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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决策的本质含义是“做出决定”或“决定对策”，即根据实际情况和预定目标来确定应采取的行
动。
对决策的理解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从广义上讲，决策是指提出问题、确定目标、拟订方案、收集资料、分析评估、方案选择以及实施、
反馈、修正等一系列活动的全过程；从狭义上讲，决策仅指决策全过程中方案选择这一环节，习惯上
称为“拍板”。
也有人仅仅把决策理解为在不确定条件下选择方案，即做出抉择，同时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
决策理论和决策方法的研究历来受到高度重视。
做出正确决策的前提是对系统演化进程、现状和当前环境的准确评价以及据此对系统未来变化做出科
学预测。
面对复杂的决策问题，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人们必须首先进行缜密的诊断和评价，对系统及其环
境形成正确的认识，把握系统及其环境的演化规律，进而对其未来变化动态做出科学预测。
依据科学预测，才可能做出正确决策，实现科学发展。
系统评估、预测、决策三位一体，是人们从事科技、经济、社会活动过程的重要环节，属于系统研究
和实践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和有机组成部分。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刘思峰同志带领一批青年教师围绕以灰色系统理论为主导的系统分析定量
方法和模型技术的创新和应用进行探索，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2000年，刘思峰同志作为特聘教授被引进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批富有朝气的中青年教师通过人才引
进、进站开展博士后研究、攻读博士学位等途径聚集起来，逐步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系统分析定量
方法和模型技术研究团队。
共同的学术兴趣和愿景形成强大的团队向心力和凝聚力，团队成员精诚团结，科研创新与教学改革并
举，致力于系统评估、预测、决策方法研究、应用和人才培养，取得一批有影响的成果：先后获省部
级科技成果奖11项，国际奖4项，论著被国内外学者引用6000多次；10位博士生获得江苏省和南京航空
航天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19位博士后获得国家和江苏省博士后基金资助；12篇硕士论文被评为
江苏省和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优秀硕士学位论文，9篇博士论文被评为江苏省和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优秀
博士学位论文。
该研究团队2005年被评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首批5个创新研究群体之一，2007年被评为江苏省高等学校
首批优秀科技创新团队。
学术团队建设强有力地支撑了学校的专业和学科建设。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工业工程专业被评为江苏省品牌专业，工商管理专业被评为江苏省特色专业，管
理科学与工程学科2006年被评为江苏省重点学科，系统工程学科2008年被评为国防重点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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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科技生产力流动的概念人手，以科技生产力的形成与流动为主线，研究了科技生产力及其流动
的测度、科技生产力流动的成本与效益、科技生产力的优化配置、科技生产力流动的博弈策略、科技
生产力流动与新兴产业成长等问题，并结合我国科技生产力形成与演化过程进行实证研究，揭示了科
技生产力流动的机理、特性、效应与模式。
研究结果对于促进我国科技生产力的有序流动和优化配置、推动科技发展和新兴产业成长具有实际指
导意义。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经济、管理专业研究生或高年级本科生的参考教材，也可作为企事业单位管理
人员、科研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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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科技生产力的概念　　1.1　生产力概念的历史演化　　1.1.1　么是生产力　　1.生产力定
义的历史溯源　　早期关于生产力的定义，多见于政治经济学的各种教科书。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著作中多次指出：“生产力是一种既得的力量。
”威廉姆。
肖在《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书中指出：“生产力应当被看做是生产方式内某种类型的联系，也就是
对自然的真正占有，或者是‘生产的技术关系，，按照这种见解，生产力并不简单是生产中的要素，
而是现实的生产过程中这些要素的关系系统。
”生产力最原始的定义始于斯大林时期。
人们认为，生产力是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人们同自然界斗争以及利用自然界来生产物质资
料”，这一定义在原苏联和我国理论界长期占据统治地位。
在此基础上，中外学者和研究机构做了进一步的探讨。
　　《政治经济学辞典（上）》中的表述为：“生产力表明某一社会的人们控制与征服自然的能力。
”王学文先生的定义为：“劳动生产力可以说是人们在特定的生产系统下，在一定的劳动组织中由劳
动所发动掌握，以劳动手段为媒介，对自然发生作用，由劳动的自然条件、劳动的社会条件、劳动的
技术条件等方面所发挥出来力量之总和。
”吴树青、卫兴华、洪文达的表述为：“生产力是人们生产物质资料的能力，它表示人们改造自然和
征服自然的水平，反映了人和自然界的关系。
”较近期的如钱伯海的表述为：“生产力，即社会生产力，是由生产三要素构成的，它体现着人们利
用自然、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能力。
”程恩富先生的表述为：“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就是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使其适合人们需要
的过程；人们运用生产资料、创造社会财富的能力，叫做生产力。
”张振国认为：“生产力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协调（或调整）自然，获得物质资料和人类良
好生活环境的能力。
”蔡建华在《生产力经济学概论》中提出：“所谓生产力，简要地说，就是人类改造自然，协调入与
自然的关系，创造财富的能力。
”董田春在《生产力定义、要素再思考》中提出：“生产力是人们为了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在利
用和改造自然的劳动生产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物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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