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还原论观点对预警管理理论发展脉络的透视 

文/李 涛 

   还原论作为近现代科学发展的一种重要理论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识并接受，然而，传统对
还原论的认识往往将其视为近现代科学发展进程早期的一种科学方法论，尤其从20世纪中晚期，兴
起了一些反对还原论的观点，其中比较典型的一种就是所谓的整体观，主张用整体观点看待事物，
从宏观上把握事物，似乎有和还原论相对立的趋势。但就笔者看来，这两者并不矛盾，坚持还原论
的观点并不排斥整体，还原的目的正是为了解释整体，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无论坚持怎样的整体
观，要真正认识事物的本质，最终还要从宏观还原到微观层面，再由微观层面拓展至宏观层面。本
文就力图通过还原论的观点，来对管理学界比较前沿的预警管理理论作一些分析。 
   一、还原论及其发展 
   应该说，还原论是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应运而生的，最初出现于生物学哲学问题中，从德谟
克里特关于世界一切事物和过程都可还原到“原子”的“原子论”，到数学家笛卡尔的“动物机器
论”，再到牛顿力学时代的“生物机械论”，都体现出一种清晰的生物还原论线索。尤其在经典力
学时代，以牛顿为代表的近代机械还原论，几乎成了西方科技方法论的“圣经”，根据牛顿的思
想，一切自然现象都可以归结为质点（机械性原子）在时空中的机械运动，一切物质系统都可以归
结为用各种力粘合在一起的质点组。随着时代发展，还原论思想逐步渗透到其它自然科学领域，成
为20世纪指导科学研究与构建科学理论体系的重要原则和方法。 
概括中外学者的基本研究思想，我们可以把还原论思想通俗解释为用分析、分解、还原的方法，把
整体分解为部分，从高层次还到到低层次，从复杂到简单，从多元到一元，按着由大到小、由上到
下、由浅入深的方式来研究事物。如物理学对物质结构的探索就经历了由宏观物体到分子，再到原
子、原子核，最后到基本粒子（如夸克）等过程。还原论思想认为，物质运动的五种基本形式，即
机械运动（力学）、物理运动（物理学）、化学运动（化学）、生命运动（生物学）和社会运动
（社会学），都可以逐层还原为物理或者机械问题，所有的实体或者非实体状态，都可以还原为基
本粒子状态，通过细微的局部进行分析，来揭示整体的性质。 
   进入20世纪后半期，随着后现代科学时代的到来，以及相对论、量子力学、系统论等学科的
发展，许多学者开始对还原论思想提出各种质疑，认为还原论思想无法解决复杂性问题，只注重局
部剖析，忽视了整体的性质，应该把生物体和自然界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整体具有“非加和性”
等，进而有些学者提出了“整体论”、“系统论”、“节奏论”等思想。但无论如何也不可否认，
还原论思想仍然是现代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论，无论是“整体论”也好，“系统论”也罢，其最终
落脚点仍然要通过分析整体的具体细节来进行深入的研究，否则就成为了“臆想论”。正是基于
此，本文才以还原论为切入点，试图对年轻的预警管理理论做一些初步的透视。 
   二、从还原论的观点看预警管理理论的发展脉络 
   预警管理理论应该说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说它古老，是因为自古以来，人们就有
“防患于未然”、“未雨绸缪”等说法，说明古代人是非常重视事前的预测、分析与防范的，并且
在我国古代文明发展史中，先人们的许多行为都立足于防范，比如筑城术的发展，相比古罗马式的
侵略式扩张文化，东方文化更趋向于一种保守、守卫为特色的传统，在此过程中不断滋生了预防、
预警思想的一些最初荫芽。不过，当时的这种思想，主要体现在国家防御的层面，并且只是一种技
术层面的方法，多与军事融为一体，没有成为一种思想范式。? 
“预警管理”的思想起源于20世纪初，到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提出了危机管理理论，作为研
究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领域的理论，随后，日本学者又将其扩展到本国经济领域，到了80年代，这
种危机管理理论逐步由宏观经济领域向单个企业层面延伸，由此逐步完成了企业危机管理理论由国
家层面向行业层面，由行业层面向企业层面的逐步渗透。尤其自美国“9?11”事件以来，国家层面
的安全与预警管理，又被摆在了突出重要的位置。就我国来讲，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危机及预警
管理理论逐步在宏观经济领域得到应用，而后，以佘廉等一批学者的企业预警管理研究为标志，我
国的企业预警管理也开始迈上历史舞台，并且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预警管理作为一门理
论逐步成型。而且自从“非典”事件以后，随着政府及公众对预警管理的逐步重视，作为一门管理
学重要分支学科的预警管理理论，日趋成熟。 
   从预警管理的发展脉络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还原论”这一科学范式的影子。由最初
对预警管理的模糊和宏观上的认识，到后来逐步分解到领域、行业乃至单个企业，随着研究层面的
逐步还原，预警管理的理论框架逐渐明晰，最后在企业这一基本单位，预警管理理论得到了空前的

 



发展，用“解剖麻雀”的方式为整个预警管理王国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是本体式
“还原论”的具体体现，即由高级层次向低级层次归结。随后，又通过企业层面基本管理范式的运
用，拓展至宏观层面的行业预警及国家和公共安全预警管理，实现了“还原论”与“整体论”的有
效融合。 
   “还原论”思想在预警管理领域的另一个具体体现在于其方法论，即用较简单的原素和运动
形式去解释复杂的系统和运动形式。早期的预警管理理论多运用定性的分析和宏观的概括，往往觉
得对着一个庞杂的系统无从入手，很难找到准确的切入点而建立起相应的管理框架。而随着企业预
警管理理论的发展与不断成熟，现代预警管理已经步入到精细化决策管理的时期，通过在事件及风
险的原始层面设定相关的变量和因素，建立微观的分析模型，通过数理的方式将诸多要素组合起
来，从而进行管理预测，最终建立相应的管理模型，体现了将系统分解为若干要素，通过简单要素
的组合达到分析复杂问题的目的，充分体现了方法式“还原论”思想。 
   三、预警管理理论的发展展望 
   随着预警管理研究范式的逐步成熟，预警管理理论的发展也逐步朝向两个方向： 
   一是逐步向宏观层面尤其是国家政策层面延伸。这有些类似现代一些学者提出的“还原论”
向“整体论”的融合，目前，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都对预警及应急管理的重要性有了充分认
识，各个政策层面的政府及社会应急及预警预案相继出台，形成了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宏观指导意
义上的政策和规章，但这些政策和规章基本上还处于试验性的探索阶段，随着我国政府社会管理职
能经验的逐步积累，随着政府对一些重大突发事件处置能力的不断增强，在实践的检验中，现代政
府预警管理政策体系必定朝着更为科学、成熟、完善的方向发展。 
   二是进一步依靠定量分析和“模型化”。传统的应急管理思想是一种消极防范的思想，认为
突发事件具有不可预测性，从而只注重了事后的应急与处置，忽视了事前的预测与预警。而现代预
警管理理论则认为突发事件是有先兆的，同样有着其发生的机理和机制，只要把握好这些前期的征
兆，就能够化险为夷，防患于未然。但具体到操作层面，对于这些事前的征兆和内在机理，不可能
凭空想和臆测，而要依据相应的分析因素，通过在一线环节科学地设置一些相应的指标和因素，形
成一种“模型化”的监测机制，如一些学者对企业预警管理的研究中，单纯针对“管理波动”这一
风险因素，就设置了三层次多达28个的指标进行监测，从而将变动的事物定量化，得出相应的预测
结果，指导管理实践。这些都充分体现了现代“还原论”的思想，是“还原论”思想在现代预警管
理领域的生动体现。 
   总之，正如后现代主义对“还原论”思想的批评导致了“还原论”的不断发展成熟一样，任
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不会沿着一成不变的既定轨迹，变化始终是永恒的，关键是如何适应变化，不
断对理论和思想进行补充和完善。作为一门年轻学科的现代预警管理理论，在其初步发展阶段，更
多地体现为一种“还原论”式的发展论，这也是一门学科从出现到成熟的必经阶段，也正是由于
“还原论”方法的具体应用，才使得预警管理作为一门科学理论，在科学王国的百花园中逐步站稳
了脚跟，随着时代发展，相信预警管理理论也必然象“还原论”思想的发展一样，逐步走向成熟和
完善。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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