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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与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系统工程专业的创建
———技术科学思想的视角

陈　勇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信息系统与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７３）

　　 ［摘　要］　钱学森先生不仅是享誉全世界的杰出的科学家，也是一名伟大的教育家。以
钱学森先生主持改建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的这段历史为背景，以他创办系统工程与数学系为案例，

深入学习和探究钱先生的技术科学思想和技术科学人才培养观，以及在他的技术科学思想指导

下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的人才培养实践，以期对破解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难题有所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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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主席指出，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
族进步之魂。人是科技创新最关键的因素。创新的

事业呼唤创新的人才。要按照人才成长规律改进人

才培养机制。［１］钱学森先生在晚年也多次谈到科技

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他认为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

问题是关系我们国家长远发展的一个大问题。［２］

钱学森先生不仅是享誉全世界的杰出的科学

家，也是一名伟大的教育家。人们熟知钱学森先

生是发起和创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主要成员

之一，并就任该校力学系主任，但对钱先生上世纪

７０年代末主持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的改建工作
则知之甚少。

１９７８年６月６日，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
决定将长沙工学院①改建为国防科学技术大学。钱

学森先生受命主持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的改建工作。

在１９７８年至１９８１年间，钱学森先生先后四次亲临
长沙，具体指导学校的改建工作，为学校确立学科

专业设置原则，指导学校调整五年发展规划，指明

学校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方向。［３］在钱先生的主持

下，在全校同志的不懈努力下，至上世纪８０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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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学校已发展成理工结合，以工为主，学科、专

业较多和具有军队特色的全国著名重点大学，并在

国内外具有一定影响。学校所取得的成绩得到了钱

先生的肯定。１９９１年６月１８日，钱学森先生在致
朱光亚先生的信中说，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在改革学

制时有所创新，按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三个层次的中

间层次、技术科学 （居于基础科学及工程技术之

间）设系。［４］为深入贯彻落实习主席提出的按照人

才成长规律改进人才培养机制的指示，本文拟以钱

学森先生主持改建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的这段历史为

背景，以他创办系统工程与数学系为案例，深入学

习和探究钱先生的技术科学思想，以及分析在他的

技术科学思想指导下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的人才培养

实践，再现那段历史，揭示隐含在其背后的意义，

以期对破解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难题有所启

发。

一、钱学森先生技术科学思想

钱学森先生技术科学思想虽说是在继承德国哥

廷根应用力学学派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５］，

但更重要的是来源于钱先生本人长期的科学研究与

教学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是其敏锐地洞悉现代

科学技术发展趋势的结果。

（一）钱学森先生技术科学思想的提出

技术科学思想可以追溯到钱学森先生于１９４８
年发表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一文。他说国际国内激烈竞争，要求科学研究必须

能够达到将基础科学发现迅速转化为实际应用的程

度，为此在理论科学家和应用工程师之间催生出一

份新的职业———技术科学工作者。［６］钱学森先生自

认为自己就是这样一名技术科学工作者。［７］他以技

术科学家的身份躬身实践，上世纪５０年代初，在
美国政府留难他期间完成了 《工程控制论》的研

究工作。他说：“工程控制论是一门技术科学……

技术科学的目的是把工程实际中所用的许多设计原

则加以整理和总结，使之成为理论”，“理论分析

是技术科学的主要内容，而且，它常常用到比较高

深的数学工具”。［８］技术科学就是从工程实践中整

理、总结、提炼出来的理论。钱先生敏锐地意识到

各门技术科学的出现以及他们的飞速发展。钱先生

以工程控制论为例论述了开辟技术科学新领域的重

要性。技术科学使我们可能以更广阔的眼界，用更

系统的方法来观察有关问题，因而往往可以得到解

决旧问题的更有效的新方法，而且还可能揭示新的

以前没有看到过的前景。自提出技术科学思想后，

钱先生始终身体力行开辟技术科学新领域，先后在

工程控制论、力学与航空技术、物理力学等领域做

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二）技术科学思想的内涵、性质和作用

１９５７年钱学森先生又在 “论技术科学”一文

中作了更加系统全面的阐述。［９］钱学森先生指出技

术科学是界于基础科学与工程技术之间的中间层

次，是科学基础理论转化为实际应用的中间环节，

是基础科学与工程技术之间的桥梁。自然科学属于

基础科学层次，技术科学属于应用科学层次。自然

科学的核心是为了理解和认识客观世界的规律。技

术科学是从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相互结合中产生

的并以自然科学的规律为指南，为工程技术服务的

一门学问，主要是研究和解决工程技术中的一般性

问题，其研究成果对工程技术具有普遍的应用性。

技术科学具有概括性和一般性，它是工程技术的源

泉，但不能代替 （具体的）工程技术理论，因而

技术科学是 “领导工程技术前进，是推进工程技

术的一股力量，是技术更新、创造新技术所不可缺

的一门学问”。另一方面，钱先生还认为，技术科

学又不限于是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间的桥梁，它同

时也是人类认识的源泉。他指出：“我们不能只看

到自然科学作为工程技术基础这一方面，而忽略了

反过来的一面，一个反馈作用，也就是技术科学对

自然科学的贡献。”技术科学把工程技术中的宝贵

经验和初步理论精炼成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同时

对自然科学具有反馈作用和贡献。他以工程控制论

和运筹学 （当时称为运用学）为例，指出在自然

科学领域里没有它们的祖先，而由技术科学所发现

的规律也可以为生物科学和社会科学做出非常重要

的贡献。起源于通信领域的信息论也是一个非常突

出的例子，它把人类的知识领域从传统的物质和能

量一下子扩大到物质、能量和信息。

（三）按照技术科学思想创建中科院力学

研究所

正因为源自钱学森先生对技术科学的洞察，

１９５５年，钱先生受命建立中科院力学研究所，力
学所完全是按照钱先生关于技术科学的思想建立

的。［１０］该所是一个综合性的技术科学研究所，研究

工作超出了传统的力学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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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先生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因为战争和

武器发展的需要，“国家规模”的科学技术工作开

始出现，大量复杂工程技术问题亟待解决，原来解

决工程技术问题的实验方法已经难以解决这类问题

了，因而，催生出了技术科学知识门类。钱先生还

说，基础科学并不能完全解决工程技术里所提出的

问题，仅仅依靠基础科学来推演还不行，还需要结

合实验才行。［１１］因此，为确保科学知识生产的先进

性和有效性，钱先生要求力学所的 “科学研究应

走在科学前面，而不是跟在人家后面去回答那些很

被动的问题”；确立了力学所以技术科学为国家目

标服务的方向，以及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发展技术科

学知识的原则。他指出，“任何科学必须和实际结

合，挑选课题应和国家工业推进方向相适应，要注

意实际生产过程中发生什么问题，我们要耐心考虑

并从中发现共同之点，解决这些问题就可以解决类

似的若干问题”，“研究结果要注意实践的意义”。

二、技术科学工作者的培养

钱学森先生以技术科学思想为基础，形成了他

全面的、系统的、深刻的培养和造就技术科学工作

者的观念，这些观念是钱学森先生人才培养观和高

等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培养技术科学工作者何为

钱学 森 先 生 １９４８年 在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ｓ”中指出，科学技术研究工作
日益重要，已经成为现代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已

经成为和农业、财政、外交等传统活动一样的国家

事务，是国家繁荣富强的基础。在国际国内激烈竞

争中，科学技术研究必须能够达到将基础科学发现

迅速转化为实际应用的程度。他以为赢得二战最终

胜利做出巨大贡献的雷达和核能为例，阐述基础物

理学理论，通过紧张的科学技术研究，以实用工程

的方式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成功地实现了武器化的应

用。他敏锐地认识到，二战以来，从纯科学发现到

工业应用的距离已经非常之近。纯理论科学工作者

和从事实际应用的工程师之间的差异已近微乎其

微，而他们之间的密切合作对于工业的成功发展来

说则至关重要。这种密切合作催生了一类新的职业

———技术科学工作者，他们能在科学理论和工业应

用之间架起桥梁。他们能应用基础科学知识解决实

际工程问题。

１９５７年，钱学森先生在 “论科学技术”中再

次指出：“要综合自然科学和技术，要产生有科学

依据的工程理论需要另一种专业的人。”指的就是

技术科学工作者。由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工程

技术三个部门的分野不是很清晰，钱学森认为，

“如果从工作的人来说，一个人兼在两个部门，或

者甚至在三个部门是可以的”［１２］，所以一名技术科

学家也可以同时是一名工程师，一名自然科学家也

可以同时是一名技术科学家。

１９５８年钱学森先生担任了新创立的中国科技
大学近代力学系主任，在他的领导下近代力学系从

成立之日起，就非常明确地提出，要培养技术科学

工作者，也就是培养介于科学家和工程师之间的

人。［１３］并面向未来，根据工农业生产的日益发展，

特别是某些尖端工程技术发展的需要，在中国科技

大学近代力学系设置了高速空气动力学、高温固体

力学、土及岩土力学和化学流体力学等这些反映力

学学科发展的方向的专业。

（二）未来技术科学工作者应具备怎样的知识

能力结构

作为以人类知识新部门———技术科学为工作对

象的技术科学工作者，不仅需要具备工程学知识方

面的良好素养，同时需要具备在数学、物理和化

学，以及其他基础科学方面知识的良好素养［１４］。

因此，培养技术科学工作者的课程设置，远比培养

一个工程师要求得更加宽而深。也即是说，“从自

然科学一直到生产实践，都要懂得”。需要掌握下

列三方面的基本知识和能力：

（１）工程设计原理和实践能力。包括传统工
程学科目，如机械制图、机械设计、工程材料与工

艺、金工实习等。

（２）解决工程实际问题所需的科学基础知识
和能力。包括比训练传统工程师更多的物理和化学

部分的知识。作为技术科学工作者，他必须具备一

名物理学家或一名化学家所需的知识和能力。

（３）数学基础知识及运算、分析能力。不仅
需要掌握数学方法，而且需要理解运用这些数学方

法的原理，包括高等微积分、复变函数、数学分析

原理、常微分方程、偏微分方程等。换句话说，技

术科学工作者必须具备一名应用数学家所需知识和

能力。

（三）如何培养未来技术科学工作者

钱学森先生指出，技术科学工作者的培养与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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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工程师的培养截然不同。［１５］传统观念认为：一切

工程技术可以看作是自然科学的应用。在 “专门

业务课程之外，再加上自然科学”的知识的人才

培养模式，逐渐成为一种典型的工程技术教育，这

在当时是一个带有革命性的改革。但钱先生认为，

这种 “前两年着重在自然科学，后两年着重专门

业务，但是这两部分没有能结合起来”的培养方

法是不足的；强调科学理论和工程技术的综合是

“化合物”，不是 “混合物”。因为 “如果我们要把

自然科学的理论应用到工程技术上去，这不是一个

简单的推演工作，而是一个非常困难、需要有高度

创造性的工作”，４年的功夫 “最多只不过能把科

学和工程混合在一起，决不能让两者之间起化合作

用”。［１６］培养这样的人，至少需要６年的时间，而
不是传统工程教育的４年。

那么，怎么才能起 “化合作用”呢？钱先生

又指出，衡量受教育者掌握知识、能力的程度，不

能用所学课程多少或者在校年数判定，而只有在实

践应用中才能学会如何高效的运用这些知识。因

此，理论学习之后，还需要在有经验的前辈指导下

进行解决实际问题的实习。一个完美实现方式就是

在一所设备精良的大学里跟随权威导师攻读博士学

位。钱先生认为，在不受浮躁、急功近利思想影响

的学术环境中获取智慧是唯一的途径，智慧可以洞

察复杂问题，而这种洞察力是成功解决问题的关

键。［１７］

技术科学工作者是沟通基础科学和工程技术的

桥梁和纽带，要能灵活地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

一面能用高深的理论来解决实际所发生的问题，一

面能从实际所发生的问题中抽象出具有一般性的理

论研究对象。有成就的技术科学工作者，经过理论

学习之后，最后还要深入实际工作，积累经验。经

过这样漫长的学习过程，才能 “如火纯情”。［１８］

　　三、指导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创新人

才培养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刚刚结束 “文革”浩劫，

百废待兴之际，小平同志果断决策，在长沙工学院

的基础上改建为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时任国防科委

副主任的钱学森先生受命主持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的

改建工作，于１９７７年７月开始酝酿筹划改建方案；
１９７８年６月至１９８１年４月，先后４次亲临国防科

学技术大学，指导改建工作。［１９］期间所作的报告、

讲话和指示，是钱学森技术科学人才培养观念和高

等教育思想的集中体现。

（一）确定学校办学水平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改建工作的序幕，是在我党

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的背景下

拉开的。小平同志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

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

行”。［２０］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我国面临着科学技术

一定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这样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

务。［２１］

瞄准国家战略目标，培养拔尖人才，是钱学森

先生筹划确定学校办学定位时考虑的首要问题。钱

学森说［２２］：“老实不客气讲：就是要拔尖。要很好

领会毛主席关于教育和教育革命的指示，很好领会

邓副主席的指示。我们这个学校是国防科技大学，

就是要为实现在二十三年内在国防科学技术上赶上

并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而服务。我们不是办一般的大

学，也不是办与全国其他２８所重点大学那样的大
学。对此，邓副主席一九七五年就有过指示，一般

大学要办，别人已经能办的事，我们就不要办

了。”“你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能够作为将来若

干年后向科技现代化进军的主力部队，特别是国防

科学技术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主力部队。”这样

的办学水平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是历史赋予

学校的神圣使命，要求学校敢为人先，创新发展。

他说：“我们国家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学校，我敢说

世界上也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学校，（它）跟国家的

战略任务结合得这样紧，任务这样迫切！要完成四

个现代化的任务。”

钱学森先生从我国科学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的高度，把全国高等院校系统看成一个整体，高校

之间密切分工，相互配合，共同为实现国家战略目

标服务。他曾经指出：我国科技工作在党的领导

下，有统一的计划，能够组织各方面力量，大力协

同，我国科学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是历史的必

然。［２３］他说，“中国科学院办的中国科技大学与国

防科技大学有相像的地方，他也是突击赶超的”，

“他们赶超任务和我们国防科技大学的赶超任务不

完全一样，他们基础科学理论学得多一点，我们侧

重于应用”［２４］。

（二）面向国防尖端科技发展的需要设置专业

钱先生指出［２５］：“你们现在培养的人，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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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未来赶超任务的”， “国家没有解决的科技问

题，你们就要解决这些问题。国防尖端科技方面所

有的行业，你们就要建立这样的行业，要针对这样

的任务设置专业”，确定面向未来设置专业的原

则。

要实现科学技术赶超任务，必须要有规划，这

是钱先生一贯的主张，他要求学校参加国防尖端科

技发展规划的制定［２６］，专业设置与国防尖端科技

发展规划相衔接，因为 “你们要培养的这些行业

的人，这些行业现在还不存在，是将来要发展的行

业”。同时，未来的发展是不确定的，专业设置不

是固定不变的。“因为，事业在发展，各个不同的

时期有不同的需要”。［２７］

为适应国防尖端技术发展的需要，钱先生赞同

按学科设系的观点，这一观点改变了学校长期以来

按军兵种设系、按兵器装备建专业的做法。钱先生

说：“道理就是因为我们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我们

要使国防尖端技术快发展，要培养高质量、高水平

的人才，首先要看到的就是加强它的基础跟专业基

础，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经验说明没有很好的基础

跟专业基础，将来应付不了、跟不上国防尖端技术

的高速度发展。既然要在基础课、专业基础课方面

努力、使劲，那么这个系用学科来划分就有道理

了。”［２８］

按学科设系，具体到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系

是按技术科学划分的，技术科学理论直接用于工程

技术。［２９］”改建后，学校设置了应用力学、应用物

理、自动控制、电子技术、材料燃料、电子计算

机、系统工程与数学系、精密机械等８个系。
（三）以技术科学思想指导人才培养

技术科学， “跨过几个学科，加以整理发展，

如流体力学、运筹学、控制论都是技术科学”，因

此，钱先生认为技术科学教学有其特殊性。［３０］为应

对国防尖端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学校教育重点要

在技术科学领域创新发展。系按技术科学划分，一

是培养技术科学工作者，也就是培养介于科学家和

工程师之间的科技工作者；二是培养的人要能解决

国防尖端科技实际问题，成为国防科学技术赶超世

界先进水平的主力部队。

为了实现上述人才培养目标，“理工结合、加

强基础、落实到工”成为了必然的选择。

“理工结合，最后达到工程应用的目的”。理

论与实际相结合，既是发展技术科学知识的需要，

也是对培养技术科学工作者的要求。钱先生指出：

“为了完成这个任务，要使理工结合，归结为工，

不是单纯搞理论。如二系②是搞物理应用，为了国

防尖端技术，从理打基础，第四年要应用。这样性

质的理工结合就密切。这样的任务当然是以教学为

中心，因为这个技术是复杂而又发展的，要使教师

队伍不断前进，必须作科研工作。目的主要是为了

完成教学任务。”［３１］学生三年学基础课和专业基础

课，教学目的是掌握好技术科学理论，第四年专业

课则是进行必要的工程技术训练［３２］，基础课必须

与专业课教学相结合。

钱先生强调：“无论如何，要把基础课和专业

基础课学扎实。”［３３］钱先生历来重视科学技术工作

的基本训练。他曾经撰文［３４］指出，基础学科有更

强的系统性，更精炼，更概括。“基础学科也就是

因为它比较概括，内容也就比较深入地表达了自然

世界的规律；概括是说其普遍性，深入是说接触到

本质。” “基础学科虽然也是在很快地发展着的，

其内容是在不断增加的，但它们的理论却比较稳

定。” “专业课的内容接近生产、接近实践、接近

人和自然作战的前线，因此随着生产实践的开展、

技术的革新和革命，它们日新月异。不掌握好基础

课，不先掌握好自然的一般规律和自然现象的共

性，就难以应付变化很快的专业科学技术；先有一

个不大变化的坚固基础，就好在这上面随着需要建

起强大的结构。”

为夯实学生的基础，培养学生掌握好技术科学

理论，钱先生对教师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基础课

老师能教专业课，专业课的老师也能教基础课。基

础课的老师也应该从事科学研究。基础课教学要请

最有经验的老师上。他指出，老师的 “知识面要

宽一些，没有广度，就没有深度，没有广度和深

度，培养的人是脆弱的，不能研究新的东西，就会

流于一般，联系实际也不会深刻”。

　　四、创建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系统工

程专业

　　 １９７９年设立的系统工程和数学系，是根据钱
学森先生的指示和专业建设思想创立和发展起来

的。［３５］上世纪７０年代，系统工程是新兴学科，首
度开设系统工程本科专业在国内也只有２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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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办系统工程本科专业

系统工程，就是用系统思想直接改造客观世界

的这些技术，运筹学则是直接为系统工程服务的一

些科学的理论。［３６］上世纪５０年代，钱学森先生回
国后不久，就和许国志先生一起思考如何把现代科

学技术，特别是数学方法引入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和

企业事业的组织管理工作，为此在当时的中国科学

院力学研究所成立了一个运筹学研究组，以后又扩

大成了一个研究室。［３７］他在１９５７年发表的 《论技

术科学》中，专门把运筹学作为技术科学的一些

新发展方向作了介绍。

１９７８年至１９８２年是钱先生大力宣传和推广系
统工程理论和方法的重要时期。１９７８年的５、６月
间钱先生先后在国防科委、成都、昆明等地做了以

“系统工程”为主题的几次讲座。创办国防科学技

术大学系统工程系的想法就形成于那个时期。［３８］钱

先生总结 ２０多年组织领导国防尖端事业的体
会［３９］，认为 “做好一项复杂的工程技术研究，必

须有一个通观全局的技术参谋部门，这个我们叫总

体部门，管总体”。机关负责行政组织工作。 “党

的领导、总体部门跟机关是解决现代化的高度复杂

的科学技术工作的组织形式。”这样的组织形式

“体现了现代科学特点的，高度的复杂性、综合

性。”钱先生进一步说到， “既然科学技术的组织

管理，已经上升为一门科学，那就要建立培养掌握

这门学科的人才的机构”。

上面几次讲座［４０］，钱先生揭示了人类认识客

观世界，从古代科学技术的自然哲学，到近代科学

技术的形而上学，再到现代科学技术认识客观世界

是一个连续着的、变化的、综合的过程，并最终形

成了他关于科学技术体系的观念。在这样的观点基

础之上，钱先生指出，面向２１世界科学技术体系
的发展，高等院校系、专业的设置要有很大变

化。［４１］钱先生说，现代科学技术包括自然科学、工

程技术、社会科学，还应包括一类称为技术科学

的，如流体力学、运筹学、控制论等技术科学。提

出依据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发展方向设置高等学校的

系、专业是钱学森先生对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重大

贡献。

在改建的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创办系统工程本科

专业，符合钱先生为学校确定的面向国防尖端科学

技术发展需要设置专业的原则。钱先生说：“将来

七系③要有系统工程专业，有朝一日要管理国家建

设，这叫社会工程。”［４２］钱先生特别强调， “要宣

传系统工程，这是现代化的要求”， “系统工程在

某种意义上，代表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方

向”。［４３］

（二）系统工程专业如何设置

面向未来，高瞻远瞩，设置新专业，培养国家

亟需的人才，是钱老一贯的指导思想。钱先生指

出，“系统工程的各个分支就是各门专业，如工程

系统工程专业、经济系统工程专业、行政系统工程

专业、科研系统工程专业、军事系统工程专业、后

勤系统工程专业、资料库系统工程专业以及质量保

障系统工程专业等”［４４］，根据钱先生的指示，在系

统工程与数学系创建之初，开设了飞行器系统工

程、信息系统工程２个系统工程专业和１个应用数
学专业。这些专业的设置，着眼于国防科学技术大

学传统优势学科———航天工程学科的积累和优长，

强化了学校当时的人才培养指向，更重要的是，凸

现了信息学科发展的重要性［４５］，面向未来，既反

映了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新方向，更是国家和国防

建设发展所急需的学科，为国防科技大学系统工程

学科专业持续、健康地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设置系统工程本科专业的同时，还设立了应

用数学专业。钱先生认为，“系统工程跟数学的一

些新的发展有密切联系”［４６］，所以，组建了系统工

程与数学专业系。将属于工程技术层次的系统工程

与基础科学层次的数学结合到了一个系，体现了钱

先生按技术科学办学的思想。钱先生指出了那种将

基础学科与工程技术机械地组合在一起形成 “混

合物”的人才培养模式的不足，这种模式培养的

人已经不能适应大规模复杂科学技术活动的需

要［４７］，将系统工程与数学结合在一个系里，在体

制和机制上为两者结合成 “化合物”提供了保障。

为实现系统工程专业为军队和国防工业部门培

养从事武器装备系统的规划、论证、研制、生产与

管理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的人才培养目标，系统工

程与数学系创建之初，设立了系统工程理论、工程

与工程模拟、信息系统、基础数学、应用数学５个
教研室。不久又优化组合为飞行器系统工程教研

室、信息系统工程教研室、应用数学教研室和军事

运筹教研室。［４８］从组织建制上保障理工结合、落实

到工落到实处。开设的３个专业，飞行器系统工
程、信息系统工程属于工程技术层次，应用数学则

位于技术科学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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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

在实践钱学森先生系统工程专业建设构想的过

程中，在钱学森技术科学人才培养观念和高等教育

思想指导下，自建立系统工程与数学系以来，共毕

业了本科生、硕士生３０００余名、博士生２００余名，
培训军队和地方领导干部和技术干部近２０００余名。
毕业生中涌现出许多优秀的人才，如被中央电视台

《东方之子》报道的七系学子：中国科学院９７３两
个领域的首席科学家高小山和中国软件产业的代表

人物求伯君、“求是奖”获得者国防大学教授胡晓

峰少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终身教授崔之元、美国

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等一批杰出人物。他们中间既

有基础科学家，也有技术科学工作者、经济学家、

人文社会学家，甚至还有企业家。

钱先生对系统工程与数学系的人才培养、科学

研究和学科专业建设等提出了大量指导性意见和建

议，为该校系统工程学科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经过３０多年的建设与发展，系统工程与数学系的
系统工程部分发展成为拥有系统工程、管理科学与

工程、军事运筹学、军事装备学等学科的信息系统

与管理学院。

五、结束语

自钱学森先生主持改建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工作

以来，经过了３０多年的发展，历史已经翻开了新
的一页，形势又发生了很大变化。套用钱先生的一

句话［４９］，我们当初创新的这一套教育制度还能适

应今天的形势吗？钱先生在给朱光亚先生信中提

出：“为了迎接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中国建设的需

要，我想有必要考虑在 ＭＩＴ时代及 ＣＩＴ时代之后，
再创建一个高等教育的新时代：培养科学技术帅才

的时代。不但理工要结合，要理工加社会科

学。”［５０］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５日，习主席在视察国防科
学技术大学时指出，希望学校 “深入贯彻落实党

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全面提高教学科研和人才

培养质量”。今天，我们踏上了新的征程，仍需要

不断总结历史经验，遵循高等教育规律和军事人才

成长规律，大胆借鉴国内外、军内外高等教育、军

事教育的有益做法，更新教育理念，创新培养模

式，继续探索有利于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成长的新

路子。

注释：

①学院前身是１９５３年毛主席亲自批准创建的 “哈尔滨

军事工程学院”，１９６６年更名为 “哈尔滨工程学院”，１９７０

年学院主体南迁长沙并改名为 “长沙工学院”。

②指改建后成立的应用物理系，代号二系。

③指后于１９７９年４月成立的系统工程与数学系，代号

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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