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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系统复杂性作为一种世界规模的学科思潮，已经渗入到各门具体的学科中，成
为科学技术领域内最热门的课题，体现了人类科学史、认识史上的重大转折。
圣菲研究所约翰·霍兰博士提出的复杂适应系统（CAS）理论，是一种认识、理解、管理、控制复杂
系统的全新的思维方法体系，在过去十几年里，在各门具体的学科应用中获得了许多成效。
对于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学科来说，把信息系统与互联网看做一个复杂适应系统、多主体组成的复杂
协作关系网络，从而研究信息系统的基础架构与系统演化之间的关系——在国际上已经有了许多专门
的研究。
在美国，每年一度的“信息系统的哲学基础研究”学术会议，就是以此为专题的；在欧洲，欧盟合作
技术框架专门组织了一批学者撰写复杂性研究对信息技术挑战的报告，指出在未来十年，复杂性科学
的兴起将会支撑起具有巨大价值的新一代技术，欧洲应该在语义互联网领域内抓住这一机会等。
一些从事复杂网络研究的学者也开始对信息系统，尤其是互联网中的开放性信息系统中的复杂性及其
演化算法表示出极大的兴趣。
例如，瑞士华人物理学家张翼成教授近年来一直对社会性网络服务中的信息复杂性问题投入极大的热
情，并主持组织了中印欧复杂性研究暑期学校，推动这个交叉研究领域的合作。
在国内，过去相关的研究大量是基于宏观信息化规划相关的组织管理研究，对于信息系统架构本身的
复杂性研究一直以来还非常欠缺。
正是这种欠缺，造成学术界在面临Web 2.0等互联网变革时，显得有些被动，这种被动甚至引发了业界
对于学术界的失望与不满。
这本著作是方美琪教授和她的博士生张树人同志根据后者于2005年11月在信息系统协会中国分会成立
暨第一次学术年会上提交的两篇论文——《社会性软件与复杂适应性信息系统范式》及《从发生与演
化的角度研究社会性软件》——基础上扩展而成的，但绝不是一般性的扩展，而是具有更多的创新研
究。
无论是内容的广度与深度，还是与信息系统前沿实践相结合方面都大大推进了这两篇论文的研究，而
这两篇论文在该次学术会议讨论中就获得了与会同仁的极大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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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信息系统也逐渐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由封闭孤立到开放协同地
发展，信息系统的复杂性在近年来兴起的Web 2．0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本书详尽分析了大量Web 2．0系统中的动态演化机制，提出了复杂适应信息系统范式；并结合一般性
的系统思维和其他的系统理论与系统研究方法，提出了相应的概念模型、研究框架、设计的一般原则
和具体方法、策略，并对复杂信息系统产生的一些新问题进行了专项研究。
    本书可为电子商务、信息管理等相关专业的学者、研究生提供具有价值的研究借鉴，亦适合IT经理
人、互联网产业研究与分析人员、技术媒体编辑以及对复杂性研究感兴趣的人士阅读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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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绪论自幼我们就被教导把问题加以分解，把世界拆成片片段段来理解。
这显然能够使复杂的问题容易处理，但是无形中，我们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全然失掉对“整体”
的连属感，也不了解自身行动所带来的一连串后果。
——彼得·圣吉（《第五项修炼》之“破镜重圆”[4]）信息技术是一个快速更新和迅猛发展的领域，
新技术和新思想层出不穷，系统模式和系统架构日新月异，项目管理、软件工程和系统开发设计方法
等不断地推陈出新。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知识生产全球化分工合作的进一步细化和深化，不同学科的知识综合与技术扩散
也更加方便快捷，信息技术的发展呈现出“自催化”加速发展的态势。
信息系统的复杂度与信息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累积，信息系统不断地由低级到高
级、由简单到复杂、由封闭孤立到开放协同地发展。
面对越来越复杂多样化的信息技术和信息系统，人们逐渐发现习惯性的片段思维和传统的基于“高效
源于控制”的简单思维方式越来越难以处理和适应这种日益增长的复杂性[4]。
具体表现有：限于技术细节，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忽视信息系统设计的整体目标，甚至患上“高技
术气量狭窄”综合征（The“Hi-Tech Hidebound”Syndrome）（Malhotra　1999）[6]，对问题的非技
术解决策略持敌对或偏见态度；限于局部思考，不能充分考虑信息系统外部环境的动态变化，很少考
虑或很难科学地考虑同其他系统间互操作与协同工作，造成项目设计成功后在应用推广与实施中失败
；对信息技术和信息系统的发展趋势缺乏认识，选择了错误的技术方案或落后的设计模式与理念；简
单思维难以理解社会性软件和Web 2.0①领域内涌现的各种复杂②现象及系统内的非线性系统动力学机
制，习惯于孤立地看事物的思维方式，不能清楚地认识Blog等简单系统中一些同样非常简单的技术中
蕴涵着改变万维网拓扑结构和互联网秩序的巨大潜力，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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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The author has an extraordinary mastery of all the relevant fields and references and this work will serve as a
benchmerk for people in China and abroad even in Europe and USA This works can be regarded as of very high
level in particular its criginality and will promote futher scholars to study the fascinating area brought by 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　　——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张翼成《Web2.0与信息系统复杂性变革》具
有明显的交叉学科风格，虽基本定位于信息系统范畴，但采用了大量复杂系统研究的术语、理念以及
思维方式，反映出作者在这些方面都是相当地游刃有余，具有很高的学术素养。
　　——北京大学网络信息系统研究所所长、计算机科学技术系教授 李晓明Web2.0是互联网最活跃的
发展领域，它使互联网系统日益复杂化。
以往用简单系统线性研究的方法已经不能适应这种发展。
这是国内第一本高水平地把复杂理论、复杂网络分析与社会网络分析应用到SNS与Web2.0分析的专门
著作，可以改变整个这一领域理论严重滞后实践的状况。
　　——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书长、《互联网周刊》主编 姜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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