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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应洛 　 管理科学与工程专家 。 １９３０
年 ５ 月 ２１ 日出生 ，安徽省泾县人 。 １９５２ 年毕
业于西安交通大学 ，１９５５ 年哈尔滨工业大学研
究生毕业 。 西安交通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
长期从事管理科学与工程的研究和教育工作 ，
致力于以系统工程为基础的管理创新研究 ，是
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创建人之一 。力求
将工程与管理紧密结合 ，运用系统工程理论和
方法进行工程论证 、发展规划 、战略决策等方面
的研究 ，先后主持参加了“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
战略规划” 、“２０００ 年中国” 、“三峡工程综合经
济论证” 、“全国教育规划模型”等十余项国家重
大项目的研究 。 近年来提出企业柔性战略理念
和实现战略一体化管理方法体系 。 研究“精简 、
灵捷 、柔性”生产系统的科学管理和“灵捷网络
化制造模式” ，并积极推广应用 。致力于我国管
理工程 、系统工程和工业工程学科的发展与融
会贯通 。获国家 、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９ 项 。 出
版专著 ２２ 部 ，发表论文 ３００ 余篇 。 ２００３ 年当
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

我 １９３０年 ５ 月生于安徽省芜湖市 。 卢沟
桥事变一声炮响 ，打破了我童年平安宁静的生
活 ，随家辗转迁往重庆 。 小学期间是在日本侵
略军狂轰滥炸的战争环境中度过的 ，住家被炸
平了烧成灰烬 ，在上学的途中曾爬过横尸 、血流
的街道 ，使我幼小的心灵经受了血与火的锤炼 ，

自幼培育了憎恨日帝侵略者 、热爱祖国 、发奋学
习 、振兴中华的志向 。

抗日战争胜利后 ，举家迁往上海 ，对于得来
不易的和平环境 ，我立志勤奋学习 ，向往科学救
国 。 高中三年 ，培育了良好的文化素养 ，奠定了
扎实的数理基础 ，但是 ，也形成了一种两耳不闻
窗外事 ，一心只读数理化的不问政治的倾向 。

１９４９年 ５ 月上海解放 ，解放大军的炮声和
上海人民的鞭炮声 ，终于把我震醒 ，从而转变了
我的人生轨迹 。 当年我同时考取了交通大学和
圣约翰大学 ，革命的潮流使我选择了民主堡
垒 ——— 交通大学工业管理工程系 。 １９５２ 年由
于院系调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 。
大学期间 ，经历了一系列政治运动 ，在党 、团组
织的教育 、带动下 ，作为一个青年学生经受了历
次政治运动的锻炼和考验 ，在交通大学这个革
命熔炉的锤炼下 ，我背叛了资产阶级的家庭 ，与
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情调决裂 ，先后参
加了共青团和中国共产党 ，成为一名无产阶级
的革命战士 。 １９５２ 年我国开始第一个五年计
划 ，吹响了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号角 ，我和广
大青年同学坚决响应党的号召 ，奔赴祖国建设
的第一线 。

当年 １１ 月 ，我接受祖国的派遣 ，前往祖国
北疆城市哈尔滨 ，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向苏联专
家学习 。 三年中经受了艰苦生活的磨炼 ，快速
学习俄语 ，努力掌握苏联先进的管理科学知识 ，
这是我一生中在学习上得益最大的时期 ，为今
后的教育生涯和科研事业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
１９５５ 年 ，顺利完成了研究生学业 ，成为新中国
第一个在苏联专家指导下 ，通过毕业论文答辩
的企业组织与计划专业的研究生 。

毕业后返回交通大学 ，从事管理工程教育
事业 ，１９５８ 年再次响应祖国的召唤 ，义无反顾
地全家随校迁往西北 ，在西安交通大学任教 。
４７ 年来 ，随着西安交通大学的发展壮大 ，在西
北这片沃土上 ，我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 ，克服重
重困难 ，呕心沥血 ，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管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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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专门人才 。 他们活跃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
战线上 ，有的担任了省级领导干部或教育战线
有学术专长的校长 、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 ，英
才辈出 ，桃李满天下 。

多年来 ，一贯重视科研工作 ，认为一个优秀
的教师只有通过承担国家重大科研任务 ，才能
为国民经济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 同时 ，我身
体力行 ，一贯努力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和认识
问题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从而能够充实和丰
富教学内容 ，提高教育质量 ，不断提高学术水
平 ，成为学风严谨的学科带头人 。

我的工作风格具有开拓精神和创新精神 ，
１９８２年开始在西安交大先后创建了管理工程
系和管理学院 ，冲破国内某些人对管理学科发
展的偏见和阻挠 ，建成中国第一流的管理学院 ，
并担任院长 。 在担任教育部管理工程类教学指
导委员会主任期间 ，团结和组织管理学界 ，积极
推动中国管理工程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率先建
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设立管理工程学科博士

点 、管理工程学科评审组 ，工商管理硕士
（MBA）专业学位和管理工程博士后流动站 。
１９８４ — １９８８ 年任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 、校学术
委员会副主任 ，主管学校科研工作 。 １９８４ 年被
评为中国第一位管理工程博士生导师 ，其后又
受聘为管理工程第一个博士后流动站负责人 ，
开创了我国管理工程学科博士生教育和博士后

等高层次管理工程人才培养的新局面 。 同时 ，
重视学科建设 ，努力把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
建设成为我国第一个管理工程重点学科 。

８０ 年代以来 ，我率先在我国推动系统工程
在社会 、经济系统的研究和应用 。 受国家科委
和教育部的委托 ，主持制订系统工程科学发展
规划 ，主持十余项重大科研项目 ，取得了一批开
创性科研成果 。 并积极推动科学管理理论和方
法的推广应用 ，为地方经济的发展作出重要
贡献 。

此外还长期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管理工

程学科评审组 １ ～ ４ 届召集人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管理科学学科评议组 ２ ～ ４ 、６ ～ ８ 届委
员 、组长 ，国家教委管理工程类教学指导委员会
１ ～ ４ 届主任委员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第 ２ ～ ４
届副理事长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最近两届常务
理事兼工业工程分会主任委员 ，国际自动控制
联合会（IFAC）系统工程委员会委员 ，国际工业
工程学会常务理事 ，国际性期刊 Computer and
Industr ial Engineer ing 的编委 。 枟管理工程学
报枠 ，枟工业工程枠 ，枟管理学报枠等期刊编委会主
任委员 。 为我国管理学科的蓬勃发展和管理教
育事业的兴旺发达作出重要贡献 。

在我国首次构造了管理科学学科体系框架

作为管理工程 、系统工程和工业工程的学
科带头人 ，４０余年来为学科的发展作出了大量
系统的 、开创性的工作 ，论证了学科体系框架 、
学科发展态势 、优先研究领域 。 该成果已用于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九五”规划及管理科学重点
项目的遴选 。 枟管理科学学科发展战略枠一书已
出版 ，并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

在国内率先开展战略管理的理论研究和应

用推广 。 １９８０ 年参加了国务院技术经济中心
组织的山西省能源重化工基地发展战略研究工

作 ，首次提出了我国发展战略研究的理论框架 ，
建立了模型体系 。 在国内率先运用系统工程的
理论和方法进行发展战略的研究 ，此项目受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山西省的重视 ，在实际
战略规划中得到应用 。 第一次提出了“和谐理
论” ，建立了系统状态的和谐性诊断模型 、系统
演变过程中的优化模型等 ，对系统的特性 、机理
进行了全新的探讨 ，并应用于区域 、企业发展战
略的实际研究 。 曾先后参加了陕西省和西安 、
渭南 、汉中等市以及一批企业的发展战略研究 ，
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并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
等奖 。 在此基础上 ，又开展了战略研究方法论
和战略决策行为学的研究 ，曾参与国务院发展
研究中心组织的“２０００ 年的中国”和“中国地区
协调发展战略与政策综合研究” ，“中心”特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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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此两项研究中的重要贡献给予嘉奖 。承担
了“城区供配电设计管理系统及决策支持系
统” 、“智能决策支持系统及信息处理”和“陕西
省科技 、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智能决策支持系
统”的研究 。曾获省 、部级科技进步奖一 、二 、三
等奖 。 在国内率先开展企业柔性战略的研究 ，
这是跨世纪战略管理研究与实践的前沿 。强调
战略的博弈性和应变机制而不是计划性 ；企业
不仅要适应环境变化 ，而是强调要利用变化 、制
造变化来提高竞争力 、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通过
战略设计 ，获取更多的行动机会而不仅考虑战
略规划的实现指标 ；创新是灵魂 ，既强调企业家
创新 ，又强调健全企业技术创新体系 ；注重企业
的战略转换 ，并努力使企业在动态的不确定环
境下 ，保持自身行动的灵活性和有效性 。 这些
与国际先进成果保持同步 。

在国内最早应用系统工程方法对长江三峡

工程进行综合经济论证等方面的研究

１９８２ 年开始受国家科委 、水利部 、能源部
的委托 ，作为专家组成员 ，承担三峡工程综合经
济评价及决策支持系统的研究 ，形成了大型工
程决策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体系 。 有关成果在
国家科委组织的长江三峡工程综合经济论证中

得到实际应用 。 曾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
等奖 。

在我国率先提出了生产率工程的理论体

系 ，在国内率先提出应用系统工程理论和方法
研究和提高工业生产率的手段和方法 ，奠定了
生产率工程的理论基础 ，在一些工业企业的应
用中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曾获陕
西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 提出系统的“核”与“核
度”的理论 。 通过参数核度进一步刻画了系统
“核” ，弄清了核度及网络顶点数固定条件下系
统网络可能具有最优先的网络结构及相应的构

造方法 ，研究在核度意义下的优化理论 ，为复杂
系统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它可用于可靠
通讯网络的优化设计 、信息交流网络系统以及

人际交流网络等领域 ，特别是在人工神经网络
的应用研究方面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 。

在我国率先开展非线性经济学研究 。 ８０
年代以来 ，开展了非线性经济学方面的多项研
究 ，把负幂数模型 、细胞自动机模型与布朗运
动 、重整化群方法等非线性工具引入经济学研
究中 ，在我国的收入分配 、人口配置等方面得出
了一系列比较切合实际的结果 ，受到国内外学
术界的重视 。

在我国率先开展先进制造

模式及其管理的研究

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九五”重大项目
“先进制造技术的若干基础研究” 、国家科委“九
五”攻关项目“先进制造技术发展战略的研究” ，
深入研究了先进制造模式的内涵 、特征及其演
变机理 ；指出先进制造模式的基本特征是快速
响应市场需求和制造资源快速有效集成 ；首次
对国际上最具代表性的 ６３ 种先进制造模式进
行了系统 、科学的分析 、比较和分类研究 。

在充分研究国外先进制造模式的基础上 ，
先后与一批企业 、研究所合作 ，结合我国制造业
现状和国情提出了“精简 、灵捷 、柔性生产系统”
的科学管理 ，研究了聚合制造 、灵捷网络化制
造 、生态制造和合作制造等几种新型制造模式 。
对先进制造模式中的科学管理进行了深入系统

的研究 ，如虚拟企业的组织管理 、知识供应链及
知识管理 、战略联盟环境下的业务流程改造等 。

此外 ，我们课题组还对全国企业实施先进
制造技术和先进制造模式进行了大量调查研

究 ，对几个典型案例进行了实证研究 ，如 ：广东
机械研究所的跨国战略联盟 ，实施 ２４ 小时连续
不间断研究开发 ；深圳生产力促进中心的模具
制造战略联盟等 。 这些为我国企业推行先进制
造模式积累了经验 ，树立了信心 。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３年参加编写并出版专著 ：枟灵
捷网络化制造模式与管理机制枠 、枟灵捷虚拟企
业的科学管理枠 。 该重大课题已通过鉴定 ，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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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评价为“总体成果具有国际水平 ，部分成果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

对“８６３”高技术产业化过程和机制进行了
系统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 。 通过大量案例的
研究 ，对“８６３”高技术产业化过程中的产权关
系 、利益机制 、知识产权保护和早期吸收产业界
参与等提出了对策和建议 ，经国家科委在许多
重大决策和实际工作中采用 ，取得了实效 。 并
获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 对我国高技术发展战略
的调整和完善 ，特别对高技术产业化的发展起
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

在我国管理工程 、系统工程和工业工
程教育方面做了开创性的工作

将系统工程理论与方法融会贯通到管理工

程 、工业工程等领域 ，形成了我国独具特色的系
统管理学派 。 在国内 ，最早提出从有工程实践
经验的人员中培养高级管理人才 ，培养了一批
双学位的高级管理工程人才 。 首批试点培养了
一批工商管理硕士 ，并率先建议国务院学位委
员会设立工商管理硕士学位（MBA） 。 是我国
第一位管理工程学科的博士生导师和博士后流

动站导师 ，已培养博士 ５０ 余名 、博士后 ９ 名以
及一批硕士 ，其中有的已获“中国优秀青年科学
家”称号 ，多人被评为教授和博导并成为年轻的
学术带头人 ，有些则成为优秀企业家 。 教育成
就有口皆碑 。 ８０年代后期 ，又首先在国内倡导
工业工程的研究与应用 ，开创了我国工业工程
教育体系 ，为我国该学科的发展作出卓越的贡
献 。 还广泛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和国际合作办
学 ，主持中国加拿大管理教育校际合作计划 ，长

达十年之久 ，并举办中加联合培养博士生中心 ，
先后为全国培养博士生近百名 。

在国内第一个应用系统工程方法开展教育

系统工程研究 。 １９８２ 年 ，受国家教委委托研究
教育规划模型 ，在国内首先应用定性与定量相
结合的方法建立了教育规划模型 ，曾获国家教
委科技进步二等奖 ，编制了全国和省（区）级应
用软件 ，并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枟２０００
年的教育枠提供了定量分析 ，成果被国家教委采
纳 。 １９８４ 年 ，国务院组织制订全国人才规划 ，
我接受委托提出了人才规划的系统分析方法 ，
被国家采纳并受命协助组织全国八十多个部委

研究制订了全国人才规划 。
由于长期专注于学科建设 ，２００１ 年西安交

大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再次被评为国家重点学

科 ，２００２ 年教育部主持的全国一级学科评估中
排名第一 ，近年来社会上的学科排名也均名列
前茅 。

结 　 束 　 语

在五十年的奋斗生涯中 ，我深刻体会到科
学管理乃治国之道 。我始终坚持和追求四个方
面的结合 ，即 ：世界先进的科学管理理论 、方法
与我国国情的结合 ；科学管理与工程实践的结
合 ；系统工程与管理工程 、工业工程的结合 ；管
理创新应用研究与高层次 、实用型管理人才培
养的结合 。

今后我将继续致力于我国工程管理学科的

建设与人才培养和以系统工程为基础的工程管

理创新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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