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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本文结合钱学森创办国防科技大学系统工程学科专业的实践，对钱学森系统工程
创新教育思想进行了案例研究，并探讨了它对当前大学 “新时代、新管理”学科建设的启示和

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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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７日是钱学森在 《文汇报》发表

《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１］署名文章４０周
年的纪念日。４０年来，系统工程与管理科学在中
国得到了快速发展。本文结合钱学森创办国防科

技大学系统工程学科专业的实践，对钱学森系统

工程创新教育思想及实践进行了案例研究，探讨

了钱学森系统工程创新教育思想对当前大学 “新

时代、新管理”学科建设的重要性和实践启示。

钱学森系统工程创新教育思想在当下仍具有重要

的指导意义。

　　一、钱学森在国防科技大学创办

系统工程专业

（一）钱学森创建国防科技大学系统工程与数

学系

１９７０年原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南迁到长沙，
成立了长沙工学院。１９７８年，在邓小平同志的亲
切关怀下，长沙工学院改建为国防科技大学，隶

属原国防科工委。当时，钱学森任国防科工委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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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亲自主持了国防科技大学的组建工作，在

钱学森教授的建议下，创建了国防科技大学系统

工程与数学系［２］。

在 《钱学森文集》中记载着钱学森的如下回

忆：“１９７８年５月５日是马克思生日，我们国防科
工委开始举办科技讲座。我的题目就是 ‘系统工

程’。没想到，我讲的受到欢迎。当天，在那听的

就有张爱萍同志，他听了就说：‘好啊，是应该这

样做。’还有现在在海军工作的李耀文，那个时候

是国防科工委政委。他听了也说好。咱们办个系，

就搞系统工程。这两位领导支持这个工作。５月５
日晚上我就出差到西南去了。我跑的最后一站是

湖南长沙国防科技大学。那时国防科工委刚接管

国防科技大学，正要把国防科技大学调整一下。

我就借这个机会，照李耀文同志说的，要办一个

系，叫做系统工程系，就是这么一个过程”［３］。

因此，钱学森创建国防科技大学系统工程与

数学系，谋于１９７８年５月，策划于１９７８年６－７
月间，正式成立于１９７９年４月。１９７９年４月，在
钱学森的亲自指导下，国防科技大学系统工程与

数学系正式成立。钱学森指出： “什么叫系统工

程？好像这四个字怪玄乎的，实际上，就是组织

管理。但是这个组织管理是上升到科学的，上升

到理论的，然后科学理论反过来指导我们的实践，

指导我们怎么搞组织管理，我们的组织管理是一

个复杂的体系。”钱学森对系统工程与数学系的定

位、人才培养、学科专业建设等提出了大量指导

性意见和建议，为学校系统工程学科发展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创建系统工程学科专业时，钱学森强调搞系

统工程的要多学数学，打好数理基础。因此，教

员大多来自于学校飞行器总体、电子信息、计算

机和数学专业，把这些专业，特别是数学和系统

工程放到一起是一个创举，这个系统工程与数学

系本身就是理工结合。结合的目的就是要加强系

统工程学科专业的定量分析和信息化能力，充分

体现了钱学森的 “理工管”结合、注重基础、落

实到工的系统工程创新教育思想。

（二）钱学森创办国防科技大学系统工程学科

专业

当年钱学森设计的 “理工管”结合、注重基

础、落实到工的系统工程教育思想是在总结我国

“两弹一星”组织管理的成功经验，借鉴国外高水

平理工大学办相关学科专业的具体做法的基础上，

特别是他的恩师冯·卡门办学科专业的经验启示，

并根据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提出来的，是办

学模式的重大创新，是系统工程的 “中国学派”。

钱学森早在１９７７年１０月接见原长沙工学院各系领
导和教员时就强调，技术总体工程现在高等学校

中是没有的，技术总体很重要，这是现代科学技

术的特点。我们搞国防尖端的，２０年来对此深有
体会，不搞不行，系统工程就是要培养系统总体

人才。因此，这个系统工程 “中国学派”最早在

高等学校设立的办学成果就是１９７９年在国防科技
大学系统工程与数学系设立了飞行器系统工程和

信息系统工程两个系统工程本科专业，为学校建

立了两个军事特色鲜明的系统工程人才培养和科

学研究方向。因此，国防科技大学也成为了国内

首批开办系统工程本科专业的两所院校之一。

１９７８年７月２９日，钱学森来到国防科技大学
系统工程与数学系座谈，在听取了该系各位领导

和两个学科专业领域带头人的汇报后，指出：“应

用数学可以考虑结合系统工程，应用数学不能脱

离实际，从实际中产生问题，系统工程中的数学

问题，我们要有较高的水平。钱学森说，理工结

合，是共同的规律，但怎么结合好，需要很好研

究。所谓理就是科学的基础理论，所谓工就是运

用到工程实践中去，就是要理论联系实际。”钱学

森反复强调一定要把基础和专业基础打扎实，只

有把基础和专业基础学好了，才能垒的上去。系

统工程是组织管理的技术，不同于理科、工科和

人文社科，是理科工科和运筹与管理学科以及人

文社科知识相结合的交叉学科。

　　二、钱学森 “理工管结合、注重

基础，落实到工”的系统工程创新教

育思想

　　钱学森的系统工程教育思想强调了 “理工管

结合、注重基础，落实到工”，要把握学科内涵，

多学科交叉融合，注重数理基础，落实到工就是

要理论联系实际，要解决工程实际问题，并从工

程实践中提炼科学问题开展研究，不能坐而论

道［４］。在钱学森的系统工程思想体系中，特别强

调总体协调［５］。结合了国防科技大学的传统优势

学科———航天工程、电子信息和计算机技术，凸

显了航天和信息学科发展的重要性，见微知著地

顺应了当今时代高新技术发展趋势和高层次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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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发展方向，让我校的系统工程学科专业从一

开始就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立于教育改革创新的

潮头和学科前沿。

钱学森在国防科技大学创立的系统工程学科

专业涵盖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四大学科：系统科学

与系统工程、数学科学、航天学科、信息科学，

具体包括系统学、运筹学、信息论、控制论、系

统工程、应用数学、计算机技术、电子信息、飞

行器总体技术等。在教学方面，钱学森强调注重

基础和实践，并建议大学教学要做到 “数学、英

语、计算机、科学实验”四个不断线。钱学森在

听完教员讲课时强调指出，讲课只需要讲要点，

就是要讲那些真正能解决问题的内容，培养学生

解决问题的能力。要给学生腾出一些思维空间，

学时数可减少，省出时间让他们自我学习、独立

思考或者安排做些实验，培养他们创造性思维能

力和动手能力。在科研方面，钱学森强调教学与

科研相结合。钱学森说，中国科技大学创办的时

候，我时任力学研究所所长，就兼做了力学系主

任，这样师资问题就解决了，而且许多是各个学

科领域的知名科学家。后来，钱学森又把 “系所

结合”的模式，用到了国防科技大学。１９９２年，
系统工程与数学系就正式更名为系统工程与数学

系兼研究所。在建系初期和系统工程学科专业建

设的头几年，钱学森对这个他亲自建起来的系统

工程专业极为关心，每次来到学校都要与我们这

些教师一起研究和探讨有关教学和科研问题。钱

学森鼓励系里的教员到实践中去开拓系统工程，

并与很多教员有书信往来，很多老师都聆听过钱

先生的教诲。周曼殊教授把系统工程应用于农业

区域规划，被誉为农业系统工程的开拓者，得到

了钱老的充分肯定；汪浩教授主持完成的浏阳社

会经济发展规划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这些

成就奠定了我校系统工程学科在国内的地位，促

进了系统工程在湖南的创立和发展。

４０年来，国防科技大学领导始终坚持按钱学
森的系统工程教育思想办学。例如，为了加快系

统工程本科专业人才培养，从１９７７级数学专业抽
调了部分学员到信息系统工程专业学习。因此，

国防科技大学的信息系统工程本科专业是全国最

早有毕业生的专业。为了加快系统工程研究生专

业人才培养，１９８２年，又从１９７７级毕业生中招收
了硕士研究生。当时学校还在申请系统工程专业

硕士学位授权点，１９８４年获得系统工程专业硕士

学位授予权。可见，当时按照钱老的指示，雷厉

风行办系统工程学科专业的信心和决心。又如，

在设置系统工程专业课程时，坚持 “数学、英语、

计算机、科学实验”四个不断线，并据此认真制

定课程教学大纲，理顺课程系列之间的关系，提

出了按课程系列设 “三个层次、三种课型”的课

程体系，即每个课程系列设本、硕、博三个教学

层次和 “专业核心课” “专业方向课” “前沿课”

三种课型。学科基础课分为三个系列课程，即应

用数学课程系列、系统工程课程系列和计算机与

信息课程系列；专业课设置了两大系列，即信息

系统工程课程系列和装备系统工程课程系列。可

见，钱学森的系统工程教育思想已经深入到课程

设置和教学体系建设之中。

　　三、钱学森办学思想在我校系统

工程相关学科建设中取得的成效与

启示

（一）我校系统工程坚持走为军服务的多学科

融合的内涵式发展道路

“系统工程不能坐而论道” “系统工程也要与

时俱进”。４０年来，经过几次体制编制调整，我们
从系统工程与数学系发展到系统工程学院，学科

建设不断发展壮大，始终按照钱学森的系统工程

教育思想和要求，强调理工管结合，强调特色、

内涵、融合发展。所谓特色发展，我们学科特色

非常鲜明，就是军事特色，为国防和军队建设服

务。所谓内涵发展，是说虽然我们有相关的军事

与管理学科群，但学科内涵始终是系统工程。所

谓融合发展，是指我们要正确理解系统工程的学

科内涵，它既有学科问题 （理论和方法），也有工

程实践问题 （工程和技术），既要顶天也要立地，

要努力解决国家和军队的重大决策和工程需求。

学院现拥有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控制

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的系统工程和仿真工程二级

学科、军队指挥学一级学科等博士学位授权点和

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将这些学科紧密结合起来，

走出了一条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内涵式发展道路。

系统工程本科专业进一步发展，由最初的飞行器

系统工程和信息系统工程两个本科专业，发展到

现在的系统工程、指挥信息系统工程、管理科学

与工程、仿真工程等本科专业，以及试验评价技

术、装备采购管理、数据工程、作战目标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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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战任务规划、作战态势融合等交叉融合的本科

专业方向。实践证明，按照钱学森系统工程教育

思想办学，坚持走为军服务的多学科融合的系统

工程内涵式发展道路，就一定能够得到更大的

发展。

（二）我校系统工程相关学科建设取得的成效

４０年来，我们始终坚持钱学森系统工程办学
思想，在我校系统工程相关学科建设以及人才培

养和科学研究中取得了丰硕成果。

学院的学科基础是系统工程。在４０年的建设
和发展中，前２０年是打基础，即打下坚实的系统
工程学科基础。１９７９年创建了国内最早的系统工
程本科专业 （飞行器系统工程和信息系统工程专

业）；１９８４年获得系统工程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
点；１９８６年获得军事运筹学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
予权和系统工程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开始

招收博士研究生，１９９７年系统工程二级学科博士
学位授权点调整为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博士

学位授权点，同年，又重新申请获得系统工程二

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１９９８年获得管理科学与工
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后２０年是管理科学与工程
等相关学科快速发展的２０年：２００１年管理科学与
工程获得国家重点一级学科；２００２年全国第一轮
学科评估管理科学与工程排名第七；２００３年获得
军事运筹学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２００７年系
统工程被评为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全国第二

轮学科评估管理科学与工程排名第四；２００９年获
得军队指挥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和博士后科研流动

站；２０１２年全国第三轮学科评估管理科学与工程
排名并列第二；２０１７年管理科学与工程入选教育
部 “双一流”建设学科，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管

理科学与工程被评为Ａ＋。
经过４０年的建设发展，形成了为军队服务的

理工军管相结合的管理学科群。拥有系统工程与

管理系列课程、指挥信息系统系列课程两个国家

级教学团队，“系统工程教学与人才培养体系建设”

教学成果获国家教学成果奖二等奖，全国、国际

数学建模竞赛成绩一直名列全国和学校前茅，为

军内外培养了一大批科研和管理的领军和骨干人

才。建有Ｃ４ＩＳＲ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拥有教育部
“指挥控制组织设计与优化”科技创新团队，坚持

为军服务，围绕军队和国家的重大课题，开展团

队集智攻关，获得各类科研成果奖总数２６４项，其
中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１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９项、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１项、三等奖１项；军
队、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２８项、二等奖９０项。

这些成效的取得进一步证明了钱学森系统工

程创新教育思想的前瞻性和正确性，也证明了当

下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大数据时代钱学森系统工程创新教育思

想的启示和认识

大数据时代的系统工程与管理学科发展，钱

学森的 “理工管结合，注重基础，落实到工”的

系统工程教育思想不仅没有过时，而且更加重

要、更加具有指导意义。因为大数据来自于工程

实践、系统运行结果和互联网等。因此，需要更

加重视理论联系实际。近年来，教育部推出了

“新工科”计划，什么是新工科？教育部所讲的

新工科是在原来工科的基础上再加上新的对工科

的要求，理工结合，具有多学科交叉融合性，再

加上人文社科知识，形成满足社会发展新领域需

求的学科专业。面对新的形势，面对互联网、大

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

系统工程与管理学科建设与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和

挑战。

目前，在理学学科门类有系统科学一级学科，

在管理学学科门类有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

（含系统工程），在工学学科门类有控制科学与工

程一级学科 （含系统工程二级学科），把系统科学

和系统工程放在不同的学科门类，人为地分开来

建设，显然不符合钱学森的系统工程创新教育思

想，也不是钱学森要创建的系统工程新的办学模

式，更不是培养杰出人才的成功经验。按照钱学

森强调的理工管结合，注重基础，落实到工的办

学思想，和在国防科技大学创办系统工程的成功

经验，我们建议将现有的系统科学一级学科和系

统工程二级学科整合增列为系统科学与工程一级

学科，使系统科学与系统工程学科能够更好地

发展。

系统工程与管理科学不同于理科、工科、人

文社科等学科，新形势新环境下，系统工程与管

理科学也要与时俱进，要跟上 “新工科”“新农

科”“新医科”“新文科”建设发展的步伐，按照

钱学森的系统工程创新教育思想，按照 “理工管

结合＋人文社科知识，注重基础，落实到工”的
建设思路，建设好 “新管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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