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复杂大系统评价理论与技术>>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复杂大系统评价理论与技术>>

13位ISBN编号：9787560741123

10位ISBN编号：7560741126

出版时间：2010-7

出版时间：山东大学

作者：王新华//李堂军//丁黎黎

页数：31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复杂大系统评价理论与技术>>

前言

系统是由具有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若干组成部分结合在一起并且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
它的各部分必须是相互影响、相互依赖，且形成一定的结构与层次。
系统可根据研究的需要有不同的划分方法，如根据系统的本质属性，系统可划分为简单系统与复杂系
统。
简单系统是指组成系统的单元数量较少，因而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比较简单，或尽管单元数量多，但之
间关联关系比较简单。
而复杂系统最主要的特征是系统具有众多的状态变量，反馈结构复杂，输入与输出呈现非线性特征，
即高阶次、多回路、非线性。
无论简单系统还是复杂系统，只是人们认识与研究系统的层次不同，它们在结构、功能、行为、演化
等方面，都是十分复杂，至今仍有大量问题还不了解。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钱学森先生就提出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理论”。
随着对复杂性科学重要意义认识的不断加深，复杂性科学在国内也受到了普遍的重视。
1992年，他们又提出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研讨体系，实现人机结合的大成智慧。
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想法一直未能得到实践的机会，因此还没有取得实际的成果。
自1997以来，关于复杂性研究的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数量呈快速增加趋势，它们涉及物理、生物、地
理、医学、经济、管理与哲学社会科学等众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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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复杂大系统的评价理论与技术是复杂大系统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
本书主要介绍了复杂大系统评价的基本问题，复杂大系统评价指标筛选与设置方法，系统评价的一般
步骤与方法，指标权重的设置方法与步骤；综合评价方法的内容及步骤，综合评价方法的适应条件及
各种应用实例，系统评价与系统预警及控制之间的关系，系统预警及控制的主要方法及步骤。
本书可作为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生及相关学科大学本科生高年级学生的教学用书及参考书，也可作为
工程技术人员学习系统评价理论与技术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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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强调它对于人们认识的某个客观事物或系统的真实描述。
而这种描述完全是任人（系统评价中的决策者偏好）、任事（不同的系统）而异的。
对于一个从事户外工作的人来说，天气预报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信息，而对于从事室内工作的人来说，
天气预报只是某一特定时间需要关注的信息。
之所以需要指出这一点是因为客观数据是无穷无尽的，人们集中力量了解、认识、分析其中的某些信
息，完全是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的，忽略这一点，信息和信息处理，就会漫无边际，无所适从。
（3）抽象性：这是指信息可以在不同的介质之间传递和复制。
如前所述，信息可以被抽象为系统的某种属性。
但是它与其他的、具有系统自身特殊性的属性不同，它在不同的系统之间可以通过一定的对应关系传
递和复制。
例如，一张纸上写的数字，可以通过一定的对应关系转化为磁盘上的一串0和1组成的电磁信号。
在这两种情况下，具体的介质或系统是不同的，而信息的内容则是相同的。
信息的这种抽象性，决定了信息处理的重要性，并由此引出了一系列信息处理的课题。
（4）系统性（整体性）：这是指信息之间的有机联系。
客观事物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因此反映一个事物的全貌，绝不是单个信息可以完成的。
信息的作用必须通过一系列的、有机地结合起来的体系，才能有效地发挥出来。
也就是说，“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并不是正确的利用信息的方法，必
须要形成一个科学的信息和信息处理的系统（包括指标体系和处理系统），这就是信息的系统性或整
体性。
（5）时效性（动态性）：这是与系统的动态性质联系在一起的，系统在变化或演化，它的属性也在
随时间而变化。
许多信息都要求及时、新颖。
过时的信息，其作用与价值都将大大下降。
因此，我们在研究和看待信息时，必须关注其时效性，把发展和变化的观点和信息的正确使用结合起
来。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复杂大系统评价理论与技术>>

编辑推荐

《复杂大系统评价理论与技术》：山东省社科规划重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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