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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黄顺基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１００８７２）

摘　要：科学技术革命是推动哲学发展的动力，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特别是系统科学的创建，必将极大地丰富马克思

主义哲学。钱学森在其深厚的科学技术理论功底与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概括总结了现代科学技术的新

成就，从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业革命—社会革命和社会系统工程三个方面，丰富和发展了

马克思主义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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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对实践论的发展

１９７９年，钱学森在分析近代自然科学分门别类研究的必要性和局限性之后指出：人类认识客观世界、改

造客观世界的知识不是彼此孤立的，不是所谓“隔行如隔山”，而是相互联系、相互融合与相互贯通的系统的

整体。当前的任务是如何把恩格斯提出的“伟大整体的联系的科学”完整起来，它要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

学和工程技术，也就是要

表１　钱学森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建立一个现代科学技术体

系，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面临的复杂多变的问

题，提供系统的、综合的理

论与方法，以克服几百年

来形成的分门别类的、彼

此孤立的科学研究方法的

局限。

　　钱学森在其深厚的科

学技术理论功底与丰富的

工程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运

用实践论、矛盾论、系统论

的观点，创建了现代科学技

术体系，为建设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提供了强大的

思想武器。钱学森现代科

学技术体系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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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深化

钱学森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认识的最高概括。它当然要指导一切科学技术的研究与探索，要指

导科学技术体系的研究与创立。他坚持“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１］强

调在认识论问题上最重要的是：要从实践来，又要指导实践。

表２　现代科学技术认识过程的阶段与层次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实践

感性认识过程

前科学阶段

实践感受 知识库

理性认识过程

科学技术阶段 桥梁阶段 哲学阶段

工程技术 技术科学 基础科学 部门哲学 哲学

　　关于现代科学技术认识过程的

问题，钱学森从实践的观点出发，把

人类认识过程进一步划分为不同的

阶段与不同的层次，如表２所示：

它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深化体现

在以下方面：

（１）科学技术认识的基础是前科学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认为：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要经过“实践—认识”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人们在

实践基础上的认识过程是：

感性认识———→理性认识

钱学森根据现代科学技术认识的产生与形成，将认识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即：

前科学———→科学技术———→桥梁（部门哲学）———→哲学

这表明，现代科学技术无论如何复杂、如何高深，归根结底来源于在实践基础上产生的感性认识，钱学森称之

为前科学。前科学是进入科学技术体系以前的经验知识，它“还要进一步的提炼、组织，真正纳入到现代科学

技术体系里面去，那才是科学。”［２］３它是知识经济中的隐含经验类知识（ｔａｃｉｔ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前科学还可以进

一步划分为两个层次：

不能形成文字的实践感受———→实践经验知识库和哲学思维

钱学森指出，我们决不能轻视前科学，没有它，就没有科学技术的进步。

（２）科学技术认识阶段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

钱学森指出：现代科学技术认识阶段是从工程实践到基础理论，可分为三个层次，即：

工程技术———技术科学———基础科学

其中的技术科学①是运用基础科学的理论解决工程实践提出的问题。钱学森总结了技术科学产生与形成的

历史，根据２０世纪中叶自然科学的辉煌成就，特别是根据他在航空技术与工程控制论的理论与实践，认为现

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是：一切工程技术都可以看作是基础科学理论的应用，而技术科学则是从基础科学理

论到工程实践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３］

（３）科学与哲学的相互促进通过桥梁来实现

哲学的对象是关于客观世界的全部领域与总的联系，关于客观世界的最普遍、最根本的东西；科学的对

象是关于客观世界的某一领域与个别联系，关于客观世界的某一方面的特殊本质。哲学与科学的关系是普

遍与特殊的关系，在认识过程中是相互区别的，但是通过桥梁联系起来，即：

科学←———→桥梁（部门哲学）←———→哲学

钱学森所说的“桥梁”，［２］４实际上就是对立面相互转化的“中介”。它深刻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科

学技术之间的辩证关系：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人类知识的最高概括，同时也是人类一切实践经验的

① 技术科学由２０世纪初德国哥廷根大学数学家克莱因首创。１９２０年代，由铁木辛柯和冯·卡门将克莱因学派的技术科学研究方向带

到美国。１９４０年代，美国著名的理工院校充分认识到技术科学的理工合一教育原则的必要性，并将之付诸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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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概括，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必然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技术科学、数学和工程技术的发展有指导作用；

基础科学研究应该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４］５３，５９，１０７１０８，１１１，［５］另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是丰富、深化马克

思主义哲学的泉源，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强大动力。恩格斯曾经指出：在近代哲学的发展过程中，

真正推动哲学家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速的进步。”［６］

２．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的正确的认识需要经过“由实践到认识（第一个飞跃），由认识到实践（第二个飞

跃）”，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

钱学森从实践论的观点出发，总结了１９世纪后期以来“科学—技术—工程一体化”过程的新经验、新动

向，将科学技术认识划分为三个层次：

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工程技术

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重大发展。

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只是研究科学认识论。在科学发展史上，从哥白尼—牛顿革命到普朗克—爱因斯坦

革命，人类在认识自然界方面取得了划时代的进展。在这个基础上，１９２０年代，由“维也纳学派”肇始，研究、

总结了康托数学革命、弗莱格与罗素逻辑学革命，特别是普朗克与爱因斯坦物理学革命，发展出哲学的一个

新的分支———科学哲学，它研究科学的认识论问题，并得出了如下有代表性的成果：

卡尔那普的科学认识发展模式：经验—理论—证实

波普尔的科学认识发展模式：问题—猜测—证伪

库恩的科学认识发展模式：前科学……常规科学—（反常、危机）—科学革命

钱学森将科学认识论发展为科学技术认识论。根据“科学—技术—工程一体化”过程的新情况，钱学森

认为，只研究科学认识论是不够的，它只涉及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飞跃，即：

实验———理论———实验（理论的证实或证伪）

必须把科学认识论发展为科学技术认识论。

首先，１９４０年代后，一大批技术科学（运筹学、控制论、信息论等）兴起，各种各样大型工程涌现，人类在

改造自然、创造物质文明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正如马克思早就指出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成为以

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力量。［７］其次，钱学森长期在导弹航天领域从事“科学—技术—工

程”研究，有深厚的理论功底与丰富的实践经验。正是在上述基础上，他提出了一个完整的、现代“科学—技

术—工程”的认识论，即：

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工程技术

第一个飞跃 第二个飞跃

将科学技术认识过程的两个飞跃都包括在内：基础科学解决认识世界的问题，是第一次飞跃；工程技术解决

改造世界的问题，是第二次飞跃。在现代科学技术认识过程中，这三个层次的任务是不同的。

基础科学的任务是探索客观世界的本质，寻求物理、化学、生物、社会等领域的变化过程的规律，揭示其

中的事物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的机理。基础科学是认识客观世界的知识体系，是潜在生产力。

技术科学的任务是将工程技术中带有普遍性问题的设计原理组织成一门学科，运用自然科学、工程技

术、高等数学和计算数学的知识，利用自然界的物质、能量、信息，寻求控制、应用和改进工程技术的手段和方

法。技术科学是基础科学（潜在生产力）向工程技术（现实生产力）转化的中间环节，它有定向的目标。

工程技术的任务是根据基础科学理论，运用技术科学原理，开发新技术、新工艺，并将其付诸实施的过

程。它的手段是工程技术，它的操作是工程实施。工程师的职责就是在地理环境、社会、经济和时间的约束

条件下，研究需要采用的工程技术，并在工程活动中付诸实施。工程技术是改造客观世界的、理论与实践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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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的活动，是现实生产力。

钱学森把科学认识论发展为科学技术认识论，将大大加速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过程。

１９世纪末以来，“科学—技术—工程—产业”一体化与双向互动发展，已经成为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基

本过程。这在发达国家表现得尤为明显：以科学为先导，为新技术、新产业开辟道路的发展方向，是从通信业

开始的。无线电通信是人类通信技术史上一次伟大的飞跃，最初是１８６５年麦克斯韦《电磁场的动力学理论》

从理论上预言了电磁波的存在；然后是１８８８年赫兹用实验证明电磁波的存在；最后才是１８９６年马可尼利用

电磁波发明无线电。此后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强烈要求下，无线电通信业迅速发展成为一门产业，加速了经济

全球化的进程。无线电通信发展史表明了：基础科学走在技术科学与工程技术前面，基础科学研究决定技术

科学与工程技术的发展方向。进入２０世纪，以１９４２年原子弹研制工程的建造为标志的大科学、大技术、大

工程的出现，对这个发展方向的机理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研究—可行性研究—设计—模型—试验—计划—生产—产品或服务

研究 发展 生产

这就把从理论（基础科学）到实践（工程技术）的第二次飞跃必须经过的中间环节、实现飞跃的转化条件科学

地阐明了。

所以邓小平指出：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现代科学基础研究“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

辟道路，决定它的发展方向。许多新的生产工具，新的工艺，首先在科学实验室里被创造出来。”［８］

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

邓小平根据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与世界发展的新形势，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邓小平认

为，新形势表明：在现代，科学技术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必须依靠科学、技术和教育发展经

济，科学技术不仅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

钱学森进一步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必须深化与发展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

论，充实、发展历史唯物主义。”［２］１８４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极其重要的问题。为此，钱学森进行了理论探

索。

１．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原动力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认为：生产力发展推动社会形态发展，即：

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以及社会意识形态

钱学森认为，科学技术革命实质上是生产力革命。在分析了“科学—技术—产业—社会”四种革命的相互关

系后，他指出，在今天，科学技术革命领先，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原动力，表现为：

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业革命———社会形态发展

这是现代社会发展的规律。

接着他揭示了“科学—技术—产业—社会”四种革命与社

会形态发展的关系，指出它们之间是网络式、反馈式的关系，

即其中一种革命的发生必然会引起另外一种革命，并且其自

身也要受到其他种革命的影响。［９］

这就丰富与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

２．科学技术革命与社会发展的未来

国外学者根据科学技术革命的趋势，对未来社会作出预测。他们认为，１８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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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深刻地变革了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美国的未来学家如贝尔、托夫勒、奈斯比特等，根据科

学技术革命引起的社会变革作出预测，从产业革命的角度出发，将人类社会发展划分为三个历史时期，即：

第一次农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信息革命

农业社会 工业社会 信息社会

钱学森概括总结未来学的成果，根据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提出七次产业革命的论述。他从“科学技

术革命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原动力”的观点出发，根据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新成就、新进展，提出对产业革命新

的划分，丰富与发展了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

第一次产业革命———农业革命。一万年前新石器时代，由于农耕技术的出现，人类从采集、狩猎过渡到

种植业、畜牧业，开始生产维持自己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这是人类“第一个历史活动”。［１０］农业革命引起

由原始公社到奴隶社会的社会革命。

第二次产业革命———商业革命。奴隶制后期，由于农牧业与手工业的发展，有了剩余产品，出现了为交换

而生产，也就出现了为交换服务的商业。商业革命加速了社会分化，导致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社会革命。

第三次产业革命———工业革命。１８世纪末在英国，首先是纺织部门工具机的革命，然后是动力机与传

动机的革命，由此带动了一系列产业部门，产生了一门新的产业———工业。工业为资本主义社会奠定了物质

技术基础，资产阶级利用工业所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

大。”［１１］由此引起欧洲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

第四次产业革命———服务业革命。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出现了大规模组织起来的

大公司、跨国公司，生产、交换与流通成为世界性的了。大公司的发展一方面把自由资本主义推向垄断资本

主义；把服务于交换的商业发展为服务于生产—消费—分配—流通的服务业，包括商业、金融保险业、交通运

输业、通讯业、电业、医疗卫生业、教育业、公用事业、娱乐业等。另一方面，大公司向股份公司的转变意味着

私人资本向社会资本的转变，意味着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的分离，股份公司成为“由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１２］

第五次产业革命———信息业革命。１９４６年，电子计算机的发明掀起了一场以微电子、信息技术为基础，

以计算机、网络和通信等为核心的信息革命。它使劳动的信息化、智能化程度大大提高，开创了人—机结合

的劳动体系，世界经济开始从工业经济进入了信息经济时代，知识密集型产业成为创造社会财富的主要形

式，产生了又一门新的产业———信息业。它包括：信息工业（计算机产业、微电子产业、通信产业）；信息服务

业（新闻出版业、数据库业、信息咨询业、邮政业、电信服务业、教育业、网络产业等）；信息开发业（软件业、信

息内容业）。信息业的兴起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学习方式、生活方式和娱乐方式，而且开创了人—机

结合的精神生产力。钱学森预言，它将有可能最终导致消灭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

第六次产业革命———大农业革命。１９８４年，钱学森提出“第六次产业革命”，它是以现代生物技术为核

心的大农业革命。现代生物技术是以微生物、酶、细胞、基因工程为代表的生物工程，到２１世纪，它将发展成

以动、植物工程，药物和疫苗，蛋白质工程，细胞融合，基因重组等的生物工程产业。大农业革命是由现代生

物技术的产业化引起的，它实质上是以太阳能为能源，利用生物（动、植物和菌类）、水和大气，通过农、林、草、

畜、禽、菌、药、渔，加上工、贸等途径，形成新的知识密集产业，这样发展起来的大农业（包括农产业、林产业、

草产业、沙产业和海产业）。大农业除产品不同外，在生产方式上与工业已无实质上的差别。钱学森预言，它

将可能最终导致消灭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的差别。

第七次产业革命———以人体科学为中心的产业革命。人是历史的主人，人不同于其他生物的地方在于：

人有精神，有文化。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下，应用系统科学的观点、理论与方法，研究人的潜力（包括体力与

智力），必将产生一场以人体科学为中心的第七次产业革命。人体科学包括治病的第一医学、防病的第二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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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康复的第三医学，以及提高人的能力、挖掘人的潜力的第四医学，使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来一次更大

的、总的飞跃。钱学森预言，这将是第二次文艺复兴。［１３］

３．建立科学技术业是发展第一生产力的根本途径

（１）新的科学技术革命产生新的生产力

工业生产力的崛起。１７７０年代，英国以工业科学技术为基础，产生了一场震撼世界的工业革命，在短短

的两百多年内，用工业生产力代替了传统的农业生产力，人类社会从此进入了工业社会。

工业生产力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即：机械化阶段，以１７７６年第一台瓦特蒸汽机的投产使用为标志；

电气化阶段，从１８３０年代直流电机的产生和发展开始；自动化阶段，开始于１９４６年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诞

生，１９７０年代微型计算机在工业生产过程（设计、加工制造、试验等重要环节）中广泛使用，生产过程从机械

化与自动化提高到自动化。

工业生产力是先进的生产力，工业成为竞争力与经济成长的关键。英国正是由于掌握了工业生产力，使

其一跃而成为头等工业大国，将欧洲带到世界历史舞台的中心。

信息生产力的兴起。１９４０年代，美国以信息科学技术为基础，产生了一场震撼世界的信息革命，把工业

生产力提高为信息生产力，人类社会进入了信息社会。

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信息技术接连发生了几个重大的突破：１９６８年，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开发。１９６９年，

创办了制造半导体的英特尔公司。１９７１年，研制出世界上最早的微型计算机（ＰＣ）。１９７０年，研制出光导纤

维，开始了光电通信时代。１９６９年，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开发，开始了以传真为基础的图像通信时代。工业社

会向信息社会转型。

信息生产力是先进的生产力，信息业成为竞争力与经济成长的关键。美国正是由于掌握了信息生产力，

信息业成为其新的经济增长点，使得美国后来居上，成为独霸世界的头等大国。

（２）发展第一生产力必须建立科学技术业

钱学森总结世界发展史的经验，认为中国要迎头赶上，必须大力发展科学技术。

１９８０年代后期，钱学森在分析世界形势时，就根据信息生产力的特点（生产工序专业化、生产组织灵活化、信息

成为整个组织的中心环节、软科学与系统工程变成非常重要的学问、白领工人与蓝领工人的比例在上升），强调指

出现代科学技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极端重要性，认为没有现代科学技，就谈不上现代的生产力。［４］５２５３

１９９０年代初，面对科学技术在当代国际竞争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新的形势，钱学森深入地发展了邓小

平“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关键”的观点，创造性地提出：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

须把科学技术摆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为此，他向党中央建议：“建立我国的一种第四产业———科学技

术业，作为今天的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

钱学森的创见在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主编的《创新与未来》［１４］中得到了发展。根据创新型国家发展

的需要，该书认为，一个以知识和信息为基础的、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全球化市场经济正在形成，人类的未来和

国家的繁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于创造和应用知识的能力与效率。从国家发展的全局，从科学技术

体制改革的角度，该书提出了建设“国家创新体系”，这实际上就是把科学技术业放在整个国家的体制建设中

来考虑。“国家创新体系”的系统结构及其主要功能如下：

知识创新系统：各种科研机构与教育科研型大学，从事知识的生产、传播与转移。

技术创新系统：各种科研机构、教育培训机构与企业，学习、革新、创造和传播新技术。

知识传播系统：高等教育系统、职业培训系统，传播知识，培养人才。

知识应用系统：社会、企业、政府部门、科研机构，知识和技术的实际应用。

其中特别强调，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根本保证是培养和造就大批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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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人才。

三、社会系统工程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在取得国家政权后，必须运用国家政权组织管理社会活动，才能巩固政权，推

动社会进步。钱学森创建的社会系统工程（简称社会工程），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指导下，开创的哲

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融合的、关于国家的组织管理的科学方法。

钱学森指出，当前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根本改变我国科学、技术与经济落后面貌的伟大

革命，必须研究组织管理的科学方法，这个科学方法叫做社会工程。它“是综合了近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

的社会科学发展成果，综合了近半个世纪自然科学技术发展成果，并吸取了近２０多年电子计算机发展成果

才成立的。”［１５］１８

社会工程的基本思想：［１５］１５

社会工程的对象是整个社会、整个国家；

社会工程的前提是社会和国家的目标，是党和国家所规定的一个历史时期的方针和任务，以及由此制定

的政策、组织原则和法规；

社会工程的任务是以党和国家规定的方针政策为依据：设计出一个好、快、省的全国长远规划，提供给党和

国家领导审查；在执行过程中，根据出现的不平衡，积极组织新的相对的平衡；总结实践经验，向党和国家领导

提出改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建议；根据计划执行情况和形势的发展，提出调整计划的意见。

社会工程的基础科学是社会科学。由于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因此政治经济学、部门经济学、专门经

济学和技术经济学是必备的基础学科。

社会工程的技术科学是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与运筹学。

社会工程的工具是情报网、数据库、知识库和电子计算机网。

社会工程关系到改造社会、提高社会生产力、提高国防力量，是组织管理社会活动的一项伟大的创新，广

泛运用社会工程方法，整个国家的面貌将会有一个大改变。［４］２１８

钱学森认为，在全部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的学问中，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体系中的学问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配合与相互促进的。从现代科学技术认识的三个层次看

来，社会工程的基本过程是：

社会科学（基础）———社会技术（中介）———社会工程技术（实施）

社会工程如同自然工程设计一个新的建筑一样，科学地设计和改造我们的客观世界。［４］２８它的基本方法是系

统工程方法，其程序和步骤如下：

系统建模———系统仿真———系统分析———系统设计———系统优化

执行这个方法的组织是社会总体设计部，由各个方面的专家组成，并由知识面比较宽广的专家负责领导。

社会主义国家的组织管理功能可分为八个：［４］３２４５

物质财富的生产。这是国家功能的根本，没有物质财富的生产，人民无法生活，因此，必须自始至终抓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精神财富的创造。党中央认为：“物质文明为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和实践经验，精神文明又为

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为它的正确发展方向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１６］社会主义精神财

富的创造是关系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大事，必须大力发展文化产业。

服务工作。物质财富的生产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要有后勤保障工作（也就是服务工作）保证。否则，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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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他功能就无法发挥，必须大力发展服务业。

行政管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行政管理机构一方面要随着情况的变化、经验的积累和工

作效率的改进，及时作出调整；另一方面，又要注意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为此，需要设立一个国家体制的研究

设计单位，经常研究这个问题，并及时地推出建议和方案。

法制体系。依法治国，必须建立健全的法制体系，包括法律、立法机构和执法机构，各级公安部门、检察

院、法院。首先，法制体系的最高层是国家的宪法。其次，我们党是执政党，党章自然也是一个根本大法。下

一个层次是全国各部门通用的刑法、民法、经济法、婚姻法等等。再下一个层次是部门的法规，像专利法等

等。再下一个层次是部门的法令、条例、命令等等。

国际交往。除了政治交往，还有经济、贸易、科学技术、文化方面的交往；有友好访问、旅游等等，它们是

互相联系、交织在一起的。应该大大地加强组织管理，提高工作效率，避免互相脱节。要有一个专门机构，负

责搞好各方面的协同。

国防事业。包括军队，即陆军、海军、空军等兵种，国防科学技术的研究机构，国防工业和军队院校。要

发扬光荣传统，在国防现代化中，正规化、革命化的人民军队发挥更大的作用。

国家的环境管理。包括生态平衡、环境保护、地质、气象、地震、海洋以及废旧物资的回收利用。我国有

９６０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和附近的海域，还有下面几公里的地壳，上至几十公里的大气层。要吸取世界各国的

经验教训，结合实践，制定我国的环境政策。对于回收废旧物资和三废处理，要重视其开发利用。

组织管理功能协调，国家的发展就正常、健康、可持续。社会工程的实施涉及改造社会、提高社会生产

力、提高国防力量，社会系统工程“是一项伟大的创新，整个社会面貌将会有一个大改变。”［４］２１８

按照现代科学技术认识发展规律，钱学森将社会工程的科学体系划分为三个层次，即：

组织管理国家的基础科学———组织管理国家的技术科学———组织管理国家的工程技术

并详细列表如下：［４］４４

表３　社会系统工程的科学体系

组织管理国家的基础科学 国家功能部门 组织管理国家的技术科学 组织管理国家的工程技术

社

会

主

义

国

家

学

物质财富生产 技术经济学

数量经济学

工业经济

农业经济、农事学

工程系统工程

企业系统工程

农业系统工程

……

计量系统工程

标准系统工程

精

神

财

富

创

造

教育学

科学学

文艺学

体育学

情报学

新闻学

科普学

美育学

文

化

学

教育系统工程

科研系统工程

文艺系统工程

体育系统工程

情报系统工程

……

服务事业 商学、运输科学等 各有关系统工程

行政 行政学 行政系统工程

法制 法学 法制系统工程

国际交往
外交学

国际经济

……

国防 军事科学 军事技术、军事系统工程

环境保护
环境科学

……

环境保护系统工程

其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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