的整体。
系统又可作为子系统成为更大系统的组成部分［１］。
系统可以分为３类［２］：简单系统（ｓｉｍｐｌｅ　ｓｙｓｔｅｍ）；随机系统（ｒａｎｄｏｍ　ｓｙｓｔｅｍ）；复杂系统（ｃｏｍｐｌ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系统的普适性规律表现在：ａ）系统的结构与环境共同决定系统的功能，系统功能反过来也会影响其

结构和环境，是相互影响的双向关系。ｂ）系统环境包括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系统结构包括物理结构、
组织结构、信息结构等。ｃ）系统功能一般不能还原为其不同组分自身功能的简单相加，故称之为涌 现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它一般是在时间与空间中演化的［３］。
系统的研究属于系统科学和系统工程学科［４］。

１．１．２　复杂系统

复杂系统是由大量“成分”组成的网络，通过一些运作规则产生出复杂的集体行为和复杂的信息处

理，并通过学习和进化产生适应性［５］。如生物体系统、人体系统、人脑系统、社会系统、地理系统、星系系

统等，都是复杂系统。
复杂系统的特性表现在：ａ）复杂系统内部有很多子系统（ｓｕｂｓｙｓｔｅｍ），子系统又会分为很多层次，大

小也各不相同（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　＆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ｂ）子系统之间是相互依赖的（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在整个过程

中子系统之间有许多协同作用，紧密配合、相互影响，通过相互作用传输能量，共同进化（ｃｏｅｖｏｌｖｉｎｇ），即
存在着强烈的耦合（ｃｏｕｐｌｉｎｇ）作用。ｃ）自组织性（ｓｅｌｆ－ｏｒｇａｎｉｚｉｎｇ）———如果系统有组织的行为，但不存

在内部和外部的控制者或领导者，则称之为自组织。ｄ）涌现性（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由简单规则难以预测的

方式产生出复杂行为，这种系统的宏观行为称为涌现［６－７］。
复杂系统的研究属于复杂性科学学科，研究其复杂性、自组织行为、涌现，这类复杂系统包括大脑、

免疫系统、细胞、昆虫社会、全球经济、生物进化、万维网、互联网、电力系统、交通网络、金融系统、软件系

统等等［８］。

１．１．３　社会层面上的复杂系统———人类共生系统

复杂科学管理认为管理学研究的对象是一个复杂系统，但它不是物理系统，也不是生物系统，是社

会层面上的复杂系统，是有人的行为介于其中的社会层面上的复杂系统［９－１０］。
复杂科学管理称这个“社会层面上的复杂系统”为“人类共生系统”。“人类共生系统”是一个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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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的系统，包括３个空间———人组成的社会空间、自然组成的自然空间、后代人组成的虚拟空间［１１］。
人类共生系统的３个空间如图１所示。

１．１．４　系统、复杂系统、人类共生系统之间的关系

系统（系统科学、系统工程的研究对象）、复杂系统（复杂性科学研究的对象）、社会层面上的复杂系

统、人类共生系统（复杂科学管理研究的对象）之间的关系如图２所示。

图１　人类共生系统的３个空间

　

图２　系统、复杂系统、人类共生系统之间的关系

１．２　社会层面上的复杂系统———人类共生系统的特性

１．２．１　复杂性

图３　人类共生系统的复杂性

社会层面上的复杂系统———人类共生系统具有复杂性。表

现在：ａ）复杂性思维———采用跨学科手段、多元化思维，研究人类

共生系统中不同复杂系统共有的创新行为和统一性规律［１２］。ｂ）
复杂性主体———人 类 共 生 系 统 中 的 各 个 主 体 都 有 自 组 织 行 为，
在利益、偏好、价值观等方面具有异质性［１３］。ｃ）复杂性活动———
人类共生系统中的活动架构呈现多层次，层次之间、各个活动要

素之间，其关 联 复 杂、动 态，还 常 有 涌 现。ｄ）复 杂 性 环 境———人

类共生系统的各个系统的环境具有深度的不确定性、动态性、突

变与演化等［１４］。⑤复杂性过程———人类共生系统的各个系统的

信息具有不对称、不完全和不确定等特性［１５－１６］。
人类共生系统的复杂性如图３所示。

１．２．２　平衡与非平衡性

人类共生系统的平衡是人类共生系统和谐共生之本，非平衡则是运动变化之源。运动、变化甚至创

新行为，实际上都是某种平衡的需求，其演化方向往往是新的平衡或动态平衡。
系统各要素之间的平衡（非平衡）程度直接影响或决定着系统的对称、守恒、秩序、稳定、涌现、突变、

生灭、演化、进化、反馈、适应、调控、博弈、竞争、合作、公正等等［１７］。
人类共生系统的平衡与非平衡性来自３个空间存在的复杂内在关系。人类共生系统３个空间的内

在关系见图４。
如图４所示，人与自然之间存在某种张力，张力的两端分别是人、自然。张力间存在１种状态，即人

回归自然、服从生态平衡，又使自然满足人类发展。该状态既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平衡状态，也是实

现现代人和后代人和谐共生、可持续性发展的行为准则［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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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人类共生系统３个空间的内在关系

　　人类共生系统可以通过机制实现从不平衡到平衡的转化，包括竞争机制、调控—调整—协同机制、
调控—竞争机制、激励—抑制机制。ａ）竞争机制———在给定环境条件约束下，通过系统要素之间的竞争

达到竞争平衡，或者通过系统要素之间的竞争—合作，达到竞争—合作平衡［１９］。ｂ）调控—调整—协同

机制———依据外部环境，在整体目标引导调控下，对各个系统要素进行适应调整、协同优化、互补共存，
达到适应平衡、协同平衡、互补平衡［２０］。ｃ）调控—竞争机制———由系统外部因素的调控作用与系统内

部要素的竞争行为进行纵横双向调控—竞争，达到平衡［２１］。ｄ）激励—抑制机制———由正反馈激励与负

反馈抑制共同作用，达到正负反馈平衡［２２］。

１．２．３　具有稳定有序动态发展的功能结构

人类共生系统的３个空间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在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中充分实现物质、信息、
能量的交换；在虚拟空间向实体空间转化中，系统向稳定有序的方向动态发展进化。人类共生系统３个

空间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使得人类共生系统具有一种稳定有序动态发展的功能结构［２３－２５］。
人类共生系统的功能结构如图５所示。

１．３　基于人类共生系统的特性提出“３个和谐”的理念

如前所述，由３个空间———社会空间（主体是人）、自然空间（主体是自然）、虚拟空间（主体是没有出

生的后代人）组成的人类共生系统具有复杂性、平衡与非平衡性和稳定有序动态发展的功能结构，因此，

３个空间需要和谐共生。为使３个空间和谐共生，复杂科学管理提出“３个和谐”的理念。３个和谐是指

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现代人与后代人的和谐［２６］。

１．３．１　人与自然的和谐

大自然给予了人类生命的源泉：空气、阳光、江河湖水……赖以生存的所有……我们要保护我们赖

以生存的环境，为此，复杂科学管理提出了人与大自然的和谐［２７］。
人与自然的和谐包括：ａ）与自然环境友好。由人作为主宰者的社会空间即社会经济系统在发展进

化中要处理好人与自 然 的 关 系，在 与 自 然 环 境 友 好 情 况 下 发 展 进 化 社 会 经 济 系 统。ｂ）受 到 环 境 的 制

约。人们从自然环境中索取财富、索取资源，不能肆无忌弹，应受到环境的制约。ｃ）顺 从 自 然 而 生 活。
敬畏自然、尊重自然、与自然共生存，了解自然规律，顺从自然而生活。ｄ）天人合一。自然间万物与我们

都是一个本体而没有人我万物之别，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是依照规律运作的，尊重天人合一的法则［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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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人类共生系统的功能结构

１．３．２　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人类奉献的聪明才智———无数人在科学、医学、工 程、技 术、艺 术……做 出 的 成 果，人 类 得 以 享 用。
为此，复杂科学管理提出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２７，２９］。

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包括：ａ）人的行为应规范。社会经济系统中的人应该考虑他人的利益、社会的利

益，其行为应受到道德的规范、法律的约束。ｂ）以人为本。整个社会要有一种以人为本、人文关怀的文

化，尊重人、关心人，孝敬父母、尊敬老师、关爱学生、助人为乐、感恩等等。ｃ）组织应帮助个人实现其目

标。人是有动机的，每个人都在特定的“情景”中不断地设计个人目标，包括政治目标、经济目标、学术目

标，其目标选择是人的一种主观精神动力，并将他的个人知识、智慧付诸行动，实现其目标。组织应创造

环境让个人实现目标。ｄ）组织应让个人的创造性得以发挥。人是具有智能的，个人的经验、智慧、思维

会随着外界环境及个人的发展而增长、进化，使得他（她）具有创造性，组织应该营造环境让个人的创造

性得以发挥。ｅ）充分发挥自组织群体的活力。自组织群体或因某个共同关心的利益而产生，或具有某

些共同的特点而产生，是具有活力的，应当充分发挥这种有活力群体的自组织作用，促进社会演化、进

化、优化。ｆ）群体动力应向健康的方向发展。群体动力均受到社会价值观念、幸福观念、道德观念、感情

观念等的综合作用，应向健康的方向发展。ｇ）促进人类共生系统走向平衡状态。在社会经济系统中，不
同形式的组织和群体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同时也与环境发生交互关系，在组织与组织、组织与群体、组

织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应使系统走向平衡状态。

１．３．３　现代人与后代人的和谐

人类社会的进步———几千年沉淀下来的文化、精神、文明，给予了我们生命的灵魂……为此，复杂科

学管理提出了现代人与后代人的和谐［１８］。
现代人与后代人的和谐包括：ａ）为后代人留下永续利用的资源。现代人提高人口素质，在 保 护 环

境、资源永续利用的前提下，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ｂ）为后代人保护好赖以生存的环境。现代人既要

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又要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大气、淡水、海洋、土地和森林等自然资源，使子孙后

代能够永续发展和安居乐业。ｃ）传承优秀的文化。文化是人类的灵魂，现代人要将优秀的文化传递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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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代人，后代人要继承优秀文化并发扬光大。

２　发现人类共生系统管理的目标是创新与和谐，提出以整合论为核心的５个基

本理论

２．１　人类共生系统管理的目标

２．１．１　人类共生系统管理的层次结构

社会层面上的复杂系统———人类共生系统的研究属于管理学学科，将其研究的具体对象分为３个

层次，构成人类共生系统管理的层次结构［３０］。
·宏观层———创新、社会治理、美丽中国建设等

· 中观层———工程、项目、技术、科研、旅游、传播、区域等

· 微观层———企业、高科技中小企业、公司等

人类共生系统管理的层次结构如图６所示。

图６　人类共生系统管理的层次结构

２．１．２　人类共生系统管理的目标———创新与和谐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

人类共生系统管理的目标。不论是人类共生系统管理的哪一个层次，都要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这

个奋斗目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包括：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民幸福，保护好人类生存的环境［３１］。
社会进步、经济发展需要创新。人民幸福最根本的是要有安全感，只有国家强大了，人民才能更有

安全感，因为国家、民族和个人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国家强大依靠创新，包括整合创新、技术创新、制度

创新、管理创新、文化创新、战略创新等。特别聚焦重大需求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牢牢把握发展和安全的

主动权。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提出建设 “美丽中国”与

“健康中国”的宏伟目标，这是党和国家对人民的庄严承诺。人民幸福、保护好人类生存的环境，这需要

和谐，特别是人与大自然的和谐［３２］。
基于３个空间的人类共生系统具有“平衡与非平衡性”。数字经济时代引发了管理实践变革［３３］，人

类需要这个系统创新并和谐，这样才会使得人民幸福安康，这也是时代的要求。
创新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发展的原动力，只有创新才能使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立于不败之地。但是，

在创新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环境的污染、对生态平衡的破坏，又比如转基因的食品、不健康食

品，还有创新活力激发不够、缺乏创新氛围。因此，复杂科学管理特别提出“创新与和谐”理念，即创新的同

时要注重和谐，创新是基于３个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现代人与后代人的和谐）的创新。

２．１．３　提出以整合论为核心的５个基本理论

人类共生系统管理的目标是“创新与和谐”，这是“人类共生系统”的管理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如

何创新同时又和谐，这 需 要 有 理 论 支 撑。复 杂 科 学 管 理 提 出 了 以 整 合 论 为 核 心 的５个 基 本 理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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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ＳＭ整合论、ＣＳＭ整体观论、ＣＳＭ新资源观论、ＣＳＭ 互动论、ＣＳＭ 无序—有序论，以解决创新同时又

和谐的问题［９］。
以整合论为核心的５个基本理论分别解决如下问题：

ＣＳＭ整合论解决创新的问题。整合即创新，创造新的资源，改变资源创造财富的能力，改变资源的

产出；整合实质是整体涌现，涌现出系统整体具有而部分或部分总和所不具有的属性、形态、特征、行为、
状态、功能等。

ＣＳＭ整体观论解决创新与和谐的问题。即不要站在一个点上思考问题，应站在更大的空间思考问

题，这是视角。这有２层意义：整合不局限于一个组织内的资源，可以跨界整合；整合创新不只是对一个

组织带来效益，要对社会带来效益，注重整体效用。

ＣＳＭ新资源观论解决创新与和谐的核心问题———资源，这是基础。ＣＳＭ新资源观论指出，资源是

创造财富的源泉，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源泉，特别指出资源是为社会和人类谋求福利的源泉。资源包括有

形资源和无形资源，强调潜在价值。

ＣＳＭ互动论解决如何创新的问题，这是动力。ＣＳＭ互动论指出各组成个体（简单的、复杂的）之间

的相互作用（即互动），将使彼此及共同组成的系统发生改变。这种改变即涌现，将产生新的资源、新的

行为和新的结构。互动使得系统具有创新活力。

ＣＳＭ无序—有序论解决创新氛围的问题，这是状态。ＣＳＭ 无序—有序论指出，组织处于无序状态

最有活力，有序状态使活力持久。组织必须在无序和有序之间取得平衡而永续生存。ＣＳＭ无序—有序

论提出预设性无序等方法创造创新氛围。
以整合论为核心的５个基本理论的逻辑见图７。

图７　复杂科学管理的５个基本理论

３　发现时代特征，提出以系统思维模式为核心的科学与艺术的整合思维的思维体系

２１世纪是一个互联网的时代，发现很多事情的依赖程度愈来愈深，互动关系愈来愈重，具有全球化

的特征，没有时间、空间的概念［３４］。这就需要我们不要用分割式思维模式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思维模式是管理决策的根本，是出发点，一切观察问题、研究问题、思考问题都来源于一种思维模

式。复杂科学管理依据网络化、全球化时代特征提出系统思维模式，称为ＣＳＭ 系统思维模式。围绕系

统思维又提出跨界思维、逆向思维、结构化思维、多维度思维，构成复杂科学管理的思维体系，称为“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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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艺术整合思维体系”，即以系统思维模式为核心的科学与艺术整合思维体系［２７，３５］。

３．１　复杂科学管理的科学与艺术整合思维体系

复杂科学管理的科学与艺术整合思维体系见图８。

２０２０年的武汉疫情防控是复杂科学管理的科学与艺术整合思维体系的一个典型案例，见图９。

图８　复杂科学管理的科学与艺术整合思维体系

图９　复杂科学管理的科学与艺术整合思维体系的案例———武汉疫情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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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复杂科学管理的ＣＳＭ系统思维模式

ＣＳＭ系统思维模式赋予了复合总体认知的概念．包括４个方面的内容，见图１０。

ＣＳＭ系统思维模式对传统的管理和管理学有４个改变［９］。

图１０　复杂科学管理的ＣＳＭ系统思维模式

（１）改变了传统的分割式思维模式———各个组织只考虑自身。ＣＳＭ 系统思维模式指出，组织不要

只站在一个点上思考问题，而是站在更大的空间思考问题。将注重组织个体的发展转变为注重更大范

围的组织和环境的发展，见图１１。
（２）改变了以前的线性思维方式———由因到果。ＣＳＭ系统思维模式指出，不只是由因到果，而是果

也影响因，是一个循环的回路，输出愈多，输入愈大，见图１２。

图１１　ＣＳＭ系统思维模式改变了传统的

分割式思维模式

　

图１２　ＣＳＭ系统思维模式改变了以前的

线性思维方式

（３）改变了传统的简单思维方式———只看表面的价值，认为做得越多越好。ＣＳＭ 系统思维模式指

出：把 注 意 力 集 中 到 真 正 重 要 的 事 情 上 来，不 是 什 么 都 做；不 是 看 表 面 的 价 值，而 看 潜 在 的 价 值。如

图１３所示，这是一个从求和到求积的转变。

图１３　ＣＳＭ系统思维模式改变了传统的简单思维方式

９第６期 徐绪松，等：复杂科学管理知识体系提出的“源”



（４）改变了传统的惯性思维方式———原来是怎么做的，现在就怎么做。ＣＳＭ系统思维模式指出，需

要多元的创造性思维，见图１４。

图１４　ＣＳＭ系统思维模式改变了传统的惯性思维方式

４　发现社会层面上的复杂系统各影响因素的特征，提出定性定量结合的方法论

４．１　发现社会层面上的复杂系统各影响因素的特征

社会层面上的复杂系统各影响因素之间具有如下特征：ａ）社会层面上的人类共生系统受到各种因

素的影响，其中有定性因素，也有定量因素，且２种因素之间互相影响、互相作用。ｂ）各影响因素都具有

质（ｑｕａｌｉｔｙ）的规定性与量（ｑｕａｎｔｉｔｙ）的规定性２个方面，是质与量的统一体。质是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内

在规定性，他们是结构；量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规模、水平、程度、速度等可以用数量表示的规定性［３６］。
因此，对社会层面上的复杂系统———人类共生系统的研究或分析从研究事物的质的差别开始，然后

再去研究它们的量的规定，在量的分析的基础上，再作最后的定性分析，得出更加可靠的结论［３７］。

４．２　提出定性定量结合的方法论

在研究社会层面上的复杂系统时，要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计算相结合的方法。应用定性分析，通过

“理解—解释”来把握问题整体的性质、类型和关系，即整体结构。应用定量计算，研究量化特征（存在）
或量变过程（发展），即研究各因素所具有的度、质的限度和范围来把握系统相对稳定的本质特征。

复杂科学管理提出定性定量结合的方法论，称为ＣＳＭ方法论［９］，是大数据驱动的方法论，包括思想

方法和定性定量结合的分析框架［３８］。

４．２．１　思想方法

复杂科学管理提出定性定量结合的方法论的思想方法是［３９］：
（１）定性判断与定量计算相结合———应用定性分析的方法构建系统模型，这是描述众多关系（包括

定性因素和定量因素）的概念模型。
（２）应用求解策略，依据数据，对定性或定量的子问题求解。
（３）应用定量结论进行定性归纳，形成解决问题的方案。
（４）在进行定性分析时，微观分析与宏观整合相结合，科学推理与哲学思辨相结合，还原论与整体论

相结合。
（５）在进行定量计算时，确定性描述与不确定性描述相结合，结构化数据的处理与非结构化数据的

处理相结合。

４．２．２　定性定量结合的分析框架

复杂科学管理引进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新技术、新方法，提出定性定量结合的理论框架。包括５
个部分［９］：ａ）建立系统模型的系统方法———分割综合法、指标因素法；ｂ）定性分析工具———探索图、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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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结构图；ｃ）定量计算———定量分析策略（经典的、现代的、前沿的），行为研究的计算实验方法（研究范

式Ⅰ、研究范式Ⅱ、研究范式Ⅲ）［４０］，行为研究的智能计算方法（深度学习；推理与推演）［４１］；ｄ）定性定量

结合的技术；ｅ）实时控制的动态方法［４２］。
定性定量结合的分析框架如图１５所示。

图１５　定性定量结合的分析框架

５　研究结论

本文回顾“复杂科学管理”研究的历程，指出“发现”是“复杂科学管理”提出的源。
（１）复杂科学管理发现管理学研究的对象应是社会层面上的复杂系统，该系统由３个空间组成（社

会空间、自然空间、虚拟空间），复杂科学管理称它为“人类共生系统”。人类共生系统具有复杂性、平衡

与非平衡性及稳定有序动态发展的功能结构的特征，为此提出“３个和谐”（人与大自然和谐、人与人之

间和谐、现代人与后代人和谐）的理念．
（２）复杂科学管理发现人类共生系统管理的目标应该是“创新与和谐”，对于人类共生系统的３个层

次（宏观层、中观层、微观层）管理的目标亦是“创新与和谐”，为此提出以整合论为核心的５个基本理论。
（３）复杂科学管理发现２１世纪的时代特征，如全球化、网络化，提出以系统思维模式为核心的科学

与艺术整合思维的思维体系。
（４）复杂科学管理发现人类共生系统受到各个因素的影响，在这些因素中，既有定性因素，又有定量

因素，且定性与定量互相影响。对人类共生系统的研究应该是从研究事物的质的差别即定性分析开始

的；然后，再去研究它们的量的规定即量的分析，再作最后结论。于是，提出定性定量结合的方法论，包

括思想方法和定性定量结合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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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科学管理”研究的历程给我们几点启示：ａ）管理学的研究是实践与科学的结合，在实践中发现

问题，发现事物背后人们尚没有看到的东西，发现深层次的规律等，在此基础上建立科学理论。ｂ）管理

学的研究是一个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交融的研究，有人文思想，也有科学方法，理念、观念、理论与方法同

样重要。ｃ）管理学的研究一定以管理问题为导向，在充分定性分析的基础上，选择科学的方法解决它。
本文研究“复杂科学管理”提出的历程、所得到的启示，具有理论意义、指导意义；本文研究复杂科学

管理知识体系提出的“源”，具有科学意义、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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