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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群体支持系统主要支持在合作问题求解过程中沟通、信息共享乃至群决策等各种群体活动 ,特
别是针对非结构化问题. 这其中 ,如何支持群体产生创意 (idea) ,引导深入的分析和论证是研究群体研讨
过程的支持工具的最主要的难点之一. 这也导致了有关创造力支持系统的研究. 简要回顾了创造力支持

系统的研究 ,介绍了所研究的支持群体互动、智慧迸发的群体研讨环境 ( GAE) ,其功能强调了“人机结合 ,

以人为主”的设计理念和对研讨过程理性的探索. 最后简要介绍该工具在分析香山科学会议上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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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Group support system ( GSS) is oriented to group activities , such as communication , information sharing

or group decision making during collaborative problem solving process , especially for unstructured problem solving

process. One of principal challenges in GSS research is to support generating creative ideas which may help to extend

to further analysis and investigations. Such kind of focus leads to studying on creativity support systems (CSS) . In this

paper , a brief review of CSS research is given , which follows the introduction of group argumentation environment

(GAE) , whose design and functions reflect the concept of human2machine cooperation with more emphasis on

human’s active role and consideration in procedural rationality in group argumentation process. Finally , a simple

application of GAE to Xiangshan Science Conference is demonstr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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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决策支持系统 (Decision Support System2DSS)主要面向支持半结构化或非结构化问题的解决. 国际 DSS

研究的权威杂志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于 2002 年出版了一期专辑 ,评述 DSS发展问题并讨论今后发展趋

势. 他们认为 DSS发展目前的问题主要还是人的问题 ,包括认知上的局限 (工具、系统、理论) 、能力上的局

限 (大量信息与知识的处理)和相信专家 (喜欢面谈) [1 ]
. 关于今后 DSS发展趋向 ,从“支持”与“系统”的角度

则是分布式技术、专家系统、软计算和 Web2enabled 系统的应用 ,如智能 agent ,虚拟团队等 ;而对“决策”,因

人等诸多主观因素 ,逐渐有了一种共识 :即决策已经变得更多元化且少等级制 ,决定更多基于研讨论辩

(argumentative)和事实依据 (evidential)而较少依靠组织中的等级地位 ,这样 Courtney 所提出改进的基于 DSS

的决策模型得到了认同 ,这也体现了决策模型从 Simon 决策的 4 段论转化为考虑多种视角的综合

(Perspective Synthesis) . Courtney 模型中 ,从多视角展开到视角的综合代表了从一种发散的过程 (即提出各种

假设、猜想、设想)到收敛的过程 (即分析、论证、验证这些假设) ,而其中的思维模型则是决策人员的思维模

© 1994-200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式 ,即如何根据实际数据、信息和知识对非结构化问题形成假设 ,并进行论证. 经过整个过程 ,获得了对问

题的解决方案、洞察力或者一些认识 ,同时思维模型也得到了改进. 这样的过程也是知识创造与智慧涌现

的过程. 多种视角综合框架也从另一方面体现了 DSS 发展上支持群体决策过程的需求倾向[2 ]
. 事实上 ,以

往称之为群决策支持系统 ( GDSS)在 20 世纪 90 年中后期已经演化为群体支持系统 ( GSS) ,主要因为群体工

作中沟通与协作过程影响并很大程度决定着最终群体决策的制定 ,故协作技术等越来越成为 DSS 研究中

的重点 ,已有的并可归为 GSS丛林中的系统如群件、CSCW(计算机支持协同工作) 、CMC(计算机斡旋沟通

系统)处于不断改进 ,并出现了多种 web2enabled 的系统 ,特别是电子商务上的应用[3 ]
. 这些系统主要支持

了合作问题求解过程中沟通、信息共享乃至群决策等各种群体活动 ,这也是早期一些知识管理系统的基本

功能. 197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H. Simon (司马贺) 曾将有限理性区分为 substantive 理性与 procedural

理性. 目前 GSS则着重后者 ,尤其体现在对群体活动过程如研讨 (argumentation) 、辩论 (debate) 和问题结构

化中有意义的工作 ( sense - making for problem structuring) 的支持 ,代表性的方法及相应的工具有 Dialog

Mapping (基于 gIbIS , QuestMap) (美国) , Cognitive Mapping (Decision Explorer , Group Explorer) (英国) ,

Augmented Informative Discussion Environment (AIDE) (日本) ,等等. 这些工具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人们更注重

研究如何支持群体产生创意 (idea) ,特别是针对复杂问题或者恶劣 (wicked) 问题首先产生有智慧的点子 ,

如采用智暴、思维关联映射和投票等获得对问题的宏观的想定 ,然后逐步引导深入的分析和论证 ,诸如采

用 Dialog Mapping 等支持 ,通过辩论等达成行动的共识 ;体现了一个非结构化问题逐步结构化的过程. 这其

中 ,如何有效支持群体互动而产生创新性想法与思路是研究支持群体研讨过程工具的最主要的难点之一 ,

人们也因此更关注对群体知识创造支持的研究 ,这即是对创造力支持系统研究的关注.

本文在简要回顾了创造力支持系统的当前进展外 ,介绍了我们所研究的支持群体互动、智慧迸发的群

体研讨环境 ( GAE) ,特别强调了“人机结合 ,以人为主”的研制理念. 最后简要介绍该工具在分析香山科学

会议上的应用.

2 　创造力支持系统
创造力支持系统是一种基于计算机系统 ,支持激发个人及团队潜能以期获得创造性产出. 目前越来越

多的信息与网络技术已经成为创造力支持系统的一部分. 但对创造力 ,特别是团队创造力的激励水平不仅

仅依靠这些技术元素 ,需对创造力及创造过程的主要源泉有深刻的思考.

211 　关于创造与创造力

有关创造力的研究 ,国外属于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的研究范畴 ,提出了各种思维模型 ,围绕人的创造力

如何产生 ,并加以结构化. 其中比较著名的有 Wallas 提出的西方最早的关于个人创造力思考的四阶段的思

维模型 ,包括准备 (preparation) ,蕴养 (incubation) ,启迪 (illumination)和实证 (verification) . 美国心理学家 Finke

等提出了 Geneplore 模型 ,而英国著名哲学与心理学家 Boden 认为创造力是由映射 ( mapping) ,探索

(exploration)和转换结构化概念空间 (conceptual spaces) 而来的 ,并将创造力区分为“H - creativity”和“P -

creativity”,创造力体现在两者之间的转化. 基于这样的描述模型产生了一些创造力支持系统. 文 [4 ]对创造

力模型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关于创造力的研究还体现在创造学的研究. 社会学家提出了各种有助于创造的方法 ,如头脑风暴法

(又称智暴 ,简称为 BS法) ,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日本学者提出了许多方法 ,如川喜田二郎的“KJ 法”(1965

年) ,片山善治的“ZK法”(1969 年)和中山正和的“NM 法”(1970 年) 等 ,在日本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一些方

法也得到了国际认可. 这些创造技法多数主要是强调了记录思想与创意 ,并鼓励各种联想 ,并作一些初步

的归类. 事实上 ,各种有助于记忆与联想的办法 ,甚至各种有助于脑力、智力发展的方法都可视为对于创造

力的研究 ,如 T. Buzan 在全世界推广的 Mind Map 方法[5 ] .

自古至今 ,我国学者在创造学领域有自己的见解. 在教育领域 ,尤其强调了对人的培养的目标 (“成

人”) ,这与西方更注重对“物”(微观层次)和日本学者对创造技法的关注有显著的不同. 在创造教育中总结

了许多创造技法 ,但也仅是一些方法或者技法 ,没有更多地使用信息技术去推广普及. 钱学森开创了思维

科学的研究领域 ,提出了大成智慧工程 ,力图达到宏观与微观的统一[6 ]
. 大成智慧工程中有一个概念是“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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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集成研讨厅”,它是一个人机结合的信息处理系统 ,知识生产系统 ,智慧集成系统 ,期望有效地利用人的

经验为依据的直感思维与启发知识 ,由经验加学习获得新的知识[7 ]
. 集智慧之大成的综合集成研讨厅实则

即是一种知识创造场 ,研究并实现综合集成研讨厅的工作也可视为研究如何支持有效的知识创造场的动

态生成和运行的工作[8 ] . 为此我们作了一定的探讨 ,开发相应的支持工具的雏型 ,也开始面对一些基本问

题 ,如在研讨厅中知识的生产过程的模型是什么 ? 智慧涌现的机理是什么 ? 怎样促进知识创造和智慧涌

现 ? 其环境机制是什么 ? 等等. 目前国内有关成果尚没有对这些问题有充分的解释 ,缺乏论据充分的机理

模型来支持计算机建模 ;某些研究尽管有了一些基础模型 ,实现了相应的计算机支持 ,但缺乏实验验证 ,无

法形象演示专家研讨智慧生成的过程 ,切实体现人机结合 ,以人为主 ,机器对人的思考的帮助 ,同样缺乏说

服力. 针对尚缺完善的理论模型的现实 ,我们考虑自底向上的研究模式 ,研究如何支持通过互动激励专家

研讨 ,交流思想和知识 ,这样便首先围绕创造力支持系统展开研究.

212 　创造力支持系统( Creativity Support System2CSS)

创造力支持系统若是支持个人活动 ,目前许多的工具一般都是支持采用以某一种或几种创造技法为

主进行的个人活动 ,如对笔记记录与整理的支持 ,从而有助于改进或者扩展个人思考过程 ,并便于传发给

他人 ,如美国的基于头脑风暴的 Idea Fisher[9 ] , 许多机构开发的以 Mind Map 为模式的多种可视化软件 ,等

等. 一些更进一步的研究则立足于较一般创造技法更为规范更为系统的创造力或知识创造模型 ,如日本野

中郁次郎的 SECI模型等 ,或者对一些创造性成果的梳理为以后的创造发明提供信息支持的帮助 ,如前苏

联开发的 Triz (Teoriya Resheniya Izobretatelskikh Zadatch) [10 ]
,这也是知识管理系统等功能. 而更多的 CSS 则

更注重于支持群体活动 ,尽管支持个人的 CSS也可为群体使用 ,但它们通常只得到了最后的一种群体的思

考与创造的成果 ,对于创造过程中个体差异与成员互动不能很好地反映出来. 支持群体活动的 CSS一方面

需要 GSS的基础 ,同时也大量吸收了人工智能或者智能信息处理技术的成果. 主流的 AI 研究本质目标是

机器取代人的工作 ,还有一派则着重机器对人类活动的帮助. 这其实体现了不同层次活动上人与机器的关

系. CSS可以属于后一派 ,除前文提及的一些系统外 ,有代表性的还有荷兰的 Global Think Tank
[11 ]

,美国的

Colab
[12 ]等. 美国学者 B. Shneiderman 根据一些创造力研究成果抽象出了包括收集 (Collect)2关联 (Relate)2创

造 (Create)2分享 (Donate) 4 类活动的创造力框架以便于创造力支持软件的开发与实现 ,并概括了相关的 8

项支持创造的任务 :搜集 (searching) 、可视化 (visualizing) 、咨询 (consulting) 、思考 (thinking) 、探索 (exploring) 、

创作 (composing) 、回顾与评价 (reviewing)与分发 (disseminating) [13 ]
,也有与其工作互有影响的一些有关创造

力支持应用的讨论[14 ]
,文[15 ]则根据这一框架评述了欧美若干有代表性的创造力支持软件. 日本学者通

过近 20 年的研究推动使 CSS逐渐成为一个体系 ,一些智能信息处理和 AI 学者结合本国学者提出的创造

技法 ,研究了针对不同创造技法和任务的创造力支持系统 ,主要分布于东京大学、ATR、大阪大学、富士通

研究所 ,JAIST ,北海道大学等机构 ,并随着研究人员队伍的壮大而扩散和迁移. 表 1 为一些日本有代表性

的 CSS ,其主体工作都早在 2001 年前完成. 我们以 CSS所支持思考模式 (发散、收敛) 、信息与知识加工的主

要方法、系统主要特征等方面作一番比较. 可以看出 ,日本学者的研究在人机交互方面充分利用了不断涌

现的信息与通信先进技术 ,强调帮助用户感知并意识到可能对其工作或者问题解决有用的信息 (问题的解

答、线索等等 ,相当于 awareness) ,从而实现“推送”式的帮助 ,也反映了日本在智能信息处理领域的优势和

对原系统改进的趋向. 而深入的信息加工 ,大多基于 KJ 法或相应扩展 ;相对于其人机交互手段的多样化 ,

在深入的统计分析与处理方面则逊色不少. 台湾学者在 CSS研究方面也有近似的探索. 我国则在 GSS与知

识管理方面有不少研究 ,但针对知识创造与创造力支持工具研究本质上很少 ,其中典型的工作则从思维科

学以及综合集成研讨厅的角度开展 ,如文[25 ] .

CSS的研究需要实践来推动. 目前大规模的应用比较少见 ,更多的体现在教育领域和公司研发机构中

的一些应用 ,因此有关 CSS的评估大部分来源与一些案例或测试实验. CSS目前也多基于认知模型或者概

念模型 ,而定量建模方法及其相关理论比较少 ,且不是很成熟[26 ]
. 故 CSS 的发展可以体现在更先进也更贴

近生活的人机交互技术和信息处理技术 (包括各种 Mining 技术) 上的提高 ,但更需要完善的理论模型或者

方法论作支撑 ,也需要有可重复、可验实的工作. 研究综合集成是一个切入点. 下面介绍群体研讨环境的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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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群体研讨环境及其在香山科学会议的应用
日常中人们有许多时间用于群体研讨中 ,如各种会议 (学术讨论班、专家会议、行政会议等) ,这样的群

体研讨本身就是一种有效的手段 ,有助于成员的沟通与信息共享 ,意见收集、知识获取、群体互动产生智慧

火花、集群体智慧而得到有关议题的一些认识 ,支持合作问题求解等等. 关于知识的收集、产生、共享和应

用的支持是知识管理的基本功能 ;而更高级的功能可体现在支持研讨互动、思想或者思路的交叉与融合 ,

将参与成员的“意会型知识”(tacit knowledge) 转化为“言传型知识”(explicit knowledge) ,并涌现更多新创意

的群体研讨过程的全方位的有效支持. 群体研讨环境 ( Group Argumentation Environment2GAE) 就是这样一个

辅助群体思考的分布式计算机平台 ,旨在将参与人员的个人的数据、信息、知识通过研讨平台交流、共享、

融合和应用.

通过 GAE ,群体成员可能达成一定的共识 (common ground) 进而创造出新的知识 ,甚至智慧 ,并为个人

所理解 ,吸收 ,激发新一轮创造性思维 ,如此往复. GAE有基本的 BBS 记录发言的功能 ,更主要是为参与人

员提供了对当前研讨的所有发言分析处理的可视化的结果 ,以激励成员产生联想 ,深入思考 ,迸发出更多

的创意.

311 　“群体研讨环境”功能介绍

GAE支持群体思考主要基于电子智暴方法 ,构建了智暴研讨室 (Brainstorming Argumentation Room -

BAR) . 注册用户通过类似于一般上网聊天的方式选择主题 ,登录进入相关研讨区 ,展开对关注议题的讨

论 ,每句发言需要输入一句话以及一组关键词 ,关键词代表 idea. 与一般聊天室不同 , GAE 借鉴了 AIDE 系

统的视图区域 ,并提供了更多的有关研讨成员的分析. 这里仅介绍几大视图和分析功能 ,具体详见文[4 ,8 ,

27 ,28 ] .

公共视图 (Common Viewer) :是对当前议题的全部研讨的一种整体分析 ,将研讨者 ( ID)以及发言的关键

词的复杂关联关系映射在二维空间中 ,以用于知识共享和创造的视图区域. 研讨过程中随着发言的不断增

加 ,视图发生相应变化. 用户关注可视化的研讨演化过程可了解研讨者及群体的研讨演变状况. 公共视图

还可帮助局外人对关注热点、孤立点等一目了然 ,很快获得全局概貌. 2 维空间关系也体现了对当前研讨

议题的一种结构关系.

个性化视图 (Personal Viewer) :类似于公共视图 ,也为激发知识创造 ,但展示的是发言和关键词的复杂

关联. 该视图所表达的有关发言的 2 维空间分布是整理发言的基础.

信息视图 ( Information Viewer) :首先通过链入一些常用搜索引擎 (如 Google ,百度) ,提供已有关键词列

表 ,便于专家在线研讨时 ,通过 Internet 快速查找与研讨相关的资料 ,方便研讨者获取相关感兴趣的外部信

息和知识. 此外 ,针对特定的研讨对象 ,如香山科学会议 ,通过网络爬虫收集资料 ,建立相应档案材料 ,应用

自动文摘等文本挖掘手段 ,为用户提供更积极的支持.

历史视图 (Retrospect Viewer) :对研讨历史的再回顾. 对选择的研讨片断 (按时间) 或部分研讨人员组合

(按人员)按公共视图区的可视化原理展示局部的关联 ,帮助用户分析不同阶段或小群体的研讨及与全局

的关系 ,以了解研讨过程中对研讨议题的不同角度的理解. 这一功能特别帮助其他人员分析研讨案例 ,通

过“研讨历史剪辑”结合发言人的背景深入剖析背后蕴涵的信息 ,觉察相同群体形成不同认识的原因.

各种视图是对研讨过程的直接帮助 , GAE 还提供了对研讨发言的过程的深入分析方法 ,这主要体现

为对研讨过程所获取的发言信息的再加工和对参与成员贡献的分析.

1) 研讨结果聚类

发言人 (或发言)与对应的关键词组合构成了一个应答频数矩阵 ,采用对偶刻度法作相应处理 ,获取对

应的 2 维空间分布 ,在此基础上 ,有如下信息加工 :

·自动相似表 (Automatic Affinity Diagramming) :对研讨发言的一种初步整理 ,以帮助形成定性判断和假

设.将个性化视图区所显示的空间分布划分成 16 ×16 个小区域 ,也可为 8 ×8 或 24 ×24 ,同一区域中的发

言视为一类 ,可归并为某一概念 ,该功能主要体现了 KJ 方法的思路. 发言数量代表了对该概念研讨的集中

程度. 用户可根据自动聚类的结果再整理.

·K2均值聚类 :利用公共视图区中的空间分布关系采用 K2均值方法聚类 ,根据质心的定义 ,对每一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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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代表性关键词 ,而关键词代表 idea ,这样便对 idea 进行了整理. 在此基础上用户也可作进一步综合 ,形

成概念.

2) 评价成员的参与

根据研讨成员各自贡献的关键词的相同或相异可构造成员间一致性或者差异性矩阵 ,计算矩阵的最

大特征向量 ,获取对发言人的排序 ,反映其对研讨的贡献. 智暴方法鼓励不断涌现新创意 ,则与其他人员的

差异度越大越好. GAE不支持研讨论辩 ,故某成员的一致性排序在前 ,仅仅表示其与其它成员共同关注更

多些的 idea ,但也许他们的意见正好相左.

对发言人的评判是对参与成员的考察 ,从事实信息探测出研讨成员的知识专长 ,通过积累和再分析 ,

可获取该专家的知识结构 ,为今后研讨选择合适的研讨人员做参考.

下面用 GAE来分析香山科学会议. 香山科学会议本质上可视为一种跨学科研讨 ,针对某类问题邀请

多个领域专家进行讨论 ,并有可能多次举行. 经过 10 多年的发展 ,她已成为一个激励群体互动、知识共享

与创造的平台 ,有丰富的成果 ,并集聚了大量有价值的信息. 其开放宽松的会议方式实则鼓励参与成员发

散型思考 ,特别适合作为 GAE 的试验和应用对象. 期望利用 GAE 提取专家发言和整个讨论所蕴涵的丰富

信息 ,以促进对相关结果的理解与合理使用 ,如对参与成员的评判 ,一些先端科学方向的把握 ,政策性建议

的形成 ,等等 ,并帮助组织与提高今后会议的成效.

312 　以“脑、意识和智力”相关的议题为例的群体研讨分析

我们以“脑、意识和智力”这个主题 ,从香山科学会议网站 (www. xssc. ac. cn)上抽取了 7 次有关会议 (会

议序号分别为 44 ,73 ,84 ,91 ,111 ,138 和 168) 信息 ,对群体发言信息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式的分析. 以“脑与

意识”为主题在 GAE中创建议题 ,以专家在会上的报告题目和主要的问答记录为蓝本构造对应的研讨内

容表 ,发言次序按会议的时间顺序以及每次会议上的报告顺序 ,共选择了 9 位专家. 图 1 (a) 和 (b) 是 GAE

系统在不同时段捕捉的研讨过程公共视图. 图 1 (b)中一个新加入专家“潘云鹤”的发言改变了原有的空间

分布. 两幅图中专家“汪云九”一直处于研讨的中心位置 ,体现了其研究领域与积极参与有关“脑”方面的会

议 ,与各专家发言有互动 ,这也与其主持几次会议有一定的关系. 图 1 中亦可见“郭爱克”,“唐孝威”聚在一

起 ,说明他们共同关注的内容较多 ,原因是共享的关键词多 (共 6 个 ,分别是“认知”、“脑”、“复杂性”、“脑功

能”、“脑科学”、“智力”) ,这与实际状况相吻合.

图 1 　研讨过程的可视化图
　

表 2 则是根据总共 46 句发言对参与模拟研讨的 9 位专家的评价结果 ,其中标明了一致性与差异性排

序中的前 5 名. 专家“郭爱克”在两项排名中均为第一 ,这与其担当其中几次会议的主持人或宣讲大会报告

有关 ,也体现其脑科学领域的知识专长和国内该领域的研究地位. 显然不同研讨阶段评价结果一般会不

同.期望通过以上 GAE所提供的各种分析或者对研讨过程的支持方式 ,为深入评估参与成员以及个人对

群体的影响 ,特别是发现其中有影响的发言人或者“关键人物”有一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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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关于成员的评价

一致性矩阵的最大特征向量 : (0. 3761 ,0. 0914 ,0. 3082 ,0. 6179 ,0. 2522 ,0. 3618 ,0. 3125 ,0. 1937 ,0. 1092)

前 5 名排序 : 郭爱克 > 汪云九 > 唐孝威 > 彭聃龄 > 戴汝为

指标含义 : 表示该专家在研讨过程中与其他成员对 idea 关注程度高.

差异性矩阵的最大特征向量 : (0. 3438 ,0. 2799 ,0. 3437 ,0. 4088 ,0. 3482 ,0. 3274 ,0. 3628 ,0. 2839 ,0. 2783)

前 5 名排序 : 郭爱克 > 彭聃龄 > 沈 　政 > 汪云九 > 戴汝为

指标含义 : 表示在研讨过程中该成员的 idea 与众不同的程度高.

因篇幅有限 ,省略其他分析与视图的应用结果. 我们还对其它有关主题进行了类似的分析 ,期望在目

前香山科学会议的通常的开会方式基础上 ,利用 GAE激励更多的创新思想. 因条件限制 ,目前的分析都是

事后完成.

4 　结论
综合集成研讨厅被视为是超越传统 DSS 的一种支持非结构化问题求解的系统体系 ,它与 DSS 的显著

不同在于人是系统的成员 ,系统工作时群体互动 ,人机结合 ,以人为主. 目前综合集成研讨厅的研究思路仍

从思维模型出发 ,从 DSS , GSS等出发. 尽管信息技术的应用是提高支持方式的有效手段 ,并作为 GSS研究

进步的典型的表现方式 ,而如何有效支持群体互动而产生创新性想法、思路是研究支持群体研讨过程工具

的最主要的难点之一 ,也能体现 DSSΠGSS 研究上的更大突破 ,故群体知识创造支持的研究逐步得到了关

注.

在简要回顾了创造力支持系统的当前进展外 ,本文介绍了一种支持发散型群体思考的分布式研讨平

台 GAE ,其设计思路主要围绕对获取的研讨信息的深入加工处理 ,并注重体现“人机结合 ,以人为主”的理

念. GAE的一个主要特色在于将专家发言所代表的定性知识 (qualitative knowledge) 表示为简洁直观的可视

化的二维图 ,易于理解和记忆 ,便于用户展开联想、深入思考 ,提炼意会型知识 ,达到各种知识的共享与创

造 ,为非结构化问题的解决提出创新性的思路.

GAE不仅是一个 GSS或者 CSS ,本文的相关介绍仅是我们研究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的一个初步性的

工作. 考虑到支持合作问题求解过程 ,今后更多的关注或在于对问题结构化方法及其模式 (paradigm) 的综

合与创新. 随着对不断遭遇和涌现的问题的思考 ,更多改进与分析处理方法将集成进来 ,包括各种信息推

送技术的应用 ,以更好地促进并激发研讨的深入. 此外 ,由研讨过程集聚的 idea 集合中的 idea 根据一些定

义的连接 ,如因共享同一发言而一次连接成立 ,从而构造 idea 网络 (即关键词网络) ,该网络也可从另一个

侧面揭示非结构化问题求解过程中的有关问题结构的一些信息 ,同时它也是一种知识图. 故考虑增加一个

新的论点视图 ( Idea Viewer)即时为用户展示研讨过程中的知识演化轨迹 ,体现知识增长过程. 而利用网络

的拓扑结构分析工具分析 idea 网络的静态和动态特征 ,也有助于探索个人与群体互动思考的一些关

联[29 ]
. 更进一步 ,若视如此构造生成的网络为一种涌现的概念网络 ,则有更多扎实的工作值得尝试.

认知科学等研究进展可能揭示出更多有关思维、创造力等内在的规律 ,而创造性的事物的原创者也还

是人. 只要接受创造的过程一般发生于知识与实践的文脉中 ,那就可以接受支持工具来支持学习并演练其

促使创造过程的想法. 而针对非结构化问题的求解 ,更期望实现一种机制 ,以支持创造过程中捕捉到智慧

的点子 ,并由此展开理性的研究. 本质上 ,有关支持工具深入的改进即为了更多地探索过程理性 ,寻求相关

的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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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一本值得一读的新著
———《系统工程引论》

姚德民

孙东川和林福永两位教授编著 ,由中国工程院院士汪应洛教授作序 ,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系统

工程引论》于 2004 年年底与广大读者见面了. 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特别是从事系统工程工作的人们.

因为这本书给读者带来了新的信息 ,深化了的观点和大量的参考资料 ,丰富和开阔了人们的思维和思考空

间.

我与孙东川教授已有二十多年的交往 ,他为人谦虚、踏实、勤奋、责任心强. 书如其人 ,因此 ,值得一读

的道理就在这个地方. 根据我的初步浏览 ,我认为该书有如下几个特点 :

11 本书是在总结和概括国内外的大量的系统科学与系统工程的新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写成的. 站在

别人的肩膀上注视远方 ,有更上一层楼的感觉. 这就是基础越厚 ,房子可以盖得更高的道理.

21 作者在总结和概括的基础上 ,提出了三十多个有关系统工程的命题 ,这对加深和扩宽系统工程的

视野很有意义. 增加了对系统工程的有序性和整体性认识 ,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作用. 这种归纳方法是本书

的一大特色.

31 作者还作为一个专题写成“系统工程人才培养”方面的一章 ,这是一般著述中所未涉及而实际上却

很有意义的一个部分 ,没有人才的培养和准备 ,系统工程的理论和实践就没有发展的动力. 这也是作者良

苦用心的地方.

41 本书还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把系统与系统工程作为一种方法论的论述 ,实践已经证明 ,系统工程的

方法论是一种成功地观察、研究处理许多事物的方法 ,比如在航天领域中它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在复杂的

大系统内 ,没有这种方法论 ,那是不可思议的 ,把系统工程的方法论作为一种科学的方法论来认识 ,对人类

的进步是有根大的现实意义的.

51 全书共十二章 ,从包容面和深度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合理安排的 ,因而扩大了读者范围 ,不仅是系统

工程专业人员和研究人员 ,同时也考虑到各级领导和管理人员的承受能力. 这对发挥本书的作用无疑是一

项重要的举措.

综上所述 ,我认为 :《系统工程引论》是一本比较成功的著作 ,也将是广受人们欢迎的一本读物. 我衷心

祝愿二位作者的成功与奉献 ,也预祝该书将在社会的广阔实践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200511113

说明 :姚德民教授是我国系统工程学术界的老前辈之一 ,原为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 ,中国系统工程学

会教育与普及工作委员会骨干成员 ,编写了多部系统工程教材和运筹学教材. 现年 70 多岁 ,仍然关心着我

国系统工程和系统科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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