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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coordinated entropy value and system characteristic , combining the status quo of

evolution of population , economy and ecology , and based on the analysis on the regulation and control of the

uncoordinated entropy change of population , economy and ecology in Bijie area of Guizhou Province ,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ordinated regulation and control path , tries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the coordinate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population , economy and ecology in poor karst areas in southwes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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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岩溶贫困山区是一种特殊地理环境 , 也是

一定时空条件下人口 、经济与生态相互耦合 ,

共同作用的一个复合系统 。其特征是生态环境

脆弱 , 抗干扰能力弱 , 环境容量低 , 人地矛盾

突出 , 旱涝灾害频繁 , 水土流失造成土地生产

能力大幅度降低或丧失 , 导致基岩裸露而形成

石漠化
[ 1]
。系统稳定性差 , 存在着物质流 、能

量流 、 信息流 、 货币流和人口流的交换 , 是遵

从熵增原理 , 并可以应用熵理论进行描述和研

究的耗散结构
[ 2]
。岩溶贫困山区一方面面临人

口增长问题 , 另一方面又面临自然资源和生存

空间的限制 , 耦合演变关系极其复杂 。当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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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或系统内部要素之间配合得当 、 互惠互

利 、 相互和谐时为良性耦合 , 其耦合的和谐性

越高 , 系统越稳定 , 协调可持续发展程度越

好。反之 , 相互摩擦 、 彼此掣肘时为恶性耦

合 , 其耦合的冲突性越强 , 系统的有序稳定越

差 , 退化就越严重。因此应用熵理论对人口 、

经济与生态的和谐性进行分析和调控 , 能有效

地降低或抑制正熵流快速增长 , 建立和谐的负

熵系统 , 从而促进岩溶贫困山区人口 、 经济与

生态的良性循环 , 加快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本

文在对岩溶贫困山区人口 、经济与生态复合系

统和谐性熵变及调控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 以贫

困落后与生态恶化在岩溶山区极具典型性和代

表性 , 经国务院批准为 “开发扶贫 、 生态建

设” 试验区的贵州省毕节地区为典型 , 根据其

和谐性熵值及系统特性 , 结合人口 、经济与生

态演化现状 , 提出和谐性调控途径 , 为西南连

片贫困岩溶山区人口 、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可持

续发展提供借鉴 。

一 、 和谐性熵变分析

(一)系统不和谐度

岩溶贫困山区人口 、 经济与生态复合系统

较为脆弱 , 随着人口的增长 , 冲突性加剧。主

要表现在自然资源有限 , 社会生产力和劳动生

产率低的情况下 , 为维持人口增长对粮食 、 其

他生活用品和经济收入等生活资源的需要 , 采

用砍伐森林 、毁林开荒 、 过度放牧 、 滥采矿

产 、 破坏地貌等原始不合理方式 , 过度开发超

过系统承载能力 , 导致生态环境日益恶化 , 土

地质量下降或丧失。而生态恶化又进一步造成

食品和其他产品的短缺 , 对人口增长构成约束

作用 , 这又刺激更大规模的开垦和破坏 , 地域

性恶劣生态环境与社会贫穷的叠加 , 导致岩溶

贫困山区形成 “人口增长※贫困※掠夺资源※

毁林开荒※环境退化与恶化※水土流失加剧※

耕地质量下降※石山 、半石山裸露※进一步贫

困※完全石漠化” 的恶性循环和逆向演替。这

是一种各组分耦合性相互摩擦 、彼此掣肘 、 相

互抵消 , 减弱系统活力与健康 , 发生严重退化

的耗散结构系统 , 其不和谐程度体现在系统要

素的相互作用之中 。根据系统各要素的关系 ,

建立结构体系见图 1。然后根据图 1从系统要

素相互配合和协调中存在的问题着手 , 计算第

j子系统对第 i 子系统的不和谐程度 , 如下式

DHij =
MMij -NN ij

MMij

　　式中 MM ij为第 j 子系统对第 i 子系统各要

素配合的满意值或子系统内各要素满意程度最

优值之和;NN ij为第 j 系统对第 i 子系统各要

素配合程度的实际值或子系统内各要素满意程

度实际值之和。建立完全不和谐分析矩阵:

DHM =

DH11 DH12 … DH1n

DH21 DH22 … DH2n

   

DHn1 DHn2 … DHnn

　　对系统各要素或子系统的不和谐程度进行

分析 , 要素 a i 在复合系统中的不和谐程度:

dDH(ai)=
1
n ∑

n

j

DHji

　　系统的总体不和谐程度
[ 3]
:

DH =
1
n ∑

n

i

DH(a i)

　　(二)不和谐性熵变

岩溶山区人与经济 、生态复合系统具有非

平衡性和非线性作用机制 , 存在大量涨落 。因

此可根据耗散结构理论中的一般热力学稳定性

判据分析系统的不和谐演变 。根据热力学第二

定律 , 系统的总熵变化可表示为
[ 4]
:

ds
dt
=-∫∑ JSd ∑ n +∫VσdV

　　其中 JS 为通过单位面积熵的交换速率 ,即

熵流;∑ n为面积;σ为单位体积中产生熵的

速率 , 即熵产生;V 为体积。则熵产生的表达

式为
[ 5]
:

σ=∑
K

JKXK

　　其中 JK 为第K 个不可逆过程的广义流;

XK 为第K 个不可逆广义流过程的广义力。如

果某一时刻系统状态对定态有一很小的偏离 ,

广义流过程的广义力的偏离分别为 δJ 和δX ,

它们所引起的超熵产生为 δXP , 则有:

δXP =∫dV∑δJδX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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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岩溶山区人口与经济 、 生态复合系统结构图

　　将熵 (S)以平衡态 (广义力和广义流均

为零)作为定态 (S
0
), 对系统偏离定态后的

偏差作Taylor展开:

S =S
0
+δS +

1
2
δ

2
S +…

　　δS 和δ
2
S 分别为对定态偏差的一级项和

二级项的贡献 , 取 1
2
δ

2
S 对时间 (t)的导数 ,

经推导后得到
[ 6 ～ 7]

:

d
dt

1
2
δ

2
S =∫∑K δJKδXKdV =δKP

　　系统的和谐性可以由 P ≥0和
dP
dt
≤0两式

判定。根据 Glansdorf-Prigogine 判据 (简称 G-P

判据), 当 δKP≥0时系统稳定;当 δKP =0时

系统处于临界稳定状态;当 δKP ≤0时系统不

稳定。

人口 、 经济与生态所构成的复合系统不和

谐度基本趋势的数学模型为逻辑斯蒂方程
[ 8]
,

不和谐度的广义流 (J k)和不可逆广义流过程

的广义力 (Xk)分别表达为:

J k(t)= rDH(t)

Xk(t)=R 1 -DH(t)
DHm

　　式中:r 为系统不和谐度的变化率;DH

为系统不和谐度;DHm =1 , 为系统不和谐度

的极值;R 为尺度常数;t 为时间变量 。将广

义流 Jk 和广义力Xk 代入δKP 后得出:

δKP =6r
3
R[ DH(t)-(3 - 3)DHm 6]

[DH(t)-(3 + 3)DHm 6] [ δK(t)]
2

　　式中 DHm =1 , 由此式可知:

当 DH (t) <0.211 时或 DH (t) >

0.789时 , δKP>0 , 系统和谐性处于不稳定状

态 。在 DH (t)<0.211时 , 是向良性耦合的

耗散结构演变 , 形成高效的协调可持续发展系

统 。在 DH (t)>0.789时 , 将向恶性耦合的

耗散结构转变 , 导致系统进一步恶化 , 最终退

化成人口难以生存的石漠化环境 。

当 DH (t) =0.2113或DH (t)=0.7887

时 , δKP=0 , 系统处于稳定与不稳定的和谐

性临界稳定状况 。

当 0.2113<DH (t) <0.7887时 , δKP >

0 , 系统处于相对稳定的不和谐状态。只通过

负熵流与正熵流增减 , 才能改变这种稳定性 ,

使之向新的耗散结构转变。

二 、和谐性调控

人与经济 、 生态之间存在有害的冲突损益

性 , 但也存在有利的协调增益性 , 在正反两方

面相对的运动过程中 , 和谐与不和谐同时存

在 , 演化实质是和谐与不和谐 , 即负熵流与正

熵流增减的过程。系统内所有组分彼此协调 ,

相互和谐 , 负熵流不断增加 , 就能降低系统总

熵 , 使系统健康发展 , 获得多重综合效益 。而

不和谐程度高的系统正熵流不断加大 , 则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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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断退化。对人口 、经济与生态复合系统的

调控方向要增加系统负熵流 , 抵消内部的熵增

加 , 使之向平衡方向演变 , 形成比平衡态熵总

值更低的新耗散结构 , 或从低级耗散结构向高

级耗散结构方向演替 。

现实系统总是处在理想和谐状态与绝对不

和谐状态之间的某一状态 , 一般来说 , 系统的

不和谐是绝对的 , 和谐是相对的。和谐理论认

为存在一种标准的和谐状态 , 可以从系统现状

进行优化 , 使其接近或者达到这种状态 。在由

人口 、经济和生态三个子系统构成的岩溶贫困

山区复合系统中 , 和谐程度体现在系统各要素

或子系统的相互作用中 , 从系统要素与子系统

配合协调的不和谐度所构成的完全不和谐矩阵

DHM 中 , 得到系统演变中 ai 受制约的程度:

dCT(a i)=
1
n ∑

n

j

DHij

　　a i 自身的不和谐度:

dDC(ai)=
dDH(ai)
dCT(a i)

　　对 dCT(a i)以0.5为临界值 ,当0 ≤dCT(a i)

≤0.5时 ,要素或子系统受其他要素或子系统

制约程度小 , 容易控制或调节;0.5 ≤dCT(a i)

≤1时 ,要素或子系统受其他要素或子系统制

约性强 ,难以控制或调节 。

复合系统存在着自适应性(rh1)、自组织性

(rh2)、活力(rh3)、内聚力(rh4)和功能系数

(rh5)等一系列特性 ,系统和子系统的和谐性决

定各特性的强弱 ,考察这些特性 ,可调控和改进

系统的演化状态 。复合系统的特性矢量:

RH =hd ·WM =(dH(ai))·(wmij)

=

dH(SP)

dH(SE)

dH(SB)

·

0.40 0.25 0.35

0.45 0.30 0.25

0.35 0.45 0.20

0.55 0.45 0.00

0.20 0.35 0.45

=

rh1

rh2

rh3

rh4

rh5

　　式中 hd = dH(a i)为各子系统和谐度组

成的矢量 , dH(SP)、dH(SE)、dH(SB)分别为人

口 、经济 、生态等各子系统的和谐度 , dH(a i)=

1 -dDH(ai) ;WM是根据各个特性确定的权

系数矩阵 , wmij ∈ [ 0 ,1] , ∑
n

j

wmij =1。

三 、典型岩溶贫困山区人口 、经济与生态

和谐性熵值及调控

我国西南岩溶贫困山区由于人地矛盾突

出 , 生态退化严重 , 石漠化使很多地方失去了

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 , 是构建生态文明 , 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的难点所在。作为这一区域腹地

的贵州省毕节地区 , 人口 、 经济与生态的不和

谐性极具典型性和代表性。分析其人口 、 经济

与生态的和谐性熵值与调控 , 对西南连片岩溶

贫困山区人口 、 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一)毕节地区概况

毕节地区地处滇东高原向黔中山 、 低山 、

丘陵过渡的斜坡地带 , 在东经 105°36′～ 106°43′,

北纬 26°21′～ 27°46′之间 , 从东向西分布有低

山 、低中山 、 中山 、 高中山和高原等 5 种地

貌 , 海拔范围 457 ～ 2900m , 总土地面积

26853km
2
, 其中山地 、丘陵占 93%, 岩溶发育

区占 73.3%。

本区气候属亚热带季风气候 , 年平均气温

11 ～ 15℃, 年平均降雨量 850 ～ 1444mm , 连续

降雨以及大雨 、 暴雨较多 , 平均径流系数为

0.47。分布有黄壤 、 黄棕壤 、 紫色土 、 石灰

土 、棕壤 、山地草甸土 、 水稻土等土壤类型 。

属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 , 生长有维管植物 197

科 715属 1925 种 , 中东部为湿润性常绿阔叶

林地带 , 以常绿阔叶林 、 柏木林 、 常绿栋林 、

常绿与落叶混交林为主;西部为高原山地半湿

润性常绿阔叶林地带 , 以常绿与落叶混交林 、

云南松林为主。受人为活动干扰 , 原生植被多

遭破坏 , 现多为次生林 、 人工林和灌丛 、 草

本 。植被稀疏或裸露的坡地土壤 , 因遭侵蚀而

石化 , 全区水土流失面积达 15814km
2
, 石漠

化面积达 6541km
2
, 每年旱涝灾害损失在 7000

万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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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现有人口达 738万 , 人口密度275人 

km
2
, 但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人口仅占 33%。

人口增长导致土地资源稀缺 , 人口素质低导致

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大多停留在封闭自然经济

阶段 , 主要谋生手段是粗放 、 单一的农耕作

业 , 习惯经营经济效益低的旱作玉米 , 对经济

价值高的作物接受慢 , 产业结构单一 , 生产方

式落后 , 农产品精 、 深加工滞后 , 大多数处于

初级品市场 。因经济文化落后 , 水土流失严

重 , 石漠化加剧 , 是国务院批准成立的 “开发

扶贫 、生态建设” 试验区 。

(二)和谐性熵变分析

根据毕节地区人口 、 经济与生态复合系统

特点与和谐性分析要求 , 对图 1中第 j子系统

对第 i 子系统各要素在 i≠j条件下 , 以配合满

意 、 较满意 、一般 、 较差 、差等 5种程度 , 分

别按 5 、 4 、 3 、 2 、 1进行赋值评分;对第 i 子

系统内各项要素按各指标的理想指标值与实际

值;分别计算出人口 、经济 、 生态等三个子系

统各要素的 DHij , 建立完全不和谐分析矩阵

DHM 见表 1。
表 1　复合系统完全不和谐分析矩阵

子系统 人口子系统 经济子系统 生态子系统

人口子系统 0.489 0.367 0.633

经济子系统 0.667 0.485 0.711

生态子系统 0.733 0.689 0.534

　　从表 1完全不和谐分析矩阵 DHM 中 , 计

算得出毕节地区人口 、经济与生态复合系统的

总体不和谐度 DH (t)为 0.410 , 超熵δKP >

0。各子系统不和谐度 dDH (ai)、 受制约度 dCT

(ai)和自身不和谐度 dDC (ai)的分析结果见

表2 , 其中经济 、 生态两个子系统受制约度

大 , dCT (ai)>0.5 , 受其他要素或子系统的

制约性强 , 难以控制或调节;而自身不和谐度

dDC (ai)相对较小。人口子系统受制约度最

小 , dCT (ai)<0.5 , 受其他要素或子系统制

约程度小 , 容易控制或调节;而自身不和谐度

dDC (ai)最大。

根据各子系统的不和谐度 dDH (ai)和特

性矢量 (RH), 计算得出系统的自适应性

(rh1)为 0.401 、自组织性 (rh2)为 0.406 、 活

力 (rh3)为 0.427 、 内聚力 (rh4)为 0.423 、

功能系数 (rh5)为 0.412 。

表 2　复合系统和谐性分析指标

指标 人口子系统 经济子系统 生态子系统

dDH (ai) 0.630 0.513 0.626

dCT (a i) 0.496 0.621 0.652

dDC (a i) 1.269 0.827 0.960

　　综合以上分析 , 说明毕节地区人口 、 经

济 、生态的不和谐熵变处于稳定状态 , 经济和

生态两个子系统受其他要素或子系统制约程度

大 , 自身不和谐程度相对较小;而人口子系统

受其他要素或子系统制约程度小 , 自身不和谐

程度大 。说明人口是复合系统不和谐的主动性

因素 , 是系统和谐性调控的关键 。并且整个系

统的和谐特性都处于较弱水平 , 其中相对最弱

的是自适应性和自组织性 , 最强的是活力和内

聚力。

(三)和谐性调控

根据以上和谐性熵变分析 , 人类活动是毕

节地区人口 、经济与生态复合系统熵变的重要

驱动力。生态结构遭受破坏 , 自然植被减少 ,

水土流失和石漠化严重 , 水源缺乏 , 贫困落

后 , 也是人口增长与环境资源冲突性加剧 , 系

统总熵不断增加 , 发生严重退化的结果。因此

将人口对环境资源压力的不和谐因素转变为和

谐性因素 , 增强系统自我调节机制 , 提高系统

人口 、 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的驱动能力 , 是增

加复合系统负熵流动 , 改变其不和谐性的稳定

状态 , 使之向高效 、 有序耗散结构转变的关

键 。结合毕节岩溶山区人口 、 经济与生态实

际 , 提出的和谐性调控途径有 5点 。

1.推动人力资源型经济增长

把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 ,

使经济增长从物质资本依托型向人力资源开发

型转变 。一是要广泛提高人口素质 , 建立多渠

道 、多形式 、多层次的职业办学体系和现代远

程教育网络 , 加大基础文化教育和科技实用技

术的普及和推广 。二是把劳务输出作为人力资

源经济的重要产业来抓 , 在组织多种形式培

训 , 使外出务工农民在掌握一到两门专业技能

或实用技术的基础上 , 由政府引导 、 部门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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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中介组织参与 , 有组织 、成建制的组织或带

动劳务输出。在解决人口过多的环境压力 , 生

态得到有效改善的同时。务工带回的资金 、 技

术 、 市场观念和新的发展观念 , 也可助推家乡

发展 。三是利用独特的地理和资源条件 , 在重

点发展带动力强 、增收显著的加工业 、 副业和

第三产业的同时 , 加快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 ,

引导农村人口向城镇合理集聚 , 从增加城镇人

口容纳上减轻耕地人口承载。

2.扶持培植生态绿色产业

岩溶山区生态脆弱 , 严重水土流失和石漠

化导致了恶劣的旱涝自然灾害 。只有强化生态

建设 , 才能保护人口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但

这种区域一般都是人多地少 , 林 、 粮用地矛盾

突出 , 生态恶化和贫困落后相辅相成。只有生

态效益 , 没有经济效益的单一生态建设模式都

难以取得预期效益。因此必须致力于生态效益

与增加经济收入相结合的绿色产业开发 , 才能

有效解决人口 、 经济与生态的矛盾突出问题 。

一是对水土流失严重的退化坡耕地 , 广泛采用

取出基岩裸露岩石 , 填土整平 , 扩大有效耕地

面积 , 砌筑保土石坎 , 并配套建设小型拦 、

蓄 、引 、 灌 、 排等水利水保工程的坡改梯措

施 , 建设基本农田 , 在有效控制水土流失的同

时 , 大幅度增加粮食产量 。二是遵循地域分异

与生态适宜性原理 , 进行资源 、市场和生态产

业的优化配置 , 将种植业以粮食自给的传统模

式 , 转变为生产绿色食品和加工原料为主 , 以

生态建设兼顾经济效益的专业经营模式 。三是

以市场为导向 , 建立和完善多渠道 、 多层次 、

多元化的投入机制 , 通过承包 、 租赁 、 拍卖 、

股份合作等多种经济模式 , 引导发展专业合作

经济组织 , 扶持建立和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 ,

从而根据市场需求和价格引导农村生态产业基

地的生产 、加工和销售。在通过市场拓展来拉

动农村生态产业发展壮大的同时 , 提高农民技

术 、 经济与文化素质 。

3.发展农村循环经济

农村循环经济是对环境资源高效利用和循

环利用的多功能 、多途径高效生产系统 , 推广

建立沼气池与改圈 、 改厕 、改厨相结合 , 上联

养殖 , 下接种植 , 畜 、草 、沼 、粮四位一体相

互依存 , 协同作用 , 通过废弃物交换 、循环利

用 、产业连接 , 对农业生态系统物质 、能量进

行多层次利用和良性循环 , 种草 —养殖—沼气

—粮 、 养殖 —厕所—沼气—燃料 、养殖—沼气

—种植 —养殖等多种循环经济链接的模式 。不

但在解决农户基本生活能源需求 、日常照明开

支 , 改善农村卫生环境 、带动畜牧业 、种植业

发展等方面具有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而且

可以减少农民对薪柴需求量 , 有效节约能源 ,

从而减轻人口对环境资源的索取 , 保障生态自

然恢复 。

4.用和谐理念开展生态建设

毕节地区生态恶化的主要原因是人口 、经

济与生态的不和谐 , 因此在生态建设上除遵循

自然规律外 , 还要遵循人文社会经济规律 , 要

用人文社会经济与自然相和谐的理念开展生态

建设 , 才能发挥综合效益。一是对人口多 , 土

地少的地方 , 以实施保护水土资源和增加粮食

产量的基本农田建设为主 , 使之在粮食总产量

不减少的条件下 , 通过植被恢复 , 改善生产 、

生活和生态环境;对人少地多的地方 , 以恢复

植被为主 , 在大规模营造防护林的同时 , 将生

态效益和经济开发相结合 , 大力推广发展速生

丰产用材林和市场前景好的名 、 优 、 特经济

林 、果木林品种 。二是要调整好生态恢复与农

业增产 、农民增收的最佳结合点 , 将生态建设

与农民脱贫致富和区域经济发展相结合 , 融经

济开发于生态建设中 , 以生态建设提高经济收

入 , 使生态与经济相统一的综合性得以充分体

现 , 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的双赢 。三是在

生态建设上要充分考虑农民群众的需求和意

愿 , 让当地群众充分参与到生态建设中 , 把他

们的知识和技能用到建设活动中来 , 不仅可以

保证生态建设符合当地实际 , 满足实际需求;

而且可以增强农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 , 保证工

程长期而高效的运行。

5.推进岩溶生态旅游业发展

以生态学原理为准则 , 促进生态环境良性

发展为目标 。在保护好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前

提下 , 充分利用河 、 湖 、 山 、 绿地等天然风

貌 、气候条件和本地特色 、 民族特色 , 挖掘其

内在文化内涵和生态资源的独到之处 , 进行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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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吸引力和注意力定位 , 大力发展生态旅游 、

农业旅游 、乡村旅游和地貌景观旅游 , 通过驱

动机制的建立和良好市场的培育 , 壮大生态旅

游产业。以旅游带动资源开发 , 以资源开发促

进资源保护 , 做到人口 、 经济与资源保护的

统一 。

本文从广义复合系统角度出发 , 对岩溶贫

困山区人口增长与经济 、 生态相冲突 , 导致系

统退化的不和谐性熵变及调控进行分析 。并针

对贵州省毕节地区实际 , 提出和谐性调控措

施 , 对促进岩溶贫困山区经济社会的协调可持

续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复合系统的和谐性熵变分析与应用还是一

种新的尝试 , 需要在理论和实际应用中不断总

结 、 完善和发展 。在以和谐性熵变分析结果为

导向 , 对复合系统不和谐因素进行消除或调整

后 , 还可根据系统的演变再做进一步的和谐分

析和调整 , 以对系统和谐性进行不断的优化和

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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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推介

《人力资源管理心理学》

张杉杉等三位作者在总结多年的教学经验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 撰写了 《人力资源管理心理

学》 。该书内容全面完整 、系统连贯地涵盖了人力资源管理心理学的基本知识和研究方法 , 反映

了在工作分析 、 招聘 、考核评价以及激励等人力资源管理领域中心理学的应用价值 。

本书的主要特点是:打破基础心理学研究框架 , 以人力资源管理框架呈现人力资源管理心理

学内容 , 服务于人力资源管理等非心理学专业的读者;在描述特定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研究内容

时 , 以专栏形式补充心理学的经典研究或当前研究热点 , 强化心理学知识 , 补充人力资源管理专

业学生心理学知识背景。本书将当代人力资源管理心理学的关键领域做一个清晰 、 易懂但绝不肤

浅的介绍 。

本书力图破除一直笼罩在心理学学科周围的玄学光环 , 努力向读者渗透一个客观而理性的观

念 , 人力资源管理心理学并不能解决工作中和心理有关的所有问题 。心理学规律并不能像物理学

那样向读者呈现一套完备的定律 , 或者从一条定理推断出一个固定的结果 。心理学现在不是 , 将

来也不会成为 “物理学” 那样的 “科学” 。心理学是科学 , 同时 , 心理学也是艺术 。本书力图使

用文字表达心理学的科学内容 、阐发理论 , 并用每一章后面附带的案例体现心理学的艺术性 , 让

读者既能领略人力资源管理心理学丰富的研究内涵 , 又能更深入地理解人生 、 社会和工作。

图书已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出版 , 定价 24元 。

(张杉杉 文)

·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