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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软科学是现代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与哲学相互交叉、逐渐发展而形成的一门具
有高度综合性的新兴学科。
它以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特别是软学科和软技术的理论和方法为依据，以政治、
经济、科技、社会、管理、环境等广泛而复杂的问题及其内在（包括人、事、物系统）运行机理为研
究对象，并对其现实和发展的各个层次、各个方面进行系统、综合、全方位的分析、研究、预测和评
价，从而提出方案和战略，制定政策和策略，编制计划和规划，优化组织和管理，为决策科学化和管
理现代化服务。
软科学研究最重要的特征表现在它研究问题的方法。
为了推广普及软科学研究方法，我们率先给博士、硕士研究生班开设了“软科学研究方法”的必修课
，在总结讲授内容的基础上，在前辈的鼓励、同行的支持下，参考国内外最新参考文献撰写了研究生
教材《软科学研究方法》。
我们在《软科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紧密跟踪时代发展的前沿，编写了本教材。
本教材理论与应用并重，学术性与应用性兼容，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常规方法与现代方法相
结合，专题研究与综合研究相结合，内容丰富，符合国情。
在本教材编辑过程中，我们曾得到许多领导和专家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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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软科学教程》共12章，内容包括软科学的概念、软科学的基本方法理论、软科学的方法体系、
系统分析方法、灰色系统分析方法、系统模型技术、模糊数学分析方法、系统预测技术、决策技术、
模拟方法、评价方法及软科学研究方法应用实例等。
　　本教材全面地介绍了软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历程，详细地介绍了软科学的研究对象、任务、特点和
基本理论。
系统而详尽地介绍了软科学应用于预测、决策和评价的各种方法和体系，涵盖了当今社会软科学研究
的大多数方法和策略。
本教材在介绍理论知识的同时注重结合实例和图形、表格，形式多样，内容翔实，结构合理，便于读
者的理解和吸收。
　　本教材主要供管理类专业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科技工作者及大专院校
管理等有关专业老师、研究生、本科生阅读参考，同时可作为各级党政干部、管理干部和技术干部的
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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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软科学的概念第一节 科学的哲学观念和理论问题一、科学的哲学观念（一）经验主义
科学观经验主义科学观（Experiential Standpoint of Science）是随着经验自然科学的发展而形成和发展起
来的一种观点，也称为归纳主义科学观。
这种科学观以强调经验和归纳方法为特点。
最先提出经验主义科学观的是弗·培根。
弗·培根主张，一切科学都是从经验事实中“发现公理”，形成观念。
弗·培根认为，认识源于经验，最低级的公理最接近经验，应当成为公理的基础，而科学发现是在经
验基础上通过运用归纳法而实现的。
惠威尔又发展了这一观点，并认为科学进步是概念不断通过“归纳一致”，把事实归并为定律和理论
之中实现的，因此科学发展史也就是科学知识不断归并的过程。
这种古典经验主义认为，科学知识的不断累积和增长就是科学的发展和进步，而科学知识的真理性也
只能用“归纳一致”来证明。
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古典经验主义科学观在对科学的发现等问题的说明上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困难，
于是又出现了另一种新的科学观，即逻辑经验主义科学观，或称为现代归纳主义科学观。
古典经验主义科学观和逻辑经验主义科学观在强调经验的决定意义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是后者比前
者表现得更彻底。
逻辑经验主义科学观严格地把科学与形而上学划分开，坚持科学就是经验范围的知识，经验以外的知
识和经验不可实证的命题都是非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命题。
经验主义科学观者提出“实证原则”，并把它作为划分科学和形而上学的准则，强调只有关于经验事
实的陈述才是科学的命题，而作为普遍命题的科学定律和原理只是从个别事实的命题归纳而来的。
两种经验主义的另一个区别是在归纳的方向（即经验的作用）上：旧经验主义坚持首先由经验通过归
纳而得到科学定律，然后再由经验证实；新经验主义则强调首先对科学理论进行逻辑划分，然后再经
过实验的归纳证明。
也就是说，后者更强调由命题到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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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软科学教程》理论与应用并重，学术性与应用性兼容，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常规方法与现
代方法相结合，专题研究与综合研究相结合，内容丰富，符合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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