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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交通运输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大系统，是交通运输专业学习和研究的对象。
“交通运输系统分析”讲述对其进行分析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是交通运输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
　　该课程上承宏观思想，下触微观方法，站在中观层面上，以系统思想和现代系统分析技术认识、
分解、分析和描述交通运输体系，综合处理交通运输问题，着重培养学生了解和掌握交通运输系统分
析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专业创新思维，使学生基本具备以系统思想和系统分析方法处理交通运输
问题的能力，是交通运输知识体系中。
统领性课程。
　　本教材面向网络与成人教育用书，针对教学对象（主要为交通运输领域从业人员）的特点，充分
考虑了学生对专业领域知识和技能有一定程度的实践认识，从而注意了与工作要求相结合的应用性知
识的传授。
全书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以学生为中心，重构了课程知识体系，设计了下图所示的课程内容知
识模块顺序及对应的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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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系统总论　　第一节　系统的定义与属性　　一、系统思想的产生与演进　　系统思想
是在人类社会和经济长期的发展演进中逐渐形成的，是系统工程最基本和核心的概念。
系统的概念来源于古代人类社会的实践经验，正如恩格斯所说，“人们远在知道什么　　是辩证法以
前，就已经辩证地思考了”，人类在知道系统思想、系统工程之前，就已经开始采用辩证的系统思维
方式了。
　　1．古代朴素的系统观　　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古代劳动人民逐渐形成了把事物诸因素联系起
来作为一个整体或系统来进行分析和综合的思想。
随着系统思想的产生，逐渐形成了系统概念和处理问题的系统方法。
　　古代中国和古希腊唯物主义思想家都从承认统一的物质本原出发，把自然界当作～个统一体。
古希腊辩证法奠基人之一的赫拉克利特(约公元前460～前370年)，在《论自然界》一书中说过：“世
界是包括一切的整体。
”据记载，另一位古希腊唯物主义者德谟克利特(约公元前540—前480年)有一本没有留传下来的著作
，名字就叫《宇宙大系统》。
据推测，这可能是最早使用“系统”一词的西方哲学著作。
　　中国古代思想家的系统思想表现在治学和社会实践的许多方面。
如《孙子兵法》、《黄帝　内经》、《易经》等许多古籍，都有不少应用系统思想观察和认识事物以
及解决实际问题的生　动事例；又如，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通过天象观测掌握天体运行和季节变化的规
律，编制出历　法和二十四节气，以指导农事活动。
　　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哲学思想虽说强调对自然界总体性、统一性的认识，却缺乏对这一总体各个细
节的认识能力，因而对整体性和统一性的认识也是不完全的。
对自然界统一以及各个细节的认识，是近代自然科学的任务。
　　2．近代机械的系统观　　15世纪下半叶，近代科学开始兴起，力学、天文学、物理、化学、生物
学等学科逐渐从混为一体的哲学中分离出来，获得日益迅速的发展。
近代自然科学发展了研究自然界的独特的分析方法，包括实验、解剖和观察，把自然界的细节从总的
自然联系中抽出来，分f-JN类　　地加以研究。
将这种考察自然界的方法移植到哲学中，就成为形而上学的思维。
形而上学的出现是有历史根据的，是时代的需要，因为在深入、细致地考察事物方面，它比古代哲学
是一个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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