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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中国运筹学、系统工程和系统科学的

开山之人，中关村诗社的创建人之一，又是一位德高望重、极具人文

情怀的长辈、同事、朋友。他就是许国志。 4月 20日，适逢许国志

院士诞辰 100周年，来自国内外系统工程领域的专家、许先生的亲朋

好友及社会各界人士齐聚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共同缅

怀这位高山仰止的老人。 

“顶天立地”的学科创始人 

   时间回到 1919 年 4 月，一个婴儿诞生在扬州一个富庶的盐商家

庭。谁能想到，眼前这位哇哇啼哭的孩子，日后竟开创了中国两个学

科的历史。 

    许国志自幼勤奋好学，自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毕业后，便从

事相关工程技术工作，之后又前往美国深造。 

    怀着一腔报国之志，许国志放弃了海外优渥待遇，义无反顾地投

入祖国怀抱。1955年秋，许国志归国途中与钱学森同船，讨论如何为

祖国建设作出贡献。交谈中，二人发现，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外

新学科——运筹学在中国拥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可在经济发展中发挥

重要作用。 

    前人说：师夷长技以制夷。回国后，他便被分配到刚建立的中国

科学院力学研究所，负责运筹组的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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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运筹学在中国原无基础，创建伊始该从何处着手？许国志

认为，要使运筹学得以在中国发展，就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于是，

他一边在《科学通报》和《人民日报》上著文，系统介绍规划论、对

策论、排队论等运筹学的主要分支，一边思考具体的研究课题。 

1956 年 1 月，许国志负责筹建了中国第一个运筹学研究室，并担任

室主任。同年春天，毛泽东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中国制定了

第一个科学发展的 12 年长期规划。作为该规划中的一个独立项目，

许国志被指定为运筹学项目的起草人。 

    研究期间，许国志积极倡导组合最优化的科研工作，并提出具有

一般意义的概念和规律，如衡量一个有限整数序列的“颠倒序”和”

混杂序”、证明并给出长度为 n的有限整数序列的最大混杂度等。 

除了运筹学，许国志还致力于中国系统工程的创立与发展。 

    1978年 4月，许国志向钱学森提出在我国发展系统工程的设想，

得到其赞同。同年发表的由钱学森、许国志和王寿云撰写的文章《组

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对推动我国系统工程的迅猛发展起到

关键性作用。 

    为在我国尽快开展系统科学研究，许国志提出五年内实现四个

“一”的设想：即筹建一个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成立一个系，培

养专门人才；筹建一个学会，进行学术交流；创办一个刊物，发表科

学论文。在科学的春天的大好形势下，这些愿景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

全都得以实现。他也常为得以亲身参与其中而感到无限欣慰。 

    此外，许国志还从自己的领导和组织实践中总结出管理工作的四



项原则：互补原则、易位原则、三多原则、一盘棋原则，充分体现了

他博大的学术思想。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原党委书记、副院长汪寿阳曾

是许国志的学生、秘书。纪念会上，他深情地说：“许先生一直教导

我们‘顶天立地’。‘顶天’不是在国际重要期刊上发几篇文章，而是

在解决中国重大问题中，发展出自己新的理论体系、新的方法体系、

新的技术体系，在国际上形成自己的话语权。‘立地’更是要解决中

国重大问题。” 

满腹人文情怀的长者 

    在众多赞誉中，满腹人文情怀是众多同事好友对许国志的评价之

一。 

    “许院士生前常跟我们开玩笑说，有人说，中国社会科学院是有

文化没有科学的地方，中国科学院是有科学没有文化的地方。中关村

这片土地，必须要有文化气息。”回忆往事，汪寿阳说。 

    彼时，古稀之年的许国志将目光转向了中科院文化平台建设。他

与众多院士和科技工作者一起，投身中关村诗社的创建并担任社长。

在此后的 12年间，他创作了 363首诗词。 

    在许国志的《自励诗—七绝》中，他深切地表达了对诗歌的热爱

之情：“不信儒冠曾误我，恨无慧语可惊人。他生倘得从吾愿，甘为

诗书再献身。” 

    原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党委书记、中关村诗社常务副社长颜基义

曾与许国志共事多年，如今早已白发苍苍。纪念会上，这位老人几度



哽咽。 

    “许先生辞世前不久，我去中关村医院看望过他。他还念叨着中

科院不能没有文化，我们要有科学家的诗社。他说‘老颜，你要继续

把诗社办下去。’”颜基义说，尽管已过去十多年了，但当时的场景至

今历历在目。 

    许国志的人文情怀还体现在对后辈无私的关怀上。 

    汪寿阳告诉《中国科学报》，许院士向来平易近人，对待年轻人

更是身体力行地给予帮助。“国内外的年轻人甭管有名没名，只要求

他，他都会尽最大可能帮助。很多人给他写信请教问题，他几乎每封

必回。面对有发展潜力的学生，即使素不相识，许先生也都会大力提

携，帮忙写推荐信等。” 

    汪寿阳印象最深的，莫过于许国志对科研人员一视同仁。“讨论

科学问题时，他经常鼓励我们提出质疑。在他看来，学生和老师是平

等的，只有这样，科学才能进步。” 

    “许先生为人非常谦和、毫无架子，培养学生亲力亲为。学生完

成的论文，他虽因眼疾无法阅读，但都由我或学生本人向他逐字报告，

他再提出修改意见。”纪念会上，四川大学校长助理、商学院院长徐

玖平说。 

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 

    一直以来，许国志以科学家的战略眼光和满腹的人文情怀，筹建

并发展了众多具有影响力的科研机构，精心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专业人

才，指导了几代科研人员的成长。 



    “先生已去 17年有余，他的话却仍萦绕在后辈们的耳畔。”纪念

会上，昔日学生和曾受许国志影响和指导的科研人员都感慨：“许先

生的离世是我国运筹学和系统科学的重大损失。” 

    如今，许国志筹建的中国科学院管理、决策与信息系统开放实验

室（现改名为中国科学院管理、决策与信息系统重点实验室）不断在

管理科学、系统工程、经济与金融决策、知识科学的基础理论和方法

研究中取得领先性的学术成果，跻身国际学术前列，培养了大批具有

国际影响力的知名学者。 

    许国志投身的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几十年来凝聚了一批杰出的科

学家。学会下属 27 个专业委员会，并定期举行学术活动，已成为国

内外系统科学交流的重要阵地。 

    就连他曾任职的院校至今也深蒙他的教诲。“四川大学管理科学

与工程、工商管理两个一级学科，在第四次国务院教育评估中均获得

A-，还是仰仗许先生传授的方式：教学上以系统工程思想，设计严整

教学科学体系；科研上以科学院式系统研究范式，组织研究团队。”

徐玖平表示，“先生之风骨，高山仰止；先生之事业，万古长青！” 

“许先生作为系常务副主任对系统工程与数学系的定位、人才培养、

学科专业建设提出了大量建设性意见，为我校系统工程学科发展打下

了坚实基础。”国防科技大学系统工程学院（前身为系统工程与数学

系）副政委谢葆春说，“在 2017年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我校与清

华大学、同济大学并列 A+，在‘双一流’建设中稳中有进，不负许先

生的殷殷教诲。”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许先生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科学家，

他的很多布局和学术思想，都值得我们继承发展；许先生是一位人生

导师，很多他的学生、朋友，都深受其感染；许先生也是一位诗人，

很多激情都表现在他的诗作里。”汪寿阳如此评价，“追忆先生风范，

缅怀他最好的方式就是将他优良的学术传统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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