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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人的发展经济学实践节点与术业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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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系统观测与量变层进”的前置性历史唯物主义专业启蒙，新型“人的发展经济学”、传统浪漫

主义职业节点工程和自然辩证法城镇化实践哲学的科学研究方法论复合视角，再藉由北斗地理信息系统及

相关应用信息技术交叉视域的第四届空间综合人文学与社会科学国际论坛中“民族性自主开发进程下信息

化管理竞合和区域特色人文协同发展”议题的反思，开元对接团队接力展开了空间地理信息应用价值的物

理性科学分析与人伦性逻辑论证回归；并具体探索了当今科学发展时代全球化社会综合管理“实干场序”

和民族性自主开发组织策略中，基于城镇化“专业与职业”公共建设系统“调适与对接”“场序”互动的、

人的浪漫主义传统哲学思维节点和新型发展经济学趋向，及其对接“接地”与过程“落地”的协同应用范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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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开元对接团队根据中国第四次人的发展经济学研讨会与会者的提议（2012 年团队以哲

学哲学其他学科思维科学类发展经济学视角下，个人职业发展实践环境中的角色更新与定位

研究“系统工程命题下实践哲学调适与对接的支点”为题，参与交流）：“人的发展经济学

研究应逐步转向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用已有的理论去指导解决现实中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不

相适应的问题，并在对实践问题的研究中检验人的发展经济学理论的科学性与可行性”；持

续以第五次会议中心论题“新型城镇化建设必须转向以人的发展为核心，以产业带动为主的

内生式的新型发展道路上来”为纲，展开论证。以期持续把握和引领“人本”的职业核心价

值与专业协同体系，在新型城镇化公共建设综合发展过程、企业或产业组织互动，以及民族

性地理信息系统自主开发与运作中的行为有序，促进自然辩证法现代实践哲学理论与浪漫主

义传统思维，在规则完善与公平博弈等细节层面的节点式动态稳步提升。进而结合当今信息

时代已经趋于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国际职业发展规范及其约束性影响”的浪漫主义传统对接

支点，团队得到了综合管理创新与职业发展实践中辩证统一的新一轮北斗应用系统科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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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本”哲学的对接性启示。 

一、研究背景 

2012 年 8 月 16 至 17 日，由中共中央编译局主办的“新马克思主义问题意识与马克思主

义的时代化”高峰论坛在京举行。围绕“深化研究要立足现实凸显“主见””议题，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教授吴晓明表示，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把握当今中国的“现实”是一件非常艰

难的事情，关键在于学者们要处理好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的关系，真正理解理论和现实的内

在关联。具体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面，就是在研究中将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和

其社会历史的发展结合起来，揭示其内在的关联。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段忠桥认为，理论研究

须关注重大现实问题，在对重大现实问题的分析中深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就在于我们应

立足具体问题，有自己的“主见”，从而才能与国外学者展开有尊严的对话。1

在尊崇导师团队自然辩证法认识论，持续秉承“思辨为启、伦理为界、社会为本、知识

为用”的系统专业化实践座右铭；凝练自身浪漫主义传统方法论，不断践行“地球、人类与

社会责任”的多维职业发展对接基础上，开元对接团队适时引用自然辩证法系统工程理念，

基于“术业有专攻”这一汉语语境下的古今中外实践哲学公理，在“系统观测与量变层进”

的前置性历史唯物主义现实节点工程推进、社会责任综合实践与自然科学确定性应用、个人

随机性浪漫主义现实角色中，努力探寻当今科学发展时代社会综合管理工程命题下，“专业

与职业”协同创新思维的组织单元和个人节点式“调适与对接”的可靠“接地”支点与过程

“落地”范式，对于把握“专业与职业”的“人本”实践哲学理论和系统科学思维的趋向、

模式与现状，保障“职业标准与自然辩证法思想道德底线的对接”、“专业发展与浪漫主义

传统思维上限的调适”等社会实践哲学视野的职业发展基本秩序与行为，以及便于系统明确

地探索思维科学类发展经济学视角下，个人在自然辩证法职业发展实践与浪漫主义传统环境

对接中的角色更新与定位；持续总结和归纳基于经济转型与管理创新过程化节点的，“人的

实践发展经济学”学科构建及其马克思与浪漫主义传统哲学使命的复位。 

二、基于“系统观测与量变层进”的自然辩证法“专业与职业”协同发展观 

（一）汉语言文化精确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思辨表达基础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建设面临全球化的新境遇。“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

来”不仅是教育战线的战略方针和发展方向，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的根本

视野，它又主要体现为面向世界的全球化视野。进入 21 世纪，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建

设日益承载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历史使命。2

对文、史、哲研究均较肤浅的团队成员暂且认为，源远流长的黄河文明与全球遍布的孔

子学院，也就应当是今天全球视野下中华文化溯源与发展的浪漫主义传统魅力之所在吧！五

                                                        
1社科网,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三十年“问题意识”为拓展与深化难点,资料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报》第 345

期.王海锋,李潇潇[EB/OL](2012-09-16). http://www.sinoss.net/2012/0916/42643.html.�
2胡长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历史使命[N].光明日报,2012-10-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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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黄河文明依然“一衣带水”、“河山带砺”地，在持续强劲着中华儿女的筋（民族精神

之传承）、骨（科学发展之道路）、皮（经济文化之和合）、魂（系统思维之发展）、魄（专

业与职业的对接）、胆（全球视野的引领）、识（协同创新之根本）；文化强国战略，更使

“大禹治水”、“河汾门下”、……持续在激励着海内外华人华侨；中原学者、长江学者等

“河汉江淮”、“砥柱中流”、……，以及全球化社会管理创新的自然辩证责任与担当，亦

必将与我们共同“交响”、“和弦”当代中国与世界文明之“脉、动”，与国际社会“和而

不同”地共应地球村“河清云庆”之约，来共享祖国与人类下一节“盛世开元”的华章。3

2012 年 6 月 1 日黄进兴研究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从人类学角度做了“对儒

教的反思”，今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将是跨学科的，哲学家、史学家，甚至是文学家应该相

互合作，把哲学的思想史与社会文化的思想史结合起来，使思想、观念及信仰，精英思想与

大众思想融为一体。在这里，哲学是灵魂，史学是根，两者有机结合，才能使中国思想史成

为一部客观反映中国先民理性精神的思想史。4

我们想要说的仅仅是：从直觉出发。这就意味着，文学需要抛弃“成见”、放弃“前见”，

从最为直接、原初的生活本身来看待世界。我们既不能固守所谓“理论先行”的荒谬观念，也

不能使得自己陷落于日常生活的碎片和深渊里。因为，前者将使我们的文学单调乏味、面目

可憎，而后者将会使其变得物欲横流、品质退化。所以，关键的问题并不是我们“能否”直觉，

而是“怎样”直觉。当我们真正清楚地“看（见）”我们的生活，明确地把握直觉的向度时，我

们的文学（或艺术）就会迎来一个崭新的未来。当年，先锋派作家孙甘露的小说《信使之函》，

曾经以其卓越的形式和语言创新引来读者一片惊呼，也使得批评家们集体失语。同样，诗人

阿波利奈尔对于诗歌形式的迷恋，诗人马拉美对于文学语言所实施的“不可能的可能性”，都

将文学直觉提升到了一个几乎难以企及的高度。也正是因为这样，柏格森认为“所有的艺术

都是一种直觉活动，即不可预测的形式创造”。而这种“不可预测性”，既是直觉的魅力所在，

也是文学未来所要面对的。5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郭玉华教授认为，一种独特的文明在实践中运作的机制与逻辑是什

么？这种文明又是如何演变的？…… 对社会转型的探索迫切需要一种“心智品质”即“社会

学的想象力”（米尔斯，1995），对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的研究尤其需要这种社会学的想象力。

通过实践建构理论的能力是民族志洞察力的核心体现。这种洞察力不仅仅是借鉴或验证既有

理论的能力，也不仅在于坚持认为其他社会文化中产生的理论不适用于中国而否证现有理论

的能力，还应该是创建新的理论解释的力量与雄心，尤其是在中国独特的社会文化与社会转

                                                        
3焦爱军.步入大河经济与数字文明新时代——基于黄河中下游沿岸地区主体功能量变与层进的协同创新视

阈:社科网[EB/OL].(2012-08-20).http://www.sinoss.net/show.php?contentid=42066.�
4转引自:社科网,哲学是魂� 史学是根——黄进兴的中国思想史研究,资料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报》第 339

期.汪学群[EB/OL](2012-08-07).http://www.sinoss.net/2012/0807/41934.html.�
5转引自:社科网,文学：从直觉出发,资料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报》第 341 期.张中

[EB/OL](2012-08-13).http://www.sinoss.net/2012/0813/4198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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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所提供的富饶理论土壤之中。6

金融危机将中国不经意推到国际舞台的中心地带，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机构与人士正

按“北京时间”对表，全神关注并努力适应中国这个重新步入国际舞台中央的大国，体味汉语

言的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奥秘，认知“中国道路”的奇异，把握“中国发展”的脉搏，希望

从他的举手投足中、音容笑貌间解读迥异于西方的复兴路径。中国早就站起来了，如今富起

来了，中国急需要“强起来”，说白了，就是“心里有了弦，手上有了钱，嘴上还要有话语权”。
7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价值取向，也是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和根

本目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在社会共同体的视阈中研究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的。8

美国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阿列克斯·英格尔斯（Alex Inkeles）关于人的现代化研究涉及

的是群体心理的历时态差异，即包括现代化在内的社会文化变迁会在怎样的程度上重塑生活

于其间的社会群体的精神世界。社会现代化是包括国民心理现代化或曰人的现代化在内的一

个全面发展过程。9“仁、义、礼、智、信”，从农业、手工业、工业，到当今信息化工业

经济时代，千百年来至今，始终引领并聚合着中华民族包容性主流的传统文化和网络直白可

透视时代最为核心的人本价值取向。汉语语境本身也在不断传载和体现着博大精粹的中国文

化哲学的渐进式系统融入、语言发展实践的层进（国民教育与政府管理导向下的统一语言规

范与实践），以及本民族历史观测与唯物观点等量变思维（基于以往历史、文化的实证与发

掘过程视阈）的变迁轨迹。作为当今时代汉语学界社会文化与实践哲学的实践和参与者，只

有回到汉语语境，才能真正看清快速信息通联和科学发展中的中国实践哲学取向；同时世界

五分之一的人口、语境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职业发展规范及其专业约束性影响”，也

使我们必须再度回归和尝试用汉语这一优秀民族文化哲学与表达最为精确的思维传承工具，

10沿着人本的自然辩证法国际化价值哲学与浪漫主义传统协同趋向，而重新进行思考。 

（二）当今全球化包容性协同视角下，较为适合的自然辩证法实践哲学逻辑架构与浪漫主义

传统接地的工程构建支点 

其实，康德的伟大在于在启蒙时代他已然深切地看到科学的理性绝不是生活的全部，也

难以涵盖现代生活。就生活世界而言，理性和科学效力的范围是有限的。当代世界的变化表

明，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如何面对现代性自身日益突出的挑战。从中华文明的思想资源中，我

们以什么来补救现代性的困境，乃至超越现代性。当年德国的知识分子曾纠缠于德国与世界

                                                        
6转引自:社科网,  郭于华：从社会学的想象力到民族志的洞察力,资料来源于《清华社会学评论（第五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06.[EB/OL](2012-07-24).http://www.sinoss.net/2012/0724/41711.html.�
7梁凯音.国际话语权：文化强国的必然要求[N].中国教育报,2011-12-06(11).�
8覃采萍.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渊源与现实途径[N].人民日报,2012-07-26(07).�
9转引自:社科网,周晓虹：国民性研究的当代趋势,资料来源于南京大学新闻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2 年 7

月 13 日[EB/OL](2012-07-25).http://www.sinoss.net/2012/0725/41775.html.�
10焦爱军,李林波,李明.系统工程命题下实践哲学调适与对接的支点[C]//.中国第四次人的发展经济学研讨会

论文——理论构建、实践构建与人的发展经济学大众化网络化.成都：西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

院、光明日报光明网、《改革与战略》杂志社,2012.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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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因为德国低于时代发展的水平，但很快德国哲学家就以人类代言人的面目出现了。

今天的中国也处于类似的境地，人类需要怎样重新理解我们的世界和生活，成为这个时代最

为重要的问题，世界隐隐地期待着中国人的解答。当代中国的哲学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视

界融合”，这是生活世界的交融所决定的。今天哲学的任务无疑是双重的，既要因应现代性

的当下挑战，又要有超越现代性的气度，开发出新的可能性。在这样的处境之下，哲学对于

我们提出的任务无疑是艰巨的，是前无古人的。当今中国哲学的双重视野和双重使命在本质

上决定了今天的中国哲学必定是一种“比较哲学”。这当然不是流俗意义上的“比较哲学”，那

种外在的、生硬的、机械的比较。当代中国的处境决定了任何一种真正的哲学研究都必然内

含着一种比较和对话的视域。11因此，开元对接团队才敢于不揣冒昧地以当前社会综合管理

创新中“自然辩证法实践哲学的使命”在“系统预测和量变层进”中的确定性工程目标作为

浪漫主义现实研究命题，应该可以暂不涉及中外传统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理性分析与多元意识

形态的归位，仅从汉语语境下实践哲学研究应用对象自身所承载的“专业”与“职业”的协

同与释义本身，去有针对性地探索我国实践哲学便于大众 “接受”的“关注支点”和系统

实践对接的“逻辑出口”。12

具体以令古今中外哲学家、普通民众都毫无疑问的，哲学和各专业系统科学在认识论与

方法论系统对接中的一个有规律的社会现象和意识行为：“术业有专攻”，人本的“术者有

其专、业者司其职”当之无愧地要“继而传承”，这一久经历史验证的实践哲学理念在组织

专业化过程控制和社会协同管理中，基于职业发展的浪漫主义传统教育引领作用，作为支点。

再从自然科学推进社会组织量变层进与前置性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研究方法论实践发展的截

面切入，运用较为精确的汉语学界哲学和分散型力学的杠杆原理，作为社会单元组织包容性

协同实践哲学的中心化逻辑架构（个人实践为什么需要组织文化哲学调适的问题）与合力应

力工程构建（组织文化哲学怎么与个人实践对接的问题）支点；由此切入，并借用面向组织

目标对象的现代社会现象学哲学研究观点（即微观、具体的前置性组织哲学历史唯物主义），

一则可使社会几乎普适的“职业发展教育与实践”观点，更易于组织协同实践哲学思维的普

世（宏观的职业精神、企业或组织精神与国家精神协同统一），二则可包容性促进组织内外

专业系统预测与辩证统一的社会实践秩序的科学发展。13

当今时代的科学发展观所蕴含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浪漫主义传统国家整体”是以马

克思主义现代生产力发展为基础，以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多重矛盾运动为基本构架，

包含多种社会因素的现实社会历史总体。14又因，信息时代的国际化实践哲学社会学视野的

协同发展环境本身，就要以浪漫主义传统的职业视角，去回归个人或组织本体在国内国际社

                                                        
11孙向晨.当代中国哲学的双重视野与双重使命[N].光明日报,2012-10-16(14).�
12席升阳.逻辑的力量[J]创新科技,2006,(09). 
13焦爱军.全球化职业发展趋向的系统专业化调适与对接:社科网论文在线综合研究应用社会学系统科学

[EB/OL].http://www.sinoss.net/show.php?contentid=31124,2011-03-03.�
14转引自:符原菁.科学发展观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的科学诠释[N].光明日报,2010-09-28(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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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展中的自然辩证法专业思想定位之本。由此，笔者认为“专业与职业”原本就是社会主

体文化哲学实践构架与个体（这个个体本身应包括社会单元组织和个人的浪漫主义传统）实

践哲学工程化（自然辩证法哲学目标明确的逻辑构架及其调适与对接）理念中，环境“载体”

（浪漫主义传统演化过程）与行动“规范”（自然辩证法哲学思想视角）的重要议题与思辨

之源。 

三、传统文化哲学与当今社会职业发展教育实践的系统专业化过程对接 

（一）职业发展视阈下，汉语学界“仁、义、礼、智、信”与自然辩证法“专业与职业”实

践的哲学反思 

2012 年 10 月 18 至 19 日，世界华人哲学家会议在京举行。该会议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百

年系庆系列活动之一，主题为“思想经典的现代诠释”和“世界语境与中国文明”。与会者表示，

当前中国哲学危机与机遇并存。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哲学系、东亚系教授沈清松表示，中国哲

学目前正处于全球化挑战与后现代反思的阶段。因此，研究者应紧扣生活世界，超越现代性

困境，将中国哲学放到世界脉络中发展，继承精华，与时俱进，走入世界哲学舞台。15传统

道家与西方哲学认识论之“术”，即专、专攻之术，人本之术实践于专业，此为“载”（浪

漫主义传统承载的当今社会共同发展趋向）、“范”（自然辩证法国际化视野的专业有序），

“因为自然辩证法的专注、被浪漫主义传统关注，所以达成现代化的专业”的现实哲学大致

出于此类“全球化视野论”；传统儒家与西方哲学方法论之“业”，即职、职之所在，信奉

之价值哲学，此为“体”（以浪漫主义传统协同职业发展目标的组织与个人）和“规”（自

然辩证法哲学国际化对接的组织规则），“思想有多远，就能走多远”的现代实践哲学使命

感，应起于这个“前瞻性历史唯物主义发展观”。 

然而，基于“专业与职业”的客观共存与系统研究，却至今未明确纳入中外实践哲学、

马克思主义与浪漫主义传统的视野与范畴。（事实上，托借于“形而上学”之惑和“主观能

动”之意，使我们自己很久以来一直不自觉地在忽略或回避对于自身作为一个客观个体的系

统研究，以及对包容和融入社会发展的浪漫主义传统环境、辩证的能力与历史唯物主义前瞻

性过程观测的自我剖析，即传统汉语哲学中对后来者及弟子的“义”。16马克思主义哲学并

不反对哲学的个性化，但反对离开哲学的真理性和科学性而只讲个性化，反对把自己完全变

为一种可以不问是非对错的“私人语言”。17对此，儒家、道家及诸子百家也曾各执其“特色”

浪漫主义传统）有如，当今社会文化与教育体系中，“相比于学校启蒙思想的学历教育，组

织中浪漫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思想的关系及其‘职业发展教育的协同与实践’受

                                                        
15转引自:社科网,立足世界语境� 创新中国哲学,资料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 年 10 月 22 日第 369

期.张春海[EB/OL](2012-10-23).http://www.sinoss.net/2012/1023/43183.html.�
16席升阳.批判与期盼:社会转型中的中国大学[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7,(05).�
17转引自:社科网,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哲学家的私语,资料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 年 8 月 17 日第

344 期.沈江平[EB/OL](2012-8-19).http://www.sinoss.net/2012/0819/420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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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关注一直不够”，等等。 

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辩证法蕴含着以下三项基本内容：一是“实践辩证法”（包含“劳动辩

证法”），主要探讨异化劳动及扬弃异化劳动的辩证过程；二是“人化自然辩证法”(dialectic of 

humanized nature)，主要探讨人的实践活动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辩证过程；三是“社会形态辩证

法”(dialectic of social formations)，主要探讨人类社会历史深化的辩证过程。18由此我们进一

步认识到：对于当今的科学发展时代，基于系统观测下的教育目标“智”的协同资本投入，

“为职而专”，是无数学子的初级刻苦行为与初级梦想；基于自然辩证法“量变层进”观点

的事业目标“信”和协同组织成长发展的“仁与义”，“因专晋职”，使无数职场精英奋力

终极打拼（浪漫主义传统思维与过程）；“循职再以专”，更是无数专家学者协同纵观发展，

“礼”的实践研究案例（马克思与浪漫主义传统观点与视阈）。“协同”二字，在信息时代

数字化“专业与职业”发展截面的组织与系统链接中浓聚了汉语实践哲学的千年精粹（基于

现代物理学高度聚合和环境超导工程概念的浪漫主义传统社会与自然辩证法组织文化发展

断面），必将在人本的哲学实践中爆发出和谐社会思想融合的化学合力，统领和实现社会核

心价值取向下的更为积极的专业、职业和有序。 

（二）职业发展教育视阈下，“专业与职业”的接力培养，践行了社会发展与主体实践哲学

文化的初级“系统预测”目标 

1.基于“专业与职业”认识论，系统预测与连通的教育工程实践目标 

    “学以致用、快速入职提升”是各级各类学历教育基于职业发展的实践和专业培养目标。

有如校企对接中，专业学校与组织接力实现对毕业生职业精神的“系统铸造”、共墒动态保

持毕业生专业素养与实践技能发展的“无缝对接”，使“专业与职业连通”作为全视野地持

续对接的职业发展基础教育模式，并担当了专业技术学习与职业技能培养上“面向学生实践

认知过程”的职业化、专业化和系统化引导。同时“专业与职业连通”也是与时俱进地适应

和服务于目标专业岗位的发展，在实践中不断诠释专业学历培训与行业生产力发展的有效衔

接；19是为毕业生浪漫主义职业精神与自然辩证法专业精神在社会实践岗位技术上的融合，

持续体现职业化发展视野、专业化实用功效和毕业生职业生涯价值的超越。20

2.组织文化的实践哲学认识论与过程软实力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曾经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

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

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

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9 页) 软实力的实现是指，

                                                        
18俞吾金.马克思对黑格尔方法论的改造及其启示[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1).�
19焦爱军.校企连通的职业发展让毕业生迅速提升[J]交通企业管理,2011,(03).�
20陈春花，杨忠，曹洲涛，等.组织行为学[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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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软实力的要素在一定时期内，被多少人获知、接受、并影响到他们的行为。21对于企业

或组织内部执行文化与实践哲学，既是基于团队的批评与继承，也是“专业与职业”科学的

管理与互动，是职业发展教育入职者基于个人事业生涯规划与专业化组织共同发展的职业化

过程理念；是学校、企业、组织、行业及其管理部门等学习型组织间，人力资源管理的系统

连通、专业化运作和全视野职业发展管理中，核心价值的对接机制；作为马克思与浪漫主义

传统的组织文化，还是组织成员多元思潮和社会变革背景下，保持最朴素、最真挚、最广泛

的管理互动和谐，催化个人“职业发展价值合力释放”的最佳源动力。22

3.基于“专业与职业”方法论，学校、企业、组织和社会的系统对接方式 

马克思主义哲学既包含了揭示社会发展本质及规律的科学内涵，又具有反映人民群众根

本利益、追求人类解放、建立美好社会、倡导人文关怀、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取向

或价值目标。马克思主义哲学适应了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要求，成为当今社会发展

基本理念的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发展正在由过去偏重科学认识转向科学

认识与价值认识的统一。23当前，大学生就业问题，是学校和企业、组织、社会着力解决的

重大民心工程。在“专业与职业连通”的职业发展教育与实践中，订单式培养的毕业生有效

聚合了浪漫主义传统组织文化、目标与过程的最佳源动力，由持续接力的学校培养、用人单

位的感恩支撑力所锻造的忠于专业发展目标的自然辩证法职业精神，作为教育和企业双赢的

竞争优势，势必将不断爆发出个人实践哲学认识论、马克思主义与浪漫主义传统社会实践哲

学核心价值体系在自然辩证法细节“专业与职业”量变层进上最大的“化学”合力。 

如，2010 年 12 月某大学与软件集团校企联合培养人才签约。作为该校多年实践中探索

出“定制培训”模式，为大学生成长与用人单位架起了一座“专业与职业”对接的桥梁，避免

了大学生“专业供给”与社会用人“职业需求”的分系统预测之间的误差。并着力从职业发展教

育实践哲学的专业化培养和过程控制理念出发，一是将定制培训对象从大四学生延展到大

二、大三学生；二是将定制培训内容从单一走向多样化，除了对企业目标岗位专业技能的培

养，还增加了对职业素养、沟通技巧、情商提升、职场礼仪等实践软技能的培训。 

放眼全球经济转型发展之“潮涌”，镜观炎黄二帝今依昔巍然在岸，人不能两次踏入同

一条河流，却已然迈步数字文明时代。 

因为目前我们的文化中确实需要更多的科学精神，而目前我们的科学中也确实需要更多

的人文精神。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注入”还是“融入”，都是极其必要重要的，又是

极其任重道远的。“将科学精神注入我们的文化”也有助于我们尽快实现社会大转型。1985

年，《中国科技报》办文化副刊时申明：“没有科学技术的发展，实在难有文化的进步。时

                                                        
21社科网,软实力实现规律初探：软实力与硬实力的关系,资料来源于人民网-光明网[EB/OL].(2012-10-18).�

http://www.sinoss.net/2012/1018/43136.html.�
22(美)劳伦斯S.克雷曼（LawrenceS.Kleiman）.人力资源管理：获取竞争优势的工具[M].原书第 4 版.(吴培

冠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4.�
23郝立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中国[N].光明日报,2010-10-16(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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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日，科学技术更已成为当代文化的脊梁。” “中国的科技工作者需要了解中国和世界文

化，关心文化的发展；中国一切文化工作者也需要了解科学，关心科学进步对文化发展的意

义，大家共同来创造体现科学精神的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钱学森先生当时对《中国科技

报》文化副刊的意见是：“要用科学的本来面貌来改造我们的文化，而不是把科学改造成你

们能接受的文化，然后压到《文化副刊》里。”“‘用科学来审视过去的文化，用科学来武装

现代的文化，用科学来探索未来的文化'这个提法我赞成。24把握现代哲学的逻辑转换，探索

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新形态；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一种文化自觉意义上的实践哲学，

这种哲学强调回归现实生活世界、关注人的生存境遇、彰显文化的价值和意义；进而，实现

学科之间的逻辑整合，构建哲学研究的新平台，在“微观”上不断探求深入。25因此，面向全

球一体化区域经济“系统发展过程”的“专业化调适与职业化对接”，信息时代的社会各级

组织单元与个人，都需要及时去培育、构建和定位各自“数字化构架”式中心化职业支点及

其联动的专业化实践哲学基础。 

四、当代自然辩证法与浪漫主义传统哲学“量变与层进”地过程实践与落地 

全球化职业发展教育与实践视阈下，有必要去探索系统启动哲学实践动力“量变与层进”

的自然辩证法现实基础、浪漫主义传统逻辑起点和前瞻性历史唯物主义节点工程应用范式，

以及系统科学具体思想的专业化“延展”与职业化“落地”。 

（一）组织管理哲学内部“职业的系统实践动力传递”启蒙、现实逻辑思辨与浪漫主义传统

建模 

目前作为系统专业化社会的各基础单元组织，基于学习型组织科学发展和员工、准员工

毕业生职业精神“双升”的浪漫主义传统过程与超越，使企业或组织社会化视野的职业发展

教育实践在对接中，由传统的忠义感恩文化所动态提升的组织公民意识，为企业精神与员工

职业发展，引入了一个“专业与职业连通”的自然辩证法实践哲学内在逻辑动力传递和系统

管理思想建模：个人职业需求的吸引力→专业意识的导向力→学习专业的源动力→“专业与

职业化”过程的控制力→浪漫主义传统细节的执业能力→公平博弈的企业竞争力→忠义感恩

的组织支撑力→更新的个人职业发展需求（自然辩证法量变层进的专业实践与职业提升）吸

引力。 

（二）系统专业化组织“专业与职业”发展过程节点及其“调适与对接”的“接地”支点 

基于前期“全球化职业发展趋向的系统专业化调适与对接”、“校企连通的职业发展教

育与实践”、“基于组织执行动能的培训与法治管理机制探析”等团队综合研究基础，面对

当今信息时代全球化开放式实践哲学环境，开元对接团队再次认识到：个人、组织浪漫主义

传统与前瞻性历史唯物主义环境的发展，不是单纯的专业或职业技术，应是基于国际化视野

的“专业与职业”系统实践哲学规范下常态职业发展的“系统预测与量变层进”。再度引用

                                                        
24岳庆平.“将科学精神注入我们的文化”任重道远[J]民主与科学,2012,(02).�
25仰海峰.在“微观”上求深入——《微观政治哲学研究丛书》简评[N].人民日报,2012-05-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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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皆知的物理学工程理念“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起地球”，全球化实践哲学的浪漫主

义传统职业发展方法论，也必须找到适合团队自身和置身于现实社会发展的自然辩证法哲学

实践调适与对接支点。 

1.常态职业发展“系统预测与量变层进”观点的自然辩证法实践哲学逻辑支点 

基于职业发展实践规律与专业化系统职业环境协同的主体，以共御危机与风险、走向平

稳有序的大同为目的，保障专业化应对的职业化集中反应、协调与链接，实现世界经济互联

下系统各层面的整体可持续递进。 

2.基于“国际职业发展规范及其专业约束性影响”的实践哲学过程节点式基本范式 

与全球系统专业化管理相对接的个人国际化职业资格与实践水平（实践哲学现实研究主

体与规律）→组织内部专业系统管理构架内的调适规则（基于组织文化认识论的实践哲学）

→组织间构架系统输出与链接的协调规则（基于系统预测的协同实践哲学方法论）→专业化

系统的协作规则（社会综合环境下实践哲学方法论的对接）→超越本组织与国界的系统职业

发展贡献与价值（组织和个人的浪漫主义传统实践价值与哲学向度观）→国际组织系统专业

化调适与对接的全球化职业发展趋向（系统科学的“专业与职业”实践哲学发展观）→国际

化“专业与职业”及马克思与浪漫主义传统视阈下整体社会关系的平稳、专业和有序（实践

哲学的全球化视野与职业化发展）。 

这同时也应是各类国际化创新型组织管理与团队必须遵循的竞技规则、全球化扁平式职

业发展管理（直达操作层面的标准化系统组织管理模式）与“世界专业化秩序调适与对接”、

马克思与浪漫主义传统的重要实践哲学参考范式。 

3.创新型组织管理“专业与职业”战略过程节点的工程化范式延展和落地式哲学应用 

3.1.协同、对接过程与前置性历史唯物主义启蒙的系统观测案例 

直击使命和目标的组织节点战略协同与对接，来自国际化职业发展规范下协同过程的系

统观测。 

不同的社会文化要素使实践哲学的调适具备差异性。26在竞争与全球化概念的国际专业

化组织战略管理中，拓展的自然辩证法实践哲学“系统观测”已经开始让我们关注职业领域

内东西方各个社会“实践哲学的使命”下不同的专业态度和职业发展价值取向，由此将使我

们目标明确的战略工程理念，在环境协同与对接下不断得到浪漫主义传统“超导式”合作共

赢效应。 

如，未来 10 年中国金融的战略核心意图是：在以逐步、有序的节奏参与金融全球化的

过程中，趋利避害，保护自己，发展自己，打好金融强国的基础，为中国金融进一步的全面

开放作好充分的准备，最后以金融强国的实力，去进一步影响、塑造有利于世界经济稳定发

展的金融环境。即，从国内角度看，通过金融改革，加快与实体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金融服

                                                        
26(美)迈克尔A.希特（Michael�A.Hitt）等著.战略管理：竞争与全球化（概念）[M].原书第 8 版.(吕巍等译).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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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业的发展，尽快纠正经济中的各种结构扭曲和微观治理机制的不合理，由此可进一步推动

金融业的对外开放。中国金融战略设计中的各项内容，要体现战略方向上的内在逻辑性、整

体性。中国金融战略的谋划，同时要着眼于维护经济全球化趋势和全球包容性增长的主题，

为与世界经济发展做出共赢、务实的选择。出于变革中各国间“博弈”的需要，在今后的 30

年特别是前 10 年中，中国在经济、金融发展战略上，必须要有新的思维、新的政策取向。

历史上不少国家，往往由于过度利用了人们的普遍信任，助长了其内在的扩张性和不稳定性，

最终酿成了危机。因此，对金融业的发展又需要有一定的约束与管理。27随着 2012 年 5 月

15 日、17 日，国家发改委相继发布的《关于组织实施 2012 年物联网技术研发及产业化专项

的通知》(发改办高技[2012]1203 号)和《关于组织实施 2012 年国家下一代互联网信息安全

专项产品测试工作的通知》(发改办高技[2012]1255 号) ，物联网时代的信息化社会管理创

新已经得到了关键性权威技术依托。28未来，相对独立的（指政府主导下“数字化”科学法

治手段或环境机制的电子程序化）系统-系统的“第三方”数字化区域经济转型与发展监管

法治体系平台，在财政管理学界、统计部门机构、计算机软件专业和掌控地方经济转型与发

展问题机理的管理人员的实践哲学协同与浪漫主义传统约束下，将使即时和阶段数据具体涉

及到每一个社会单元组织和从业者个人的可持续财政发展动态与金融管理量变层进，即监控

到可能具体的每一个人和人在“物联网”链接下的具体“数字化”社会经济变动与趋向。再

者，还可使学者教授的专业思想（关注期刊的“法经济学”内向型自然辩证法系统思维）和

政府决策（关注媒体的“经济法学”外向型浪漫主义传统评价思考）的职业行为，得以由“传

统被动地辩证式问题论坛”迈向“主动试验型有效论证与对接”，从而为社会转型与发展及

其经济法应用研究，提供自然辩证法实践哲学意义现代化的“现实模拟法庭”和“即时统计

分析”等开放式综合在线案例调查平台。由此可以拭目：信息时代，融合专业差异性、职业

互补性、数字匹配性的“中心化”职业发展管理联动工程对接理念与“数字化”浪漫主义传

统专业物联协同振兴体系，必将使跨区域产业集群协同创新与全球化人力资源开发，在“数

字化”在线统计监控科学发展思维和开放式国家主体功能建设与发展中，再现“动态”中华

经济文化的伟大复兴和社会综合“链接”管理的马克思与浪漫主义传统的创新致远。29

3.2.面向发展过程的“全球化职业发展实践的约束性影响”，系统专业化实践哲学范式协同

并促进专业组织内部的量变与层进 

思想史的研究，虽然能告诉我们古代思想形成和流传的知识背景与社会背景，但对于古

                                                        
27 社 科 网 , 未 来 10 年 中 国 金 融 改 革 与 发 展 战 略 , 资 料 来 源 于 改 革 内 参 · 高 层 报 告 . 夏 斌 � 陈 道 富

[EB/OL].(2012-09-28).�http://www.sinoss.net/2012/0928/42929.html.�
28焦爱军.低冗余在线协同流转与供应链安全风险预算:社科网论文在线综合研究管理工程

[EB/OL](2012-06-05).http://www.sinoss.net/show.php?contentid=40892.�
29焦爱军,白晓辉,杨智伟.地方债务风险的系统职业发展协同与对接——基于全视野职业发展环境的开元

MBA团队视域[C]//.第五届管理学在中国学术会议论文集——经济转型与管理创新.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安

泰经济与管理学院,2012.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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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各家各派思想本身内在的、被遮蔽的逻辑预设究竟为何及其是否成立，研究者们一般拒绝

越出文本、史料之外做抽象的演绎。30因此，鉴于自身学识所限，开元对接团队也仅仅限于

对当今“专业与职业”战略节点工程范式的初级延展。适应“专业与职业”协同发展的组织

文化与自然辩证法系统工程命题下，“上调专业上限、下接职业底线”等最为现实和可靠的

浪漫主义传统组织实践哲学支点下，量变的积累必然导致组织高度地节点式聚合与层进。 

3.2.1.把握浪漫主义组织哲学与个人自然辩证法实践哲学的内在逻辑联系 

开元对接团队在兼任河南省逻辑学会副会长和洛阳市哲学与企业文化研究会会长的席

升阳教授、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部首席经济事务专员赖尚龙博士等导师团的启发和指导

下，初步探析了典型的基本社会组织单元经济转型与管理创新发展中，现代组织实践哲学的

应用范式。认为：当前正在探索和推进的经济转型与管理创新发展中现代组织制度下，执行

动能释放管理构架所持续构建的传统忠义感恩文化及其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体实践哲学管理

单元的浪漫主义传统基本逻辑路线是：动能释放管理构架的持续更新→不断优化组织程序、

完善安全管理文件→动态合理配置资源、规范岗位作业标准→不断校正考核体系、公平改进

循环→充分激励回报、严格执行奖惩制度→执行动能（管理细节的执行质量和组织运作协调

速度）的实践哲学认同与浪漫主义传统哲学实践应用机制→感恩主题下持久地“组织公平博

弈和竞争力”。31强力与标准的机制下，每个组织与社会岗位管理环节也必然是强势和规范

的，每个社会价值贡献参与者的职业发展也是依法（具体执行和组织运作的技术与法律标准）

和强劲的。32

3.2.2.基于组织的系统专业化浪漫主义维度与个人职业化中国自然辩证法传统 

基于“管理情商”和“理性化学习”的过程化“知识实践与能动”，是国际化“人本”

组织“专业与职业”系统化实践哲学的使命与社会学视野的马克思与浪漫主义传统“落地”

和发展的制度基础。 

从马克思主义人的发展观点看，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社会全面发展，要求每一个人的自

由全面发展。“包容性发展”体现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民共建、全民共享的社会公正要求，

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促进“每个人的发展”诉求完全吻合。33对于国际化视野的组织，其职业发

展教育与实践目标，关键在于国家精神下对浪漫主义传统职业精神的把握，引领社会从业人

员不断改善和提高适应岗位工作新要求的知识、技能和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从而发挥出最大

的潜在动力提高个人和组织的业绩，推动组织和个人的不断进步，实现组织和个人的双重发

                                                        
30社科网,先秦思想经典经得起哲学解读吗？资料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 年 10 月 15 日第 366 期.

王新水[EB/OL](2012-10-16).http://www.sinoss.net/2012/1016/43092.html.�
31焦爱军,李林波,白晓辉,等.基于组织执行动能的培训与法治管理机制探析:社科网论文在线管理学企业管理

教育[EB/OL].http://www.sinoss.net/show.php?contentid=35839,2011-09-02.�
32周春生.企业风险与危机管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6.�
33社科网,以人的发展引领社会发展.资料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 年 7 月 18 日第 331 期.陈新夏

[EB/OL](2012-07-19).http://www.sinoss.net/2012/0719/4167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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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所以职业培训的真正目的是要让组织利润最大化，这个过程与机制所带来的实践能动与

价值增值，就是学习型组织和个人的共同预期的浪漫主义传统实践哲学目标与结果。具体调

研中，团队成员还共同感悟：在组织运作和转型发展过程，传统感恩文化与浪漫主义传统组

织精神引领下的现实实践哲学主题，不仅是一种教育培训的自然辩证法科学管理触发机制，

更多时候它首先体现的是一种“专业负责、认真落实和主动更新知识技能”的“组织执行动

能乘积”，是基于“管理情商”和“理性化学习”的自然辩证法“知识实践与能动”。那么，

作为学习型组织，发展和维护好“岗位成才、实现价值”的个体“自觉学习与技术能动”的

浪漫主义传统实践哲学评价与马克思主义价值释放平台，实现和推进好组织社会创新管理目

标“远、新、强、实”机制与工程的全面启动、创建、完善与优化，在思想、理念、管理和

流程上的基点就应该是：思想有多远，组织的发展就有多远；理念有多新，自主学习的动力

就有多新；管理有多强，能动执行的细节就有多强；管理构架的流程有多实，再造辉煌的基

础就有多实。 

相信随着当今时代马克思与浪漫主义传统下实践哲学的现实沟通与交流，社会管理与科

学发展视角的不断开阔，面向全球化个人职业发展和企业、组织运作过程的实践哲学与依法

管理角色，对于先进文化与职业发展的协同调适与对接，必将带来更新的机遇与突破。届时，

国际化“人本”发展的浪漫主义传统实践哲学，更为关注的将是自然辩证法系统化科学发展

的“专业与职业”纵深截面（这一实践哲学的应用或将成为社会综合管理的机制），而不是

某个单一的“主题”或个体的“价值”。 

3.2.3.范式的全球化实践与对接 

应是基于经济全球一体化“国际职业发展规范及其专业约束性影响”的，信息时代“专

业化组织运作调适与职业化实践价值对接”。 

与全球系统专业化管理和实践哲学发展相对接的个人国际化职业资格与实践水平（协同

创新的经济主体与全球化人力资源开发中总体的职业发展对接规律）→组织内部专业系统管

理构架内的调适规则（基于“数字化”中心联动的职业化均衡发展实践与国家主体功能具体

的发展目标和方向）→组织间构架系统输出与链接的协调规则（基于各产业集群的中心化协

同创新实践过程）→专业化系统的协作规则（国家社会综合管理创新环境下的各产业集群协

同创新与实践对接）→超越本组织、区域或国界的系统职业发展贡献与国家文明凝聚价值（专

业化组织运作调适与职业化实践价值的区域经济向度观）→国际化组织系统专业化调适与对

接的全球化职业发展趋向（系统科学的“专业与职业”对接下区域经济实践调适和发展观）

→国际化“专业与职业”对接下区域或组织整体经济与社会文明发展关系的平稳、专业和有

序（区域经济和国家产业集群协同创新的全球化视野与职业化发展）。 

即一个适合于国家经济崛起的“国际职业发展规范及其约束性影响”下各产业集群协同

创新的全球化人力资源开发工程理念，其目的在于促进动态博弈与细节层面“中心化”规则

的稳步提升，促进更为积极、平稳和有序的“专业化组织运作调适与职业化实践价值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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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数字文明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性和先进性。 

托马斯·库恩让我们看清了在自然科学研究的背后，始终存在着某种支配性的范式。科

学革命说到底就是范式的转变。而这些范式作为特定自然科学的基础，其最终的根据正是关

于实在的哲学原理。34这个由自然科学切入的实践哲学范式，应是现代工业化文明与实践哲

学文化“人本”产业体系的构建与运行范式，同时也应是包括开元对接团队自身可持续发展、

各类国际化创新型组织管理与团队必须遵循的竞技规则、全球化扁平式职业发展管理（直达

操作层面的标准化系统组织管理模式）与“各类专业化秩序调适与对接”的重要实践哲学（亦

或是由自然辩证法经验实证走向浪漫主义传统逻辑实证的职业发展学、演化经济学等新兴时

代交叉学科的学理式研究与应用实践？35）参考范式。36例如，对于组织团队，可以赋予“‘专

业与职业’地职业发展教育的协同与实践关注新内涵”这一职业发展视阈下，团队组织建设

和自我管理的可持续发展，以当代中国特色内涵式哲学与社会科学发展的发展经济学、演化

经济学或“职业发展学”（导师团队具体指导下，开元对接团队近年来持续创建和实践开发

中的新兴应用学科，并已在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哲学、民族学与文化学、教育学、体育

科学、管理学、历史学和国际问题等，计 10 个一级学科的数十项具体学科应用和综合实践

研究论文，及其多层、多个学术与实践平台的国际、国内交流中，相继进行了相关理论应用

与案例实践的成功对接）的可靠理论支点、关键逻辑出口和面向未来的科学拓展空间。 

五、内生式新型城镇化发展中北斗空间地理信息的应用开发价值与民族性自主对接 

2013 年 6 月 19 日，开元对接团队应邀参加了第四届空间综合人文学与社会科学国际论

坛”之“基于北斗地理信息系统及相关应用信息技术交叉视域”的“民族性自主开发进程下

信息化管理竞合和区域特色人文协同发展”议题，向与会的海内外华人学者阐述了团队基于

“开天地高精益度沟通之元、对北斗信息化管理应用之接”的空间综合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的

实践哲学反思（北斗卫星导航系统，BeiDou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缩写为BDS，中文音

译名BeiDou，以下简称“北斗”；团队对于当下交通物流工程“云计算”的理解是，经济

转型与创新驱动发展中，社会“开环”管理智能实现所急需的、各类信息系统构架间大量的

规则性“闭环”数据链接与网络化处理过程；团队基于物联网发展框架节点的工程应用观点：

伴随无线革命与管理创新，人本的物理性“开环”链接与物本的人伦性“闭环”感知，及其

民族性北斗地理信息系统统一实践规制下、系统专业化“创新驱动智能实现”中的协同发展）

、协同展开了相关空间地理信息应用价值的物理性科学分析与人伦性逻辑论证回归；初步探

索和研讨了当今科学发展时代全球化社会综合管理“实干”组织策略中，基于新型“专业与

职业”系统“调适与对接”互动“场序”的、人的浪漫主义传统哲学思维节点和新型发展经

                                                        
34社科网,现代自然科学发端于近代哲学.资料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报》第 306 期.钱捷

[EB/OL](2012-10-15).�http://www.sinoss.net/2012/1015/43078.html.�
35陈劲,王焕祥.演化经济学:由经验实证走向逻辑实证[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06-23（09）.�
36焦爱军,李林波,李明.系统工程命题下实践哲学调适与对接的支点:社科网论文在线哲学哲学其他学科

[EB/OL](2011-09-20).http://www.sinoss.net/show.php?contentid=36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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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学趋向；并同步、即时更新了团队基于内生式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北斗应用高精益度动力信

息应用对接“接地”与过程“落地”的协同应用范式。 

（一）物理性“接地”前提与人伦性价值“场序”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已经使世界过于纷繁复杂和眼花缭乱。学科与人们之间的距离，

恰恰是空间综合人文学与社会科学主题研讨的关键所在，我们共同期盼的“人的发展经济学”

沟通基点在于：内生式新型城镇化发展中，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当今社会，以全球性空

间地理信息和信息化管理技术应用为主导的综合交通与物流发展水平，已经成为国家自主拉

动经济和人民协同走进小康的重要标志之一。追求交通物流过程的有序，使我们在探知世界

中对物质、意识以及自身的“排序”中，借助这个民族自主的物理性“接地”前提，即时有

效地锚定了北斗空间综合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的人伦性价值“场序”、以及地理信息和系统科

学为基础的团队信息化管理应用对接范式。 

科学发展时代，当全球开讲的孔子学院等中华术业文明持续拓展传播与量变的过程累积

之后，逐渐聚合层进而成为国家魅力与“人伦”优势的现时结果之时，接下来必然要有的就

是，今天民族性北斗系统37在“物理”上，又一轮渐进地全球性空间信息协同控制技术与自

主创新对接实力的覆盖过程。 

关注我国首个北斗卫星导航地面增强网示范项目的“闭环”独立建成与民用“开环”试

运行。东方网 2013 年 3 月 22 日消息：中国首个北斗卫星导航地面增强网——北斗地基增强

系统湖北示范项目建成试运行，22 日在武汉通过验收。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总设计师孙

家栋院士带领的验收委员会认为项目总体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北斗开启了高精度应用

的新时代”，中国工程院院士、武汉大学教授刘经南介绍，北斗地基增强服务系统将大幅度

提高北斗终端的定位精度、灵敏度和定位速度等，可以提高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与GPS的竞争

能力。目前，GPS占据了全球 95%以上的导航定位服务，相关技术及产品价格一直被国外少

数厂商垄断。专家表示，随着中国自主研发、独立运行的北斗导航卫星系统开始覆盖亚太地

区，再加上北斗地基增强系统投入使用，将推动北斗导航系统的大众化应用。38由此，以“开

天地高精益度沟通之元，对北斗信息化管理应用之接”为宗旨的开元对接团队，已再获民族

性“物理”应用“闭环”框架下强大的现时“开环增益”对接助力（在这一时代发展环境框

架时间节点，已经再次即时验证了团队前瞻性跟随北斗民用“闭环”开放进程的“开环”技

术预见，2013 年 1 月，开元对接团队在科学学与科技管理自动化技术类《北斗应用与云计

算物联系统的过程化节点对接》中，已公开对外发表了“基于北斗应用的高精度信息化管理

                                                        
37转引自: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网站,北斗系统空间信号接口控制文件今日公布,资料来源于中国卫星导航系统

管理办公室新闻发布会[EB/OL].[2013-01-16].http://press-conference.beidou.gov.cn/news013.html.�

38转引自:东方网,黎昌政.中国”北斗”卫星导航开启高精度应用新时代,资料来源于:新华网,2013 年 3 月 22

日[EB/OL].[2013-03-22].http://news.eastday.com/c/20130322/u1a72762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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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架对接实践节点论证、并具体例举了团队的早期应用和开发过程”）。同样据此，当我们

在网络攻击的频频曝光中再次审视这个大河经济与数字文明对接新时代，今天民族性自主的

信息化管理创新驱动和数字化地理空间转型发展，也只有暂且搁置各自独立的地理信息发展

空间，在协同兼容和分类隔断地“共赢与互利”、“并行与控制”中，谨慎、因势地应用和

开启下一轮的综合交通智能优化与物流发展博弈（2013 年 5 月，开元对接团队继首届物流

工程国际会议“物流系统与管理开发”专题成功对接，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空间信号接口控制

文件-公开服务信号B1I(1.0 版)、推进物联网有序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发〔2013〕7 号”

等科技应用政策与规范发布之后，再度即时跟进并刷新了以“多维闭环在线协同流转”为目

标的，交通物流无线工程与物联网技术沟通框架下、内向安全精益运输生产与外向准时供应

链承运的信息化应用案例范式开发节点；在应邀赴贵阳参加第十五届中国科协年会综合交通

与物流发展分会场交流之后，团队持续在现代立体化智能交通“站场沟通与枢纽对接”开发、

设计和职业发展教育横向专业对接实践中，借助以数学波松分布为基础的运筹学排队理论，

及时探究和验证北斗应用BDS优先场序控制系统下，可持续面向动态市场“物联与联动”链

接需求的拓展性、具体载运信息挖掘与流程的可操作技术空间，公开对外发表了“承技术路

线框架之上、启实战案例开发之下”的空间信息对接技术应用案例研究论文《BDS优先的智

能交通场序控制博弈与开发》）。 

开元对接团队系统科学前瞻性专业范式思维，就是要透过以往经典与一般的“人伦和物

理”性复杂系统推进“过程与结果”的技术预见剖析、实证；去适时把握和准确定位仍居于

过程中的系统专业化对接、以及过程化节点的可靠锁定依据，使以“结果”为“目的”的各

个过程化发展“框架协议”与“进程认同”的“时间”与“空间”节点，总是能够主动适应、

主动服务于下一节城镇化与公共建设进程的系统协同和应用实践。39简而言之，就是要通过

民族性自主开发地理信息与空间对接技术的有效场序控制和运作，去安全共享、便捷实现人

伦的协同定性和物理的工程定量目标。 

同时，团队坚信：随着 BDS 地面增强系统与应用对接进程的高精益度协同发展，未来

基于民族性自主信息化管理战略系统平台的“人伦”破解工具型“可调度”高精益度对接，

已经为时不远。也或将再度适时通过相关北斗应用进程和河南省铁道学会等部门指导下其他

相关具体案例的推进，更为坚实地拓展成为开元对接团队自主知识产权的信息化管理工程

“六度”对接与开发；2013 年 4 月 25 日，团队前期科学学与科技管理系统科学类论文成果

《团队创新语境下的版权实践对接与竞争力提升》，入选并获得了国家版权局的表彰。 

（二）可达性“落地”研究范围的科学选取 

                                                        
39焦爱军,张丰周,焦爱平.北斗应用与云计算物联系统的过程化节点对接:社科网论文在线综合研究科学学与

科技管理自动化技术、计算技术

[EB/OL].[2013-01-21].http://www.sinoss.net/show.php?contentid=44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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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北斗地理信息系统应用过程的落地，对于与会国外相关华人学者结合具体远程诊疗

监控追踪患者行踪案例中，由空间单元的可变性、小数问题和不规则多边形空间的界定等衍

生的“可达性”研究范围与精度“困惑”，团队代表现场以“用规则的微单元节点来分解不

规则‘聚合’多边形构架的地理信息空间“场序”可调度系统方法”，回应了“每个单元节

点（或称此案例中所监控的患者）的是与非、对与错的概率都是 100%”的复杂巨系统“必

达性”科学选取“落地”方案和“微观深入”型应用研究范畴。 

（三）基于人的发展经济学的北斗地理信息系统应用价值逻辑与科学性 

基于人的发展经济学的北斗地理信息系统其应用价值，首先是基于“物理的”应用逻辑

与研究范畴，以及如何更简单地使用地理信息系统，科学链接并服务于信息时代的社会综合

管理信息系统。 

社会综合管理中地理信息认知（应用思维逻辑与网络对接）→管理创新的改进（转型、

控制与优化）→以北斗地理信息为基础的网络空间数据挖掘→更为安全、精准的交通物流与

便利生活。 

（四）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场序”协同实践对接范式 

面向地理信息系统定量工程应用型人文社会服务与应用价值的定性分析，是探索北斗高

精益度对接应用的关键所在。而这里所有“实干”型理论研究的先行假设条件，也实际上都

可以简化为民族性自主管理信息与博弈开发中，完全对称信息条件下的协同性范式实践与场

序调度。 

“物-流”赋予地理信息系统实际的社会应用价值，它的物理性表象为生产力发展中对

于电场、磁场自然辩证地过程管理和场序控制。而其“流”的过程，恰恰是区域地理信息系

统的“人伦性调度职能和管理智能”。 

基于北斗应用的地理信息系统→物流时空（RFID 射频识别技术为基础的信息化管理链

接与智能交通采样选取节点）→排序（“穿越”远程时空的社会管理资源的整合和物联网信

息化“场序”管理）→EPHT（基于现代公共健康跟踪工具和个人识别信息的环境公共卫生

跟踪系统）等基于互联网的应用（北斗应用进程下“可调度”地理信息系统覆盖与对接实力

的拓展）→北斗时空的人伦与物理传播和沟通（基于全球化广域合作与共赢的）→人或物之

间系统工程的距离缩减（基于国家网络信息安全和北斗场序优先度的人文与科学的对接深

度、宽度、进度和高精益度） 

六、自然辩证法管理创新与浪漫主义职业发展中的新一轮过程节点式系统科学与“人本”实

践哲学的对接性启示 

2012 年 9 月 26 日上午，中央外宣办举行背景吹风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五编研部

主任孙业礼等应邀介绍“中国道路：近十年来理论与实践的新进展”课题研究成果有关情况，

并回答记者提问。在回答记者关于科学发展观对中国道路发展的贡献时，孙业礼指出：第一，

它提出坚持以人为本，解决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人和物的关系；第二，科学发展观提出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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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解决现代化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第三，科学发展观提出建设生态

文明，解决了现代化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第四，科学发展观提出推动建设和谐世界，解

决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第五，科学发展观强调发展方式，解决增长与发展的关系；……。40

这个中国道路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的解读，主要指的也是自然辩证法管理创新实

践与浪漫主义传统职业发展实践过程中人的问题。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我们还需

要坚定地持守我们自身的文化话语，积极主动地展开与其他文明和文化系统的对话交流，在

学习中充实自己，在对话中充分表达自己、丰富自己，而不能迷失于现代世界的众声喧哗之

中，更不能满足于仅仅做西方现代性话语的聆听者和追随者。这是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

化自强的基本要求。41

针对目前已经趋于全球一体化的“国际职业发展规范及其约束性影响”，开元对接团队

秉承“思辨为启、伦理为界、社会为本、知识为用”的动态职业发展教育管理创新理念，通

过目前典型的系统专业化组织经济模式下，经济转型与管理创新制度节点与具体企业、组织

等社会组织单元和个人，在经济发展中的系统管理理论与实践哲学对接案例的深入研究，在

基于“地球、人类与社会责任”“专业与职业”的共议与共鸣、深度唤起团队文化自觉与团

队发展环境对接的基础上，相继得到了以下企业、组织或其他各类社会综合管理创新单元及

其员工职业发展实践的新一轮国际化马克思与浪漫主义传统“人本”启示：一是，对于企业、

组织等社会组织单元，要明晰组织文化哲学的最终执行效力，绝不不仅仅是一套对工作人员

有约束力的表面规则，更应是负责、认真和主动地及时把握国际化系统专业发展趋势和职业

化规则的进度与水平，科学的、基于长期与个人共同发展目标和全球化利益相结合的浪漫主

义传统动态职业发展规则，进而成为系统把握组织自身发展趋势的自然辩证法基础导向和有

力实践工具。二是，对于政府、行业主管部门，必须不断通过对全球化各专业化经济与技术

组织协同管理的规则调适，以及国际组织与系统行业基于职业发展规则体系的逐级完备，实

现国内与各国政治经济管理公共规则的对接与嵌套，才能真正实现国际化职业发展环境与影

响下、自然辩证与前瞻性历史唯物主义节点工程预见下，普适的市场化经济技术协作，达到

合理使用全球化资源、平稳运行中发展模式转换，等高效的民族性北斗应用实践哲学与动态

战略调整目标。 

今天的结语 

当今时代，开放式信息与思维的科学发展，在不断赋予“国际职业发展规范及其约束性

影响”下的马克思与浪漫主义传统，以更新的现实哲学规律与内涵。“专业与职业”的自然

辩证法社会实践哲学“系统观测与量变层进”工程命题下，更需要浪漫主义传统下，国家精

                                                        
40社科网,中央文献研究室介绍近十年理论与实践新进展.资料来源于人民网－人民日报.杜榕,江琳

[EB/OL](2012-09-28).http://www.sinoss.net/2012/0928/42928.html.�
41社科网,用中国学术话语体系诠释中国现代性.资料来源于中国思想论坛.万俊人[EB/OL](2012-09-26).�

http://www.sinoss.net/2012/0926/4289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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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组织精神与国际化“人本”职业精神的携领与促进，以规范性法治机制的建立与民族性

北斗地理信息系统自主“场序”开发价值的完善，来体现国家精神下职业化运作的常态社会

发展规则、优秀组织精神下专业化有序竞争与创新型思维方式，与全球化经济发展环境的融

入与协同。从而，平稳地保障组织和个人同步发展的有序增长大势与公平博弈基础。这应当

是我们今天研究“‘系统科学对接’、‘人的实践发展经济学’等学科构建、马克思与浪漫

主义传统等自然辩证法实践哲学使命”的使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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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ystematic observation and quantitative change layer into" QianZhiXing professional 

enlightenmen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new "development economics", the traditional engineering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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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BBS "nationality autonomous development process under the concurrence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characteristic humanities" issues of reflection, 

kaiyuan docking relay team opened space application value of the physical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cience analysis and the ethics logical argumentation regression;and explored the modern scientific 

development of global social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work," and nationality autonomous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strategy, based on the urbanization "professional and vocational" public 

construction system ", "interactive" adjustment and docking ", the romantic tradition of philosophy 

thinking node and the new tendency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and its docking process "ground" and 

"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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