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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过程研究是当代研究复杂系统的一种新的角度与方法。低碳生态城市作为一种复杂巨系统，它的生成也是一

个复杂过程。可从过程研究或过程哲学本体论角度分析低碳生态城市生成的“善治”过程的逻辑；从过程哲学认识

论角度分析钱学森大成智慧思想对探索低碳生态城市生成规律的指导作用；从过程哲学发展观角度分析低碳生态

城市生成的创新和对真、善、美的价值追求。低碳生态城市的生成必须立足于各城市的现状，运用钱学森大成智慧

思想探索低碳生态城市复杂巨系统的本质，树立追求幸福的整体目标下的自然生态化、经济低碳化、社会和谐化目

标，依靠各个城市生成的参与主体群策群力，开创“善治”方式的创新生成的新阶段和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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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发展面临各种严重的生态问题和城市问题的背

景下，生态城市与低碳城市相继被提出。虽然，国内外众多学

者对二者进行了大量研究，许多城市也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实

践，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是，对生态城市和低碳城市概念

和内涵并未形成统一的认识[1] [2]。在这种状态下，仇保兴博士

又于 2009 年提出“低碳生态城市”概念[3]，学术界对此更不可

能形成统一的定义和理解。对于生态城市、低碳城市和低碳

生态城市的理论研究依然处于初步阶段，但是，不可否认的

是低碳生态城市已为我国城市发展模式的转型提供了明确

的思路，成为我国城市发展的趋势[4-6]。尽管探索是积极的，

但世界上还并未有一个生态城市、低碳城市或低碳生态城市

建成。
“生成”显然需要一个过程。当前进行低碳生态城市研究

和建设的各个城市正处在低碳生态城市的“生成过程”中，它

们还不能算是低碳生态城市。称之为“低碳生态化城市”以反

映它们正处在这个过程之中是科学合理的。低碳生态城市

“如何生成”的问题将直接关系到低碳生态城市能否建成。因

此，笔者基于过程研究或过程哲学研究低碳生态城市的“生

成”问题，期望能够对有关城市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起到

积极的帮助和引导作用。

一、过程研究或过程哲学是研究复杂社

会系统的新角度新方法

过程研究或过程哲学的代表人物为英国哲学家怀特海，

其过程哲学思想集中体现在《过程与实在》一书中。他在一系

列新范畴的基础上，构建了其过程哲学体系[7]。怀特海过程哲

学的基本思想可以表述为：整个宇宙是由各种实际存在物的

相互连接、相互包涵、相互影响而形成的有机系统。自然、社
会和思维乃至整个宇宙都是活生生的、有生命的机体，处于

永恒的创造和进化过程之中。构成宇宙的基本单位是由性质

和关系所形成的“有机体”。有机体的根本特征是活动，活动

表现为过程，过程则是构成有机体的各元素之间具有内在联

系的、持续的创造过程，它表明一个机体可以转化为另一个

机体，因而整个宇宙表现为一个生生不息的活动过程[8]。
随着人类对于过去发展方式的反思，过程哲学日益受到

人们的重视。正如王治河博士指出的，过程哲学是一座有待

发掘的思想宝库，它具有综合性、强调过程、强调互依互动

性、高度推崇创新、与中国文化有亲缘性这五点理论优势 [9]。
并且过程哲学与东方文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发展观具

有更高度的契合关系，成为当代研究复杂社会系统的一种新

的角度和方法，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和管理决策者的高度

重视。

二、基于过程哲学本体论的低碳生态城

市系统的生成分析

过程哲学的本体论认为，过程就是实在，实在就是过程。
过程哲学思想所具有的新意就在于它特别强调正在发生着

的动态的共生活动[10]。过程有两个方面，即宏观过程和微观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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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宏观过程是从已获得的现实性向获得之中的现实性的转

化；而微观过程是各种条件的变化；这些条件是纯粹的实在

的，已经进入确定的现实之中。宏观过程造成了从“现实的”
到“纯粹实在的”转化，微观过程造成了从实在的到现实的增

长。宏观过程是直接生效的，微观过程是目的论的[7](P391)。宏观

过程和微观过程即“转化过程”和“生成过程”。
“过程”与“机体”密不可分，过程哲学又称为“机体哲

学”。各种实际存在物都是机体。“过程”是“机体”的过程，即

“没有实际存在物，就没有任何原因”[7](P32)，“现实世界是一个

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各种实际存在物的生成。因此，各种实际

存在物都是创造物”[7](P38)。而且，“在机体哲学中，实际存在物

被假定为是复合的”，“宇宙的每一项，包含所有其他实际存在

物，都是任何一个实际存在物的构成之中的组成要素”[7](p269)。
或者说，实际存在物是“共在”的，即“各种存在物都是通过这

些方法而‘共在’于任何一种实际场合之中”，并且“共生”预
设了“创造性”“多”“一”“同一性”和“多样性”等概念[7](P36)。

机体的过程，最重要的是它的生成过程，即微观过程。怀

特海认为，实际存在物是如何生成的构成了这个实际存在物

是什么，它的“存在”是由它的“生成”所构成的。这就是“过程

原理”[7](P40)。生成过程，亦是合生过程。过程哲学家提出，每一种

活的存在不仅是通过外在环境的影响和化学刺激而形成的，

而且是通过内在感受到的、获得与当前状况相关的满足生存

的目标———过程哲学家称之为主观目的———而形成的。这些

主观目的并不完全趋向于生存，而且趋向于经验中的和谐与

强度，趋向于美[11]。这就是说，生成过程中必然受到实际存在

物的主观目标的影响，这涉及到过程哲学的认识论和发展观。
城市、生态城市、低碳城市、低碳生态城市作为开放的复

杂巨系统，众多学者从系统的角度对城市系统及其复杂性进

行了大量研究。马世骏、王如松（1984）指出城市是一类典型

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12]。在此基础上，各学者对

城市系统的研究不断深入，周干峙院士（2002）指出，城市这

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具有一切复杂巨系统的特点，符合系统

科学基本规律[13]。宋刚、唐蔷（2007）指出，现代城市是一类开

放的复杂巨系统，应以复杂巨系统及其方法论指导城市管理

工作[14]。屠梅曾、赵旭（1997）、黄光宇、陈勇（1997）、文宗川、崔
鑫（2009）各位学者对生态城市的复杂巨系统进行了研究[15-17]。
而付允、刘怡君等（2010）、倪外、曾刚（2010）、毛超、李世蓉等

（2011）各位学者对低碳城市的复杂巨系统进行了研究 [18-20]。
低碳生态城市作为一个涉及自然、经济、社会三个维度的更

复杂的巨系统，可以理解为：将低碳目标与生态理念相融合，

实现“人—城市—自然环境”和谐共生的复合人居系统，是生

态城市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 （全球温室效应危机下）

的特定表现形式[21]。
从过程哲学的角度，作为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城市，低

碳生态城市就是一个实际存在物、机体，而其各个子系统亦

是各种实际存在物、机体，共生于城市、低碳生态城市之中。
并且城市、低碳生态城市的形态表现为多样性。城市这个机

体又是过程。从转变过程来看，它是不断从一个低级的城市

形态转变为一个高级的城市形态的转变过程。而从生成过程

来看，每一个城市形态又是自身的生成过程。低碳生态城市

本身亦是一个生成过程，它的生成亦是它的死亡，城市的发

展不会停滞，又会向着更高级别的形态转变。低碳生态城市

取决于它的生成，有什么样的生成就有什么样的存在。一个

城市当前的状况就决定于当前状况的生成———过去怎么做

的就决定它现在是怎么样的。我国现阶段低碳生态城市建设

存在的不合理状况和问题就是过去的低碳生态城市的生成

过程所造成的。过去的生成决定了实际存在物的现在，而现

在的生成决定了实际存在物的未来。低碳生态城市的生成取

决当前的状况，也取决于主观目的。低碳生态城市的生成必

须以城市当前的状况为基础，当前各个城市存在的生态恶化

状况是低碳生态城市生成的客观基础，而我国正在推行的园

林城市、山水城市、历史文化名城等城市发展形态所取的成

就同样也是低碳生态城市生成的客观基础。
作为自然—经济—社会复合人工系统的低碳生态城市，

它的生成必然是各个子系统的共在与合生。而且这个人工开

放的复杂巨系统的生成就是低碳生态城市中的“人”（体现为

低碳生态城市生成的参与者）这个实际存在物或机体不断对

其他实际存在物或机体进行摄入、连结、整合、创造的合生过

程。这正是城市建设和发展中一直强调的政府、企业、市民共

同参与，共同协作，整合作为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的人工

系统，生成低碳生态城市这个复杂巨系统。这需要在对低碳

生态城市本质的认识和低碳生态城市现状的基础上，对应低

碳生态城市的目标，对各个子系统进行整合、组织、协调、创
新。这就是对城市发展的管理，而且是对生成过程的管理。问

题的关键是这些低碳生态城市建设的参与者如何相互作用、
如何共同参与、如何共同协作。更进一步，低碳生态城市建设

的参与者的相互作用，共同参与和协作，生成低碳生态城市

的过程是什么，如何对这个过程进行计划、组织、协调和控

制，提高生成的效率，即如何对这个过程进行有效管理。这就

需要把过程哲学思想转化为过程理性，自觉树立过程意识，

形成过程化的行为方式，把握过程行动的细节和实现过程管

理的操作化。正如郭强（2007）所指出的，把握过程从细节开

始，必须把握过程的结构。而在行动中加强过程管理既要实

现理性结构化，从而有助于行动过程管理；又要了解行动过

程模式，把握过程的点、节、段、链、环及其相互间的关联，同

时了解过程变化的若干程式[22]。当然，有效管理亦是低碳生态

城市主观目的和追求目标。
低碳生态城市的生成过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涉及

对低碳生态城市及其各个子系统本质和规律的认识、低碳生

态城市现状、低碳生态城市生成的目标、低碳生态城市生成

的过程管理等。正是认识到低碳生态城市生成的关键问题，

郝文升、赵国杰、黄浩明（2012）将低碳生态城市生成的目标

具体化为自然环境生态化、经济发展低碳化、社会生活幸福

化。在此目标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也最终获得幸福，这

正与“善治”理念追求的目标一致[23]。并且在上述目标下的低

碳生态城市生成的参与者的相互作用，共同协作的过程正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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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善治”理论的过程要求。于是，郝文升、赵国杰、黄浩明

（2012） 将低碳生态城市的生成过程拓展为低碳生态城市的

生成参与者通过“善治”过程来生成低碳生态城市的过程，并

且进行了该过程的分析和设计，从而从管理的角度探讨了如

何生成低碳生态城市[24]。

三、基于过程哲学认识论的低碳生态城

市系统的生成分析

怀特海反对传统认识论中的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的二

元区分，认为认识主体自身也是认识活动的产物[7](译者序 P15)。对

于认识的客体，怀特海也不同意传统西方哲学认识论的观

点，把认识客体视为外在于认识活动和认识者的自在对象。
怀特海认为，任何东西只要在主体身上能够唤起某种特定的

活动，他就构成认识的客体。也就是说，客体也是在认识的过

程中生成的，是与主体现实地发生关系的客观对象，或者说

是主体的认识活动所指向的对象[8]。就主客体的关系来说，怀

特海认为，每一种实在的经验场合都是一个主体，场合的主

体性随场合的存在而存在。实际存在物从主观性上永远消

失，在客观性上却是不朽的。消失中的现实性得到了客观性，

同时却失去了其主观的直接性。如此看来，认识过程现实地

发生之前，根本无所谓主体和客体之分。主体和客体是在实

际存在物的相互作用过程中逐步生成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

以及主体对客体的认识也是一个逐步生成的过程[8]。
为了突破传统认识论的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这样的二

元划分，怀特海使用了“摄入”的概念。“摄入”概念构成了过

程哲学认识论的核心范畴。摄入，被定义为具体的关系性

事实，又被翻译为领悟、把握、摄受 [7](P37)。《过程与实在》中

的第十、十一、十二和十三种说明性范畴分别对实际存在

物是由各种摄入所组成的合生、摄入的三个成分、摄入的

两个种类和主观形式进行了说明[7](P40)。需要强调的是，摄入

并非人类所特有，而是以不同方式为原子及其他一切存在物

所共有[7](译者序 P20)。怀特海认为，实际存在物的本质在于它是

摄入性的事物[7](P17)。并且认为，执行摄入功能者即主体是摄

入活动的产物，即“感受者是从自己的感觉活动中出现的统

一体”[7]。由此表明他的一个重要观点：认识的主体自身也是

认识活动过程的产物。
既然认识的主体自身也是认识活动过程的产物，那么，

对实际存在物有什么样的认识，就会有什么样的实际存在

物。或者说，过去对实际存在物的认识决定了实际存在物的

现在，而当前对实际存在物的认识就会决定实际存在物的未

来。实际存在物是“机体”和“过程”。对实际存在物的认识必

须进行整体性的综合认识。对实际存在物的认识除了正确把

握实际存在物自身的发展规律，还涉及到认识的深化和发展

带来的主观目的的相应调整。当前世界所面临的种种生态问

题和重大问题需要树立整体的认识观念，综合各学科知识进

行综合性认识。专业化的认识方法及其带来的各学科的相对

封闭性和与其他学科的缺乏共通性，并不适用于这些重大问

题的认识和解决。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树立整体的联系的观

念，不能再采用传统意义上学科分门别类的专业方法来处

理。这就必须要打破学科间的专业壁垒而强调它们的整体关

联。可以预见 21 世纪有更多学科由于合作解决人类面临的

许多实际问题而日益被整合在一起。这种学科之间的整合趋

势需要有跨学科发展观念，并强化把各门学科综合起来的哲

学思维[25]。
过程哲学的整体认识论思想正契合于钱学森院士的大

成智慧思想。大成智慧思想是指导研究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

科学方法论。其大成思想中的大成智慧学是指导人们如何尽

快获得聪明才智与创新能力的学问。为处理开放的复杂巨系

统问题，钱学森又提出了大成智慧工程，即“从定性到定量的

综合集成法”，其实质是把各方面的有关专家的知识及才能、
各种类型的信息及数据与计算机的软、硬件三者有机地结合

起来，构成一个系统。在大成智慧工程的基础上，钱学森针对

如何完成思维科学的任务———“提高人的思维能力”这个问

题，进一步提出“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研讨厅”[26]。钱学森的

大成智慧思想与“善治”是相互契合的。他认为，定性与定量

相结合的综合集成方法当前不但是研究处理开放的复杂巨

系统的唯一可行的方法，而且还可以用来整理千千万万零散

的群众意见，人民代表的建议、议案，政协委员的意见、提案

和专家的见解，以至个别领导的判断，真正做到“集腋成裘”，
科学地、完美地实现党提出的民主集中原则[27]。

城市在钱学森论及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文章中多次被

提及，而钱学森的大成思想作为城市领域的相关研究的指导

思想研究更被高度重视。比如，周干峙院士指出的“城市系统

具有系统运行的非定常性规律”[13]。宋刚、唐蔷提出的“以综合

集成法为指导推动信息技术引领的城市管理创新”[14]，等等。
低碳生态城市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机体或者说开放的复杂

巨系统，其目前的状况就是过去对它的认识的结果，而未来

的状况则取决于当前对它的认识。因此，当前只有树立正确

的认识论和采用正确的研究方法论，才能对其未来的发展起

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所以，对低碳生态城市的认识必须树立

整体的观点，以钱学森的大成智慧思想为指导，集成各学科

专家和群众的智慧，才能发现规律，指导行动。虽然，对于低

碳生态城市的认识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只要坚持运用大

成智慧思想，勇于探索，不断地及时把新知识、新规律和原有

城市系统整合，及时地根据新的研究成果调整城市发展目标

和政策，就有可能有效地实现低碳生态城市的生成。

四、基于过程哲学发展观的低碳生态城

市系统的生成分析

过程哲学的发展观强调创造性，鼓励创新。创造性是过

程哲学的终极性范畴，是新颖性的本原[7](P36)。过程本身是一

个创造性过程，整个宇宙是一种面向新颖的创造性进展的

存在[7](P407)。过程哲学的价值观追求和谐，追求真善美，这是

宇宙万物的本性。正如怀特海所说，“上帝”是这个世界的诗

人，具有慈爱的耐心，并通过他对真、善、美的先见之明来引

导世界[7](P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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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自身不存在好坏或者善恶，它具体化在每一件发

生着的事情之中，创造性体现在我们宇宙中发生的每一个事

件之中。事件是具有内在影响的创造性的一个综合体，它在

宇宙的历史中增加了某种前所未有的东西，从而使宇宙创造

性地前进到新奇的事物之中[28]。但是，创造性的进展则不同，

怀特海认为创造性进展是文明的本质，包含着对更高层次的

真理和美不断地渴望与获得[29]，它具有目的性。所以，过程哲

学强调“历险”，历险主要指的是观念的历险，是某些先进的

观念在加速人类文明中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是对新的完美

的追求”[30](P332)；必须抛弃观念的停滞和保守，确立积极进取的

创新观念，世界才有新的可能性和希望。“没有历险，文明就

必然衰败”[30](P360)。
机体的连续性的生成过程就是不断地历险和创新，包含

价值目标这个主观目的，它在机体的生成过程中起着决定方

向的作用。历险和创新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一切事物都包含

了无数可能性的实现，机体向着完善的演化中不断地充斥着

淘汰。机体演化中的每一步变异都是杂乱无章的、随机的、无
目的的，但在总体上，机体正在趋向一个完善的“目的”，在向

“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方向上前进，机体的演化最终将

会显示出明显的目的性和规律性[31]。
低碳生态城市作为最复杂的开放的人工巨系统，它的生

成必然依靠政治、经济、社会、科技、文化、管理等众多领域的

创新，而且必须要正确树立“真、善、美”的方向目标。真，即把

握各个城市的现状和低碳生态城市的本质；善，即追求人与

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美，即低碳生态城市万物共生的幸福

美景。在低碳生态城市的生成过程中，可能会存在不同的路

径、遭遇各种挫折，但是，只要正确树立“真、善、美”的方向

目标，勇于探索，大胆创新，可持续发展的低碳生态城市终

将生成。

五、结论

基于过程哲学对低碳生态城市生成过程的研究可以得

到如下结论，实际存在物是如何生成的就决定了这个实际存

在物是什么；对实际存在物有什么样的认识，就会有什么样

的实际存在物。所以，在实际存在物如何生成的问题上，实际

存在物的过去，对于实际存在物本质的认知，实际存在物生

成的主观目的和实际存在物的生成创新过程共同决定了实

际存在物的生成，即实际存在物自身。因此，低碳生态城市的

生成必须立足于各城市的现状，运用钱学森大成智慧思想探

索低碳生态城市复杂巨系统的本质，树立追求幸福的整体目

标下的自然生态化、经济低碳化、社会和谐化目标，依靠各个

城市建设的参与主体群策群力，进行“善治”方式的创新生成

过程。低碳生态城市的生成过程也必将是一个概念生成、目标

生成、规划生成、政策生成、城市生成，再继续概念生成、目标

生成、规划生成、政策生成、城市生成……的连续生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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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cess research is a new point of view and method to research the complex system in the contemporary. As a
kind of the complex giant systems, the low carbon eco-city's becoming the complex process too. Bu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cess research or philosophical ontology, the author analyzed "good governance" logic of low carbon eco-city generation,
from the angle of process philosophy epistemology, the author explored guidance function of Qian Xuesen metasynthetic
wisdom thought to low-carbon ecological city generate regular, from the angle of process philosophy development, the author
analyzed low-carbon ecological city innovation and value pursuit of the true, the good and beauty. The formation of low-
carbon ecological city must be based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each city, applying the idea of Qian Xuesen metasynthetic
wisdom to explore the essence of low carbon eco-city complex giant system, setting up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under the
overall goal of the natural ecology, low carbon economy and harmonious society goal, relying on the participation subject from
all cities generation and cultivating new stage and new situation of innovation generated of "good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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