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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社会预测学基本原理》主要从不同方面研究了社会预测的学科定位和社会预测的基本原理问题
。
作者认为，自孔德和马克思以来的社会学，一开始就具有重视社会预测的传统。
随着当代社会变迁的加快，社会预测的价值更是日益显现。
社会预测在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中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是一个势在必建和振兴的重要
学科。
而当下的首要任务是：澄清人们对社会预测的误解和加强社会预测基本理论的探讨，使社会预测学的
建立能够打下坚实的根基。
为此《社会预测学基本原理》着重对社会预测的博弈性原理、规律性原理、周期性原理、相似性原理
、惯性原理、系统性原理以及测不准原理等7大原理进行了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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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阎耀军，1987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
现为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兼任天津市未来与预测科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
主要研究方向和领域：社会预测理论、社会预警、社会发展评估及社会发展战略。
曾发表的专著2部，论文百余篇。
主要有：《试论社会科学与社会预测》、《论社会预测主客体的互动反射性原理》、《社会预测的财
博与博弈》、《为社会预测辩护》、《社会稳定的计量与预警预控系统的构造》、《中国大城市社会
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等。
其创新的学术观点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较高评价，并为实践中产生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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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总序　　——如何对待大问题及如何回答一连串的问题　　德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在他
的传世名作《战争论》中说：“大问题造就人才”。
何谓大问题？
我想有两个方面，一是事关大局，二是难以解决。
难而不大不能称之为大问题，因为没有普遍意义；大而不难也不能称之为大问题，因为很容易就解决
的问题很快就不成其为问题了，又何谈问题之大呢？
所以我看可以把克氏的这句话改为或看作为“大而难的问题造就人才”。
　　克氏的这个论断也适用于社会科学研究领域。
在社会科学领域中，问题不大，社会需求就不强，从而很难获得社会提供的物质支持，以至研究无法
进行，当然出不了人才。
问题不难，一般的人谁都可以解决的研究课题，只能造就一般的人才；比较难的课题，只有少数比较
优秀的科研工作者才能解决的问题，能够造就出比较优秀的人才；非常难的问题，只有极少数非常优
秀的学者才能解决的问题，才能造就出杰出的人才。
所以我们得到的启示是：想当将军的士兵应当敢打大仗、敢打难仗，因为只有在这种战斗中才有机会
立大功、立奇功，一如当年岳武穆奋起抗金，志在“还我河山”；有志气有勇气的学者应当敢选大课
题，难课题，因为只有这样的课题才是有攀登价值的高峰，一如陈景润之于“哥德巴赫猜想”，直指
数学王冠上的明珠。
　　社会科学中的大难题很多，“社会预测学”不仅列居其一，而且是个老大难问题。
从考古发现来看，人类远在五千年前就开始用龟甲占卜的方法预测未来。
几千年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人类对此付出了锲而不舍的努力，其间发明的预
测方法多达几百种，直到今天人们用现代数学模型并辅以电子计算机预测未来，但是人们对未来的预
测仍感到扑朔迷离，每每陷于困惑，频频出现失误。
从社会运行的速度来看，从古至今至将来是越来越快，而人类对社会预测的需求也随之越来越强烈，
好比驾车，车速越快要求驾驶员看得越远，反应越快，否则就越加危险。
从社会结构的复杂程度来看，从古至今至将来是越来越复杂，因而需要预测的方面和问题也就越来越
多，多到仅凭个人的大脑和单个学科已经无法驾驭，致使人们不时发出“预测之难”的慨叹！
从社会预测和自然预测的比较来看，在自然预测领域中“天有不测风云”，预测已经很难；在社会预
测领域中“人有旦夕祸福”，比之自然预测更是难上加难。
从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层次或思维过程：描述——解释——预测来看，预测是最难做到的。
预测不难，古代大思想家教育家孔子50岁读《易经》，不会读到“纬编三绝”；预测不难，现代大思
想家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论也不会用40年。
反过来看，正因为难，才成就了两位“巨型人才”。
总而言之，社会预测伴随着人类社会的整个历史，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面对着越来越复杂的研究对
象和越来越强烈的社会需求，问题不可谓不大，不可谓不难，足以堪称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大问题
”。
　　那么，应该如何对待大问题？
宋代学者苏洵《上田枢密书》云：“天下之学者，孰不欲一蹴而造圣人之域”，但实际上这是不可能
的。
所以，大问题的特点之一，即其往往不是一个人或一代人能够解决的。
岳飞和陈景润虽因敢于问鼎大问题而成名，但其实并没有最终解决大问题，他们只是解决了大问题中
的部分问题，或者说是在解决大问题的道路上推进了重要的一步，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人的生命也是有限的，除非出现天才。
但天才也得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解决大问题，所以归根结底，大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是要靠人们前
赴后继的不懈努力，不可一蹴而就。
至于像孔子和马克思这样的“巨型人才”，我们不能望其项背，也无意想成为什么了不起的人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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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只是对大问题本身感到更加强烈的兴趣，只是在科研选题时常记起老百姓的“困难像阶梯”的俗话
，觉得只有比较困难的课题才有意思、有意义，而且克服了困难，就可以再上一个阶梯。
当然，选了“大问题”不一定就能完全解决，但探索是必要的和有意义的，至少可以抛砖引玉为别人
铺平一些道路。
总之科研兴趣和使命感是主要的，至于自己能否因这个“大问题”而被造就成“人才”，那并不是本
意所在。
我的本意是希望在大问题面前做一名敢于过河的小卒，但更希望能够有一个军团去开疆拓土，在前赴
后继的人里面，随着大问题的逐步解决，能够出现一批不同层次的人才。
在此引用克氏“大问题造就人才”的话，旨在与诸君共勉。
　　大问题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而是一个复合的问题。
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常会有这种经验，就是在研究问题的时候，随着研究的步步深入，会发现问题里面
还会套着新的问题，？
“如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拦”，问题越大复合性就越强。
所以大问题往往是由一连串的中小问题构成的问题系列，是由一连串显在问题和潜在问题构成的问题
系列。
这个问题系列会形成一个复杂的树型结构或链型结构，让你皓首穷经也难以尽解。
拿本书要研究的社会预测问题来说，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人类究竟能不能进行社会预测？
随后就会接连遇到：社会预测在什么情况下是可能的，在什么情况下是不可能的？
社会预测如果能够成立，那么其进行社会预测的哲学基础是什么？
现代科学基础又是什么？
现代新兴学科除老三论外，还有耗散结构论、突变论、协同论、混沌理论、自组织理论、超循环理论
以及复杂科学等等，这些学科对社会预测有什么启示？
现代社会中的社会预测与传统社会中的社会预测有哪些重大变化和区别？
如何把现代科学理论融会于社会预测之中？
自然预测方法能否用于社会预测？
社会预测与自然预测之间有什么差别？
这些差别对社会预测的理论和方法有什么影响？
社会预测所依赖的认识论依据即基本原理是什么？
在社会预测的基本原理中如何解决所谓的“蝴蝶效应”和“俄狄浦斯悖论”？
在社会预测技术方法中，如何成功地运用数学和计算机科学解决社会预测定量化的难题？
还有，从纵向来看，人类的预测活动有数千年历史，如何总结这漫长的社会预测思想史？
传统预测思想中有没有值得汲取的精华，如何去芜存精？
从横向来看，人类社会预测活动分布在众多领域，如何总结各个领域预测活动的特殊规律并使之上升
为一般规律？
再有，现代社会预测的前提和基础是社会计量，它和自然科学领域对物化现象的计量不同，属于对非
物化现象的计量，那么如何对复杂的非物化现象进行计量？
这至今仍是困扰社会科学家的难题。
从应用来看，社会预测应用的重要方面是社会预警，如何进行社会预警？
如此等等，这些都是当前的前沿和热点难点问题，不一而足。
所有这些已经发现和尚未发现的问题，都是我们在建立社会预测学中不能不回答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
　　那么，如何解决这一连串的问题？
问题很复杂，回答很简单：饭得一口一口地吃，仗得一仗一仗地打，问题得一个一个地解决，寄希望
于有更多的学者参加到解决这个问题的队伍中来，寄希望于有一茬接一茬的学者锲而不舍地解决这个
问题。
但是我们不能等到问题完全解决了再来出书，而且一本书肯定也容纳不下这么多的问题，“集大成”
有一个过程，而且那肯定是后人或以后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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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想出了这么一个出“多卷本”的主意：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和进展，先把自认为业已解决了
的部分问题发表出来，一卷一个相对集中的主题，一卷反映一个阶段的成果，一步一个脚印，希望积
跬步以至千里，聚片腋以成裘衣。
　　从目前的研究进展来看，第一卷以探讨社会预测学的基本理论为主题，第二卷以研究现代实证性
社会预警为主题，第三卷将以研究现代社会预测方法为主题，第四卷将以阐述社会预测学的诸相关学
科为主题，第五卷将以评介社会预测的名人名著和著名研究机构为主题，第六卷将以解析中国传统预
测术为主题⋯⋯总之，作者不限于一人或多人，次序也不限于暂定先后，卷本数量和名目也不限于目
前设想，每卷字数在20万字左右，出版时间也不做严格限定，一年可出一卷也可出多卷，也可多年出
一卷，一切以当时的实际情况而定。
　　感谢学术界前辈支持和鼓励我的这一想法，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朋友使我的这一想法能够
付诸实施，我还要预先感谢将来能够参加到这个多卷本撰写中来的学者，并预祝他们能够通过社会预
测学的研究，成为解决大问题的人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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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类的预测和动物的预感有区别吗？
社会预测和自然预测是一回事吗？
《社会预测学基本原理》从社会预测的角度重新审视了人类探索未来的历史⋯⋯自然科学对百年之后
事件的预测甚至可以精确到秒，而社会预测为什么不能对未来编出“社会日历”？
本书将用“俄狄浦斯效应”、“蝴蝶效应”、“社会预测的赌博与博弈”、“自我实现的预言”和“
自我否定的预言”向你解析其中奥秘⋯⋯“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社会究竟能不能预测？
社会预测在什么条件下是可能的，在什么条件下是不可能的？
本书将向您揭示社会预测的7大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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