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软科学是观控世界的科学

这里说的“软”和“硬”, 不是“棉花软 , 石头硬”的“软”

和 “硬 ”, 而 是就 一 般 系 统 与 关 系 而 言 的———系 统 映 射

“硬”, 关系映射“软”。

泛系(pansystems)[1] 观 控 模 型 对 一 般 系 统与 关 系 简 括

描述表达为:

PM=(系统 , 关系)=(硬 , 软)=(H, S)

泛系 是 广 义 系 统 、广 义 关 系及 其 种 种 复 合 的 简 称 。

1976年, 中国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吴学谋首先提出这一概

念 , 开始只是在很限定的意义下使用; 现在 , 泛系更多地成

为一种研究倾向、一种立场、观点与方法的代称 , 也可指在

泛系概念或泛系框架下发展的专题群落。这在国际上已形

成共识 , 得到公认。

泛系方法论在国际上被称作中国泛系或泛系分析, 通

称泛系理论。世界知名学者盛赞“中国泛系是人类智慧百

科的一种缩影”。国际抽象系统论的奠基人之一、东京工业

大学教授高原康彦 , 对泛系理论有深刻理解 , 把中国泛系

作为国际系统科学的主要流派予以高度评价 : “我原以为

Pan仅仅是通常一般的意义而混同泛系与贝塔朗菲的一般

系统论, 现在看来泛系这一范畴具有多层网络型跨域性 ,

又有结构式的数学定义 , 从狭义讲可以概括林林总总的系

统概念; 从广义讲则是一种百科千题可联的哲理范畴 , 是

一种广义的通信网、交通网、经络网⋯⋯ , 有哲理本体论的

本质性刻画 , 有千万种方法的共性概括 , 融哲理、数理、技

理于一体 , 无所不在但不是无所不包 ; 无所不联但不是无

所不能。万事万物自成泛系又互成泛系 , 泛系成为事物存

在方式的显示、抽象或近似显示与抽象。这是一种新的系

统论、系统数学。”

泛系理论认为: 世界是泛系的。没有不是泛系的运动,

也没有泛系不在的运动。一切运动无不在时空中进行 , 无

不伴随物质变化、能量转换、信息传递、互联、互转、互导、

互生、互克 , 呈现某种分布格局和演化态势。“五元五互”

(时间、空间、物质、能量、信息———互联、互转、互导、互生、

互克)是基本的泛系科学观 [2]。作为观控主体的人类及其社

会, 在高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 , 需要及时有效地认清现实、

把握未来 , 因而促使观控技术应运而生 , 并不断改进、充

实、完善。泛系方法论为观控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实际应用

做了系统的理论铺垫 , 奠定了可靠的技术化基础。最具有

生命力的是可充分观控建模显生, 直接或间接地引导提供

与“原型”相逼近的“模型”, 适应信息数字化网络化 , 既可

证实 , 更可证伪 , 促进认识与实践不断深化。

泛系观控旨 在 “感 庶 物 之 机、悟 万 律 之 理 、索 浮 沉 之

秘、扬百家之义、究天人之际、求和谐之谛”, 这正是观控技

术在实际运作中所要无限逼近的境界。

泛系观控倡导“宏微局整远近纵横兼顾 , 多元综合协

同优化发展”[1]。

观控 , 是广义的“观”与广义的“控”, 同知与行、认识与

实践相对应 , 而且内涵更充实、更生动、更真切。

“观”与“控”是同存并在的。如骑自行车行进 , 观控并

行自洽。

有意识有目的地感受、获取信息的动态过程及其功能

表现 , 包括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肤觉、机体觉、运动觉、

平衡觉、态势觉、情意觉、心灵 觉 等 所 感 知 和 意 识 到的 一

切 , 统称为“观”。

对感知和意识到的时间、空间、物质、能量、信息(以及

由此5项科学基元互联、互转、互导、互生、互克形成的“五

元五互泛系”及其种种复合), 进行有意识有目的地综合、

分析、比较、选择、运筹、谋划、组织、协调、管理 、决 策 、实

施、跟踪、反馈、指挥、监督、调度、运作、调节、控制、操作、

检验等一系列复杂的或简化的动态过程及其功能表现 , 统

称为“控”。

观控技术以泛系为观控对象, 按比较收益导向, 以认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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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把握未来为基本使命, 是一种追求“真、美、好”的系统技

术[3]。详见《泛系观控技术》第一章观控技术概要, 被收录于

《WCFSGS 2005》世界华人一般性科学论坛论文集( 电子版) [4]。

观控技术不仅是泛系理论的重要技术支撑 , 同样也是

软科学的重要技术支撑。运用观控技术观控硬科学 , 软科

学就是观控硬科学的科学;运用观控技术观控世界 , 软科

学就是观控世界的科学。

中国科学技术部定义: 软科学研究是以实现决策科学

化和管理现代化为宗旨, 以推动经济、科技、社会的持续协

调发展为目标 , 针对决策和管理实践中提出的复杂性、系

统性课题 , 综合运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工程技术的多

门类多学科知识 , 运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系统分析和论

证手段 , 而进行的一种跨学科、多层次的科研活动。这个定

义从软科学研究的宗旨、目标、指向、关涉、活动等方面作

了相当概括的 界 定 ( 可参 阅http://softscience.cssm.com.cn/

web/download/20050131_1.doc) 。

2 软科学的研究方法

科学的研究对象 , 简 括 地 可分 为3类 : 自 然 、社 会 、人

生。软科学的研究对象是: 自然、社会、人生的关系态势。

基于所论对象的形式和内容 , 可能采用的研究方法是

多种多样的。俗语说“条条道路通罗马”蕴含的就是这个意

思。“通罗马”的主要使命是什么?谁承担?走哪条道?用什

么交通工具?选择什么时机?如何应对意外?等等问题需要

预先考量谋划 , 才适宜付诸实施。

深入确切严谨透彻具体地实验验证“TSMEI”(时间、空

间、物质、能量、信息)分层聚类演化分布既律定又随机的

同一性和特殊性 , 是硬科学的使命。

将观控主体和观控的对象“客体化”, 做“需要预先考

量谋划”的事———揭示“五元五互”交集态势 , 是软科学的

使命。

软和硬是相对而言的。实际上 , 软中有硬 , 硬中有软。

正如阴阳是相对而言的一样: 阴中有阳 , 阳中有阴。

软科学的研究方法 , 趋向软硬融合、软硬适度、软硬自

洽 , 侧重超前反馈、跟踪评估、实时观控、自动容错纠错趋

优。泛系观控正致力于在这个方向上开拓创新。

观控技术的载体是人, 它被人格化在人身上和由人组

成的各种社会组织中, 分层聚类 , 可观可控。

观控技术的要点包括: ①观控主体 ; ②观控对象 ; ③观

控背景; ④观控方式; ⑤导向基准。观控主体是指受需求制

约规律支配 , 又具有能动作用的人类、国家、民族、区域、部

门、行业、企业、集团、群体、家庭、个人 , 通常按国家、集体、

个人界定 , 可以相对普适、确切、具体地描述表达一般观控

主体 ; 观控对象是与观控主体有关联的系统、关系及其种

种复合 , 它们必须是可观控或半可观控、有足够明晰的模

糊界域的信息、物质、能量、时间、空间、泛系 ; 观控背景是

指观控主体和观控对象所在的时空环境条件及其演化分

布的律定趋向和随机态势 , 包括自然的、社会的、泛系的、

特指的与观控主体和观控对象有一定相关性的场景格局

及动态; 观控方式是运用泛对称性和逻辑简单性原理 , 将

观控主体客观化 , 仿真模拟观控主体在观控背景中对观控

对象的运作态势 , 力求观控模型简便有效地向实际原型无

限逼近 ; 导向基准即比较收益(GBC)———决定观控目标的

选择和观控效能的评价。观控是有意识、有目的、有功能表

现地融“真、美、好”为一体的供求索交过程。不同的观控主

体对真、善、美的需求权重及需求份额和供给权重及供给

份额是不相同的 , 对于集中于“交”上的关于物质的和精神

的比较收益的看待更不相同。作为收益主体的国家、集体、

个人 , 在归总收益中分别所占的相对份额 , 是影响和决定

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政策参数。谁都想尽快得益。然

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要求 : 不能没有近、中、

远期收益兼顾的纵深部署。因此 , 关于不同收益主体的收

益时限的界定, 更是一个敏感的直接关系各收益主体现实

和未来的生存与发展的问题。

观控技术融科学技术和美学艺术为一体, 运用泛系方

法论切实把握“知”、“情”、 “意”的相关性: 线性相关和非线

性相关。最权威的心理学家都承认, 人类的天性可以分作认

识、行为和情感, 或是理智、意志和感受3种功能, 与这3种功

能相对应的是真、善、美的观念。观控技术统观辨识: 科学技

术以求真为首要使命, 并以真求善进而求美; 美学艺术以求

美为首要使命, 并以美求真进而求善。将二者的使命权重进

行定性定量转换并作非线性对等归并, 结果见表1。

表1

求真 求善 求美

科学技术 0.44 0.34 0.22

美学艺术 0.34 0.22 0.44

对等归并 0.40 0.28 0.32

观控技术揭示出人之理想境界———无限趋近“真、美、

好”: 第一 , “真”是客观存在的既随机又律定的演化与分

布 , 人不能自己欺骗自己, 不能不以求真为首要前提 ; 第

二 , 美即生命 , 真切愉悦的美感启迪人的想象、激励人的创

造、引导人的净化与进化 , 求美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初始、

最现实、最久远、永无终极的追求 ; 第三 , 内在需求的外部

现实性谓之“善”, 或曰“好”, “好”是相对收益主体而言并

随收益对象、收益背景、收益方式而变的包括物质的和精

神的比较收益。比较收益 ( gains by comparison) 的原意是

“相比之下显其优”, 是指系统归总的“取”和“予”分别趋近

100%时 , 子系统的单位予之份额所得的相对取之份额。所

有对“真、美、好”的追求无不按比较收益导向。比较收益的

观控模式及实证案例详见《泛系观控技术》第四章§4.5基

态和动态比较收益观控实验( 《WCFSGS 2005》世界华人一

般性科学论坛论文集( 电子版) [4]。

《中国软科学》强调软科学研究的基本原则是 : ①一切

通过试验; ②有主有从、有粗有细; ③跟踪追索、讲究后果 ;

④权衡利弊、有取有舍; ⑤依法规范、循序前进。这其中的

意味有待读者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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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软科学研究如何选题

看看高中生leaves22对软科学的认知 , 对软科学研究

如何选题会有联想作用。

“软科学是研究社会问题的科学 , 常被人们称为改革

社会所必需的一种社会软件。它综合运用自然科学、社会

科学和哲学的理论和方法 , 对复杂的社会课题(人、自然、

社会经济、科学技术之间相互作用的政策课题和社会问

题)进行预测、规划、管理和评价 , 从整体上探求最优化的

解决方案和决策。软科学的特点包括 : ①侧重研究人和社

会因素在自然现象和科技项目中的作用; ②寻求解决问题

的策略和方法 ; ③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 , 为不同的目的服

务。软科学研究 , 主要采用系统分析方法 , 为研究对象建立

物理模型和数学模型 , 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在整个研究

过程中 , 以全面、连贯、动态、辩证的系统思想 , 进行多元、

多值、多测度的网络分析 , 这是软科学在研究方法上的重

要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讲 , 软科学是研究技巧、信息、组织

和领导的知识体系; 而相对于软科学的硬科学则是研究物

质设备的技术知识体系。软科学是操纵硬科学的科学。软

科学主要包括科学学、管理科学、统计学、预测学、决策科

学、技术经济学等学科。软科学将现代科学作为一种重要

的社会现象和社会建制 , 研究它的本质特征 , 考察它与社

会的关系, 提出它的一般发展规律 , 探索它的体系结构 , 从

而对现代社会的科学活动实行有效管理 , 争取最优效果。

管理科学是最早出现的一门软科学, 它直接体现软科学的

社会功能 , 是软科学的中心。管理科学的目标 , 是在正确决

策的前提下提高管理效率。它包括企业管理、科研管理、教

育管理、行政管理等。预测学为科学化管理提供决策的依

据 , 提供合乎经济规律和现代科学发展规律的管理思想和

规划。现在—未来—现在是研究的程序公式 , 即从现在出

发 , 考虑到未来 , 再回到对现在 的关 注 , 以 便 采 取 各 种 对

策, 应付未来的发展和演变, 从而正确、有效地选择、控制、

改 变 未 来 ” ( 详 见 http:hi.baidu.com/leavesleaves 22/blog/

item/d0a1217fea37570828388af4.html) 。

软科学研究的大忌是 “脱离实际”、“从概念到概念”,

“清谈误国”。

软科学研究的选题务必从实际出发 , 解放思想、实事

求是 , 注重实际案例 , 进行实验实证 , 提供足够可信的科学

结论。软科学研究的选题宜用软科学研究方法。

实践反复检验证明 “观控分析 ( GuanKong Analysis,

GKA) ”用于软科学研究选题是一种简明普适的“必要、可

行、有效、乐意”的方法。其观控模式就是按“必要、可行、有

效、乐意”四维测度观控。

GKA=(GKAl, GKA2, GKA3, GKA4)=(必要 , 可行 , 有效 ,

乐意)

GKAl: 必要———蕴涵需求的不可替代性 , 需求的规

模、强度及紧迫程度;

GKA2: 可行———蕴涵环境(自然、社会、专业)可行性和

系统(人、财、物、信)可行的程度;

GKA3: 有效———蕴涵世界、国家、集群、个体的有效收

益及其近、中、远期整合的比较收益;

GKA4: 乐意———蕴涵乐意域(物质、精神、生态)和观控

主体(决策者 , 执行者 , 相关者)的乐意程度。

GKAl、GKA2、GKA3、GKA4的原始信息都按9级分类量

化 , 并以一般同层同类对象系统的中位水平作为评价基

准。与“评价基准”“相当”的量化序为“5”; 比“评价基准”

“好一点”、“好一些”、“好许多”、“好极了”的量化序分别为

“4”、“3”、“2”、“l”; 比“评价基准”“差一点”、“差一些”、“差

许多”、“差极了”的量化序分别为“6”、“7”、“8”、“9”。

所论观控对象的性状态势, 可以方便地用自然语言按

9级分类量化逼真表达。

9级分类量化基于实验心理—物理学 , 其观控隶属度

公式为:

F( I) =Ln( max{I}+2- I) /Ln( max{I}+1)

式中 , I为排序序号 , F( I) 为I的对应值 , 即观控隶属度。

当max{I}=9时 , 即得到表2。

表2 9级分类量化

I 1 2 3 4 5 6 7 8 9

F( I) 100 95 90 85 78 70 60 48 30

观控分析既便于作国际比较 , 也便于分层分域考察检

验。欲考察所论观控对象系统, 先须估量不同视角评价的

百分“占比”, 即 : 在熟识所论对象系统的人群中 , “看好”

的人( P1) 占百分之几 , “看差”的人 ( P2) 占百分之几 , “一

般”看的人( P3) 占百分之几 , “公正”看的人 ( P4) 占百分之

几, 并使P1+P2+P3+P4=100%。切实估量“占比”映射“自知

之明”和“知人之明”。作为专门考察则可进行抽样检验。

抽样检验宜用超然扮演方式进行。

抽样检验 , 务必有足够的不同信源类别的样本 , 如实

业界评价、学术界评价、公务界评价。综合分析比较不同类

别样本的评价结论 , 可为观控对象的性状态势提供重要信

息。

超然扮演是指熟识观控对象的观控者(如AloofGK), 以

自身的实际感悟体验 , 超然逼真地模拟扮演对象(QI01)作

出“自行估量”。这种超然扮演 , 蕴涵“科学艺术化 , 艺术科

学化”, 便于科学地进行抽样检验 , 真实地考察观控对象。

因为观控者的模拟信息 , 在直接表达扮演对象的看法—见

解的同时 , 也表现观控者自身的看法———见解 ( 把扮演对

象“扮演”得“过好”或“过差”, 映射“观控者自身缺乏知人

之明或扮演失当”) , 都会使观控者“丢分”。这可按蕴涵[ 泛

对称性] =[ 客观性] =[ 公共性] 的集中趋势 , 对其进行公

正—科学检验。

按9级分类量化细化表达的必要、可行、有效、乐意 , 详

见观控分析原始信息( 见表3) 。

运用泛系观控实验软件PGKE处理后的输出信息 , 按

均权归并: GKA≥90.00的为 “优”, 78.00≤GKA<90.00的为

“良”, 60.00≤GKA<78.00的为“中”, GKA<60.00的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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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观控分析实验信息( 见表4) 。

表3 NBIC应用观控分析(原始信息)

( 编号: 20050704_NBIC_QT01_AloofGK)

指称
占比

( %)

必

要

可

行

有

效

乐

意

备注 ( 观控者的姓名、性

别 、年 龄 、职 务 、电 子 信

箱、身份证号)

“看好”的评价 10 3 2 2 3

“看差”的评价 10 6 7 5 4

“一般”的评价 50 5 5 4 4

“公正”的评价 30 3 5 3 4

自我真实评价 3 5 4 2 AloofGK@163.com

实验操作:

表4 NBIC应用观控分析( 实验信息)

( 编号: 20050704_NBIC_QT01_AloofGK)

指称 必要 可行 有效 乐意

备注 ( 观控者的姓名、性

别 、年 龄 、职 务 、电 子 信

箱、身份证号)

观控对象

NBIC
77.51 72.36 83.00 83.78 AloofGK@163.com

实验操作: 实验签发:

观控实验分析

实践检验表明: 认真地而不是敷衍地进行观控实验 ,

切实把握“评价基准”PK“观控对象”, 可使观控实验者的

素质能力显著提升———领悟“天地之间有杆秤⋯⋯你就是

定盘的星”。

人类科学技术发展史是各种学科和技术交叉融合、互

动发展的历史过程。2002年6月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会同

商务部发布 : 主导2l世纪的科学技术———“融合技术”———

将对人类社会产生巨大影响。“融合技术”蕴涵四大领域 :

纳米、生物、信息、认知( Nano- Bio- Info- Cogno, 简称NBIC) ,

NBIC四大技术具有以下互补关系 : 认知科学家能够想到

它; 纳米科学家就能制造它; 生物科学家就能使用它 ; 信息

科学家就能观控它。NBIC有关领域的重大突破将在今后

10~20年内实现 , 如果决策和投资方向正确 , 那么这些愿景

大多将会在未来20年内得以实现。

在众多的科技领域中 , 选定包括NBIC四大技术的“融

合技术”作为主导21世纪的科学技术 , 正是软科学研究选

择的结果。

在众多的观控对象中 , 可按“必要、可行、有效、乐意”

观控模式优选出趋向最优化的观控对象。在众多的软科学

研究选题中 , 可按“必要、可行、有效、乐意”观控模式优选

出趋向最优化的课题。

基于我们的国情省情 , 探讨软科学研究选题 , 可以融

合技术(NBIC)及其应用观控分析为例。

如何相对简明确切地量化描述融合技术(NBIC)及 其

应用? 这是硬科学工作者和软科学工作者都感兴趣的问

题。科学工作者相信“凡事有度 , 要害在度”是基本的社会

自然法则。在“周全求效”和“简明求效”的选择中 , 因为“周

全”是难以穷尽的 , 而且易陷于烦琐哲学、得不偿失 , 所以

人们乐于选择“简明求效”。融合技术应用观控分析 , 正是

致力于相对简明确切地量化描述表达现实的融合技术及

其应用———跟踪评估、超前反馈、实时观控、自动容错纠错

趋优。

( 1) 观控实验分析。实验信息显示: GKA=( 77.51+72.36+

83.00+83.78) /4=79.16

超然扮演 ( AloofGK) 公认的权威QT01, 认为观控对象

NBIC: “必要”( 中) , “可行”( 中) , “有效”( 良) , “乐意”( 良) ;

均权归并GKA=79.16, 归总评价属于“良”, 离散风险RISK<

7.2%。若有足够多的不同信源类别的样本 , 如实业界评价、

学术界评价、公务界评价 , 所得观控分析结论会足够可信。

普及这种具有严谨科学量化测度支撑的观控实验, 可为

建立健全“自动容错纠错趋真机制”向优化强化无限逼近, 向

“必然世界”、“实验世界”、“应然世界”大统一无限逼近。

( 2) 观控实验服务。不同类型不同对象的观控实验已

进行了一代人( 20多年) 。曾成功用于公务员测评、先导产

品观控、基因辨别、风险决策、人生观测度、融合技术观控

实验、思维能力观控实验、素质能力测度观控实验、执政能

力测度观控实验、企业生机活力观控实验、和谐社会测度

观控实验、责权对等观控实验、知识经济和高技术产业发

展预研。这里提出了《融合技术( NBIC) 应用观控分析》, 该

课题组YHY@hbstd.gov.cn可提供各类观控实验服务。

附 : YHY 观 控 求 教 (http://www.sciencenet.cn/blog/

aloofgk.htm)以最平实的眼光观控自然、社会、人生 , 各有4

项基本法则 : ①凡事有度 , 要害在度 ; ②分层聚类 , 淘汰择

优 ; ③各尽所能 , 各得其所 ; ④演化分布同在 , 随机律定并

存。从人类现实的认知看: 自然的法则是“神”还是"不知道

的力量"主使的演化分布结果? 社会的基本法则是人“顺应

自然”加上“自身能动作用”的演化分布结果? 人生的基本

法则是人的“命运”连同“主观能动作用”的演化分布结果?

“人类至今尚不能善于管理自己”———是“顺应自然”的问

题? 还是“自身能动作用”( 包括对自然社会人生的认识、顺

应、利用、改造、协同) 的问题? 恳请对这这4项基本法则有

研究者 , 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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