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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系统完备因子协同学主导分析基础
李宗诚

（苏州大学交叉科学研究室，苏州　 ２１５０００）

摘要　 如何从根本动力学关系基础上将外部条件和内部动因结合起来去研究系统的演化，这是理论拓展的
一个基本方向．本文将基本动力学关系和因素归结为＂资源配置＂与＂资源荷载＂、＂系统功效＂与＂系统损耗＂
方面．在建立复杂巨系统基本协同因子动力学分析的基础上，在复杂系统和环境体系之间，围绕内外部耦合
关系，我们可以探讨建立复杂巨系统资源配置动力学完备协同因子动态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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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从研究对象和领域看，正在兴起的复杂科学面

临着一系列具有相当难度的问题［１ － ３ ］：一方面，需
要按时序重新分析并解释比自然演化和生命进化
更为复杂的技术进步、历史演进、制度变迁与复杂
组织；另一方面，需要按空间深入探讨并设计具有
层次多、规模大、开放度高、结构复杂、因素众多、交
互信息量大、功能综合的复杂联合组织．对于技术
进步、历史演进巨系统和现实复杂性组织，我们不
仅要深入研究人与技术系统和组织内部环境的协
同关系，而且要广泛研究人与技术系统和组织外部
环境的协同关系．研究的结果应当能够解释人口、
资源禀赋、不确定性环境、技术创新与进步、博弈、
产权关系、专业化、分工结构、信息空间、制度安排、
生产组织、行为规则、合作与竞争、委托与代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 ａｇｅｎｔ）、价值、交易费用、区域、知识、市
场体系、利益集团、冲突、对抗、协调、柔性组织、国
际贸易、虚拟化、网络化、非线性动态过程、概率分
布、运动方程、历史演进、动态联盟组织［４ － ５ ］（ｖｉｒｔｕ
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ＶＥ）、资源共享等问题［３ － ６ ］．

复杂巨系统往往是开放的．对于复杂系统，尤
其对于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有必要将面向简单巨系
统的协同学加以全面拓展和改进，以便于对各种不
同类型的组份、结构、功效以及复杂的变迁和协同
过程进行总体描述和分析．为此，本文作者已进行
一系列的探讨（文［７ － １１］）．

如何进一步揭示能够深刻影响控制参量、涨落
和序参量的基本动力学关系和因素，从根本动力学
关系基础上将外部条件和内部动因结合起来去研
究系统的演化，这是理论拓展的一个基本方
向［７ － １１ ］．新的思路是，从系统（子系统或大系统）与
环境之间在包括能量、物质、信息、精神在内的资源
方面所发生的一系列交换上建立资源配置动力学
和系统功效分析，揭示影响控制参量、涨落和序参
量的基本动力学关系和因素．这种基本动力学关系
和因素由＂资源配置力＂与＂资源荷载＂、＂系统功
效＂与＂系统损耗＂构成．资源配置与资源荷载之间
关系对比的变化最终影响各个子系统采用何种组
织类型和何种运动模式的可能性（基本动力条件和
可行性）或最终影响整个复杂巨系统以何种组织类
型为主导和以何种运动模式为主导的可能性（基本
动力条件和可行性），而系统功效与系统损耗之间
关系对比的变化最终影响各个子系统采用何种组
织类型和何种运动模式的必要性（基本效应条件和
有效性）或最终影响整个复杂巨系统以何种组织类
型为主导和以何种运动模式为主导的必要性（基本
效应条件和有效性）

１　 复杂巨系统完备动力学分析基础
对于复杂巨系统，有必要探讨从基本动力关

系、基本效应关系、系统状态变量和系统响应行为
上建立全部分析的根基．由此基础出发，我们可以
揭示出复杂性现象的基本性质和因果关系，进而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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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建立复杂巨系统完备因子协同学理论．
基本动力关系因素可分为两个方面，即：配置

作用和配置荷载．前者源于力的经典力学范畴，但
又超越力的经典力学范畴；后者源于质量的经典力
学范畴，但又超越质量的经典力学范畴．资源配置
作用不仅相对于系统外部的资源荷载，而且相对于
系统内部的资源荷载．这一基本关系因素影响并决
定复杂巨系统存在、运动、发展和变化的充分条件．
我们可将这个不证自明的根本性假设提升为基本
动力分析原理．

为了比较深入地揭示出复杂性现象的基本性
质和因果关系，我们可考虑从复杂系统的基本动力
效应关系上探讨建立全部分析的基础．在进一步的
分析下，复杂系统的一般动力效应关系可分为两个
基本关系，即：

配置作用－资源荷载的均衡及非均衡关系；
系统功效－系统消耗的均衡及非均衡关系．
复杂系统的配置作用和资源荷载这一对基本

关系因素影响并决定复杂巨系统存在、运动、发展
和变化的充分条件；复杂系统的功效和消耗这一对
基本关系因素影响并决定复杂巨系统存在、运动、
发展和变化的必要条件；而复杂系统和它面临的环
境体系这一对基本关系因素影响并决定复杂巨系
统存在、运动、发展和变化的边界条件；复杂系统的
增益趋向和合理模式这一对基本关系因素影响并
决定复杂巨系统存在、运动、发展和变化的行为条
件．这里建立的配置－荷载关系式和功效－消耗关
系式，应当成为复杂系统的一般动力学分析基础，
成为今后将要建立的复杂巨系统完备因子协同学
的分析基础．

完备协同因子动力学的建立，主要出于两个目
的：一是将一切运动、变化和发展过程归结为资源
配置过程，从而将复杂性研究由仅仅适用于物质领
域的物理学推广到适用于一切资源领域的事理学；
二是将非线性动力学与非平衡态热力学和非平衡
态统计理论结合起来，从而为现代科学建立具有普
遍适用性的基本动力学．

复杂巨系统可看作是由各种具有不同性质和
组份的资源构成的资源配置体系，其中既有物质资
源，又有信息资源和精神资源；或者说，既有自然资
源（含物质材料、能源、工具、设备、设施和技术），
又有社会资源（含管理、组织和网络）．

对于具有组份类型多样性的复杂系统，可引入
交叉集成变量，而交叉集成变量在新的分析中是建
立在与资源配置强度有关的量纲规范化基础上的．
对于资源结点，进而对于资源集成结点，通过资源
配置强度和资源数量给出资源结点的荷载量，进而
通过集成配置强度和资源数量给出资源集成结点
的荷载量，由此而给出资源分布时变率．例如，对于
一个资源结点ｋ，由资源配置强度ｃｄ，ｋ（ｔ ）与资源
数量ｑｋ之积，我们可以确定一种新的基本量：

ｍｄ，ｋ（ｔ）＝ ｃｄ，ｋ（ｔ）·ｑｋ （１）
这种新的基本量可称为资源荷载．配置强度可

理解为资源抵消配置作用力的能力，可记作ｃｄ（ｔ
）．显然，配置强度至少应与资源的稀缺性和阻滞性
有密切关系．将稀缺度记作ηｄ（ｔ ），将阻滞率记作
λｒ（ｔ ），由此可定义阻滞率为：到某一时刻ｔ为止，
尚未发生阻碍的流动度Ｆｒ（ｔ），在随后的单位时间
内可能发生阻碍的条件概率．进一步地，可按如下
关系式求出资源配置强度：

ｃｄ（ｔ）＝λｒ（ｔ）ηｄ（ｔ）＝ － ｄ（ｔ）ｓ（ｔ）［（
ｄＦｒ（ｔ）
ｄｔ ）／ Ｆｒ（ｔ）］

（２）
基于配置强度和赋权配置强度，我们不难给出

各种交叉集成变量．
由此我们可探讨建立开放的复杂系统外部均

衡交流和非均衡交流集成分析力学基础．在这里，
对于一个由ｌ个资源结点、ｍ个配置结点、ｎ个组织
结点和ｕ个组织集团组成的配置体系，需要建立由
资源配置强度Ｃｄ（或资源赋权配置强度Ｃｄ，Ｒ）和数
量Ｑ（包括体积元的数量）构成的分层集成配置流
量空间（Ｃｄ，Ｑ）（或分层集成配置流量空间（Ｃｄ，Ｒ，
Ｑ ）），并以资源配置强度Ｃｄ（或资源赋权配置强度
Ｃｄ，Ｒ）为核心而形成开放的复杂系统外部均衡交
流和非均衡交流集成分析力学．

相应于［７］－［１１］建立的分层分析基本模型
—资源结点、配置结点、组织结点和组织集团，分层
集成配置流量空间（Ｃｄ，Ｑ）（或分层集成配置流量
空间（Ｃｄ，Ｒ，Ｑ））可分为如下四个基本层次：在初
级分析水平上，对于一个或ｌ个资源结点，由资源
配置强度Ｃｄ，ｌ（或资源赋权配置强度Ｃｄｌ，Ｒ）和数量
Ｑｌ（包括体积元的数量）构成初级集成配置流量空
间（Ｃｄ，ｌ，Ｑｌ）（或初级集成配置流量空间（Ｃｄｌ，Ｒ，
Ｑｌ））；在三级分析水平上，对于一个或ｍ个配置结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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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由资源配置强度Ｃｄ，ｍ（或资源赋权配置强度
Ｃｄｍ，Ｒ）和数量Ｑｍ（包括体积元的数量）构成三级集
成配置流量空间（Ｃｄ，ｍ，Ｑｍ）（或三级集成配置流量
空间（Ｃｄｍ，Ｒ，Ｑｍ））；在二级分析水平上，对于一个或
ｎ个组织结点，由资源配置强度ＣＤ，ｎ（或资源赋权
配置强度ＣＤｎ，Ｒ）和数量Ｑｎ（包括体积元的数量）构
成二级集成配置流量空间（ＣＤ，ｎ，Ｑｎ）（或二级集成
配置流量空间（ＣＤｎ，Ｒ，Ｑｎ））；在一级分析水平上，对
于一个或ｕ个组织集团，由资源配置强度ＣＤ，ｕ（或
资源赋权配置强度ＣＤｕ，Ｒ）和数量Ｑｕ（包括体积元
的数量）构成一级集成配置流量空间（ＣＤ，ｎ，Ｑｎ）
（或一级集成配置流量空间（ＣＤ ｕ，Ｒ，Ｑｕ））．

对于开放的复杂系统，不仅要考虑能量和质量
的输入，而且要考虑与结构有关的熵流和负熵流，
从而间接地考虑信息的输入，甚至还要考虑可归结
为高级信息的知识和智能输入．在这种情况下，可
以考虑环境对复杂系统输入的集成资源Ｖ和复杂
系统对环境输出的集成资源Ｕ，进而考虑开放的复
杂系统Ｓ与环境Ｅ之间的（Ｕ，Ｖ ）交换．

基本动力因子分析构成基本动力效应的可行
性分析领域，而基本效应因子分析构成基本动力效
应的有效性分析领域．只有将可行性分析与有效性
分析结合起来，才能够真正深入分析复杂系统运行
与演进的基础．系统功效与系统的目的和目标有
关，是系统的功能和效应；系统消耗与系统的功效
有关，是系统为发挥功效而消耗的各种能量、质量
和信息，甚至各种精神资源和社会资源．这一基本
关系因素影响并决定复杂巨系统存在、运动、发展
和变化的必要条件．我们可将这个不证自明的根本
性假设提升为基本效应分析原理．

复杂系统首先可归结为资源集结体系，进而可
归结为集成配置系统，再进而可归结为智能集成配
置组织系统．设复杂系统的状态变量为Ｒ，而满足
复杂系统目标Ｓ要求的状态变量为Ｒ．由此引入可
称为合理集成分布因子的量为：δ ＝ ｜ Ｒ－ － Ｒ ｜ ．则按
下式引入复杂系统功效系数：

ａＦ ＝
Ｒ－ － δ
Ｒ－ ＋ δ

∈［－ １，＋ １］ （３）
可以考虑将系统功效系数与配置组织作用力

ＦＤ和相应的集成分布状态变量的改变ｄＲ联系起
来，以评价系统功效．

对于作为资源配置系统的复杂系统，设有ｌ个

资源结点（ｋ ＝ １，２，…，ｌ），ｍ个配置结点（或配置
主体，ｊ ＝ １，２，…，ｍ）和ｎ个组织结点．对第ｋ （ｋ ＝
１，２，…，ｌ ）个资源结点，资源集结力为ＦＤ，ｉ，相应
的集结位移为ｄｕｋ；对第ｊ （ｊ ＝ １，２，…，ｍ ）个配置
结点，集成配置力为ＦＤ，ｊ，相应的配置位移为ｄｕｊ；
对第ｉ （ｉ ＝ １，２，…，ｎ）个组织结点，配置组织力为
ＦＤ，ｉ，相应的组织位移为ｄｕｉ ．则有系统功效ＳＦ：

ＳＦ ＝ ∑
ｎ

ｉ ＝ １
ａＦ，ｉ∫

Ｂｉ

Ａｉ
ＦＤ，ｉｄｕｉ ＝

　 ∑
ｎ

ｉ ＝ １
∑
ｍｉ

ｊ ＝ １
∑
ｌｊ

ｋ ＝ １
ａＦ，ｉｊｋ∫

Ｂｉｊｋ

Ａｉｊｋ
ＦＤ，ｉｊｋｄｕｉｊｋ （４）

在系统发挥功效所带来的资源配置量ＭＦ 和
系统为发挥功效所消耗的资源配置量ＭＬ之间，有
如下三种关系：

ＭＦ － ＭＬ ＞ ０，ＭＦ － ＭＬ ＜ ０，ＭＦ － ＭＬ ＝ ０ （５）
在这里，将复杂系统的状态变量分为两类：目

标状态变量和实际状态变量．前者是系统满足大系
统现实性要求（或整个环境体系现实性要求）的状
态变量，后者则是系统正在调整的状态变量．由目
标状态变量和实际状态变量之间的偏差形成复杂
系统状态趋向因子，该因子反映系统状态趋于合理
化的过程．

２　 复杂巨系统完备协同关系分析基础
在建立复杂巨系统基本协同因子动力学分析

的基础上，在复杂系统和环境体系之间，围绕外部
耦合关系，我们可以探讨建立复杂巨系统资源配置
动力学外部协同因子分析．这种以复杂巨系统与环
境的耦合关系为基本研究对象的分析，可作为复杂
巨系统动力学完备协同因子分析的一个重要方面．

复杂系统与各种环境往往既相互选择、相互适
应，又相互影响、相互改变．在整个世界中，不仅存
在着某一环境Ｅ对一系列系统Ｓ１，Ｓ２，…，Ｓｎ的选
择、影响和改变，而且存在着某一系统Ｓ对一系列
环境Ｅ１，Ｅ２，…，Ｅｎ的选择、影响和改变．复杂系统
在它的整个生命历程中，往往处于各种环境之中，
并且往往同各种环境发生各种关系．

在复杂巨系统和它的环境之间，相互作用会出
现三种基本形式，即合作（一致）、竞争（冲突）和局
外关系（无关）．根据＂保持偏序流＂ （ｏｒｄｅｒ ｐｒｅｓｅｒ
ｖｉｎｇ ｆｌｏｗ）的反馈现象，我们可以对动力系统分析
这种合作和竞争关系．设Ｃｄ，Ｓ和Ｃｄ，Ｅ分别表示复杂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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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资源配置强度和环境体系的资源配置强度，
则描述复杂系统和环境体系之间相互作用的模型

Ｃ
·
ｄ，Ｓ ＝ Ｃｄ，Ｓ ｆＳ（Ｃｄ，Ｓ，Ｃｄ，Ｅ），
Ｃ
·
ｄ，Ｅ ＝ Ｃｄ，ＥｆＥ（Ｃｄ，Ｓ，Ｃｄ，Ｅ），

（Ｃｄ，Ｓ，Ｃｄ，Ｅ）∈Ｒ２＋ （６）

在ｆＳ ／ Ｃｄ，Ｅ≥ ０及ｆＥ ／ Ｃｄ，Ｓ≥０的条件下反映复
杂系统与它的环境是合作的，而在ｆＳ ／ Ｃｄ，Ｅ≤０及
ｆＥ ／ Ｃｄ，Ｓ≤０的条件下反映复杂系统与它的环境
是竞争的．

探讨复杂系统和它的环境交换各种资源的两
种基本形式，即：集中交流和分散交流．前者是指复
杂系统Ｓ对外交换资源主要集中在它的环境体系
Ｅ中的某个分系统Ｅｉ（或环境资源配置单元）上来
进行，后者是指复杂系统Ｓ对外交换资源基本分散
在它的环境体系Ｅ中为数不少的分系统Ｅ１，Ｅ２，
…，Ｅｎ（或环境资源配置单元）上来进行．由集中交
流量ＭＳＥ，Λ和分散交流量ＭＳＥ，Ｖ，可引入一个新的动
力学量：外部协同因子ＨΛ，Ｖ ．

对于复杂巨系统基于进化机制的外部协同因
子关系，可作出如下推断：环境体系的进化机制具
有择优限劣的正向选择作用，往往体现效能优先原
则；在以进化机制为主导的阶段，进化稳定机制作
为进化机制的一种制衡，具有扶弱抑强的逆向选择
作用，往往体现均衡优先原则．

在建立复杂巨系统动力学基本协同因子分析
和外部协同因子分析的基础上，在复杂系统和它的
内部分系统之间，围绕内部动力协同关系，我们可
以探讨建立复杂巨系统动力学内部协同因子分析．
这种以复杂巨系统内部的动力协同关系为基本研
究对象的分析，可作为复杂巨系统动力学完备协同
因子分析的一个重要方面．

复杂巨系统与其内部分系统往往既相互选择、
相互适应，又相互影响、相互改变．在某一复杂巨系
统中，不仅存在着巨系统整体Ｓ对其内部一系列分
系统Ｓ１，Ｓ２，…，Ｓｎ 的选择、影响和改变，而且存在
着一系列分系统Ｓ１，Ｓ２，…，Ｓｎ对巨系统Ｓ的选择、
影响和改变．复杂巨系统在它的整个生命历程中，
往往由各种分系统构成，并且往往同各种分系统发
生各种关系．

在复杂巨系统和它的内部分系统之间，相互作
用会出现三种基本形式，即合作（一致）、竞争（冲
突）和混合关系．根据＂保持偏序流＂ （ｏｒｄｅｒ ｐｒｅｓｅｒ

ｖｉｎｇ ｆｌｏｗ）的反馈现象，我们可以对动力系统分析
这种合作和竞争关系．设Ｃｄ，Ｓ表示复杂巨系统的资
源配置强度，Ｃｄ，Ｓｉ（ｉ ＝ １，２，…，ｎ）表示巨系统内第
一类各个分系统的资源配置强度，Ｃｄ，Ｓｊ（ｊ ＝ ｎ ＋ １，ｎ
＋ ２，…，ｍ）表示巨系统内第二类各个分系统的资
源配置强度，Ｃｄ，Ｓｋ（ｋ ＝ ｍ ＋ １，ｍ ＋ ２，…，ｌ）表示巨系
统内第三类各个分系统的资源配置强度，则描述复
杂巨系统和它的内部分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的模型

Ｃ
·
ｄ，Ｓ ＝ Ｃｄ，Ｓ ｆＳ（Ｃｄ，Ｓ，Ｃｄ，Ｓｉ，Ｃｄ，Ｓｊ，Ｃｄ，Ｓｋ），
Ｃ
·
ｄ，Ｓｉ ＝ Ｃｄ，Ｓｉ ｆＳｉ（Ｃｄ，Ｓ，Ｃｄ，Ｓｉ，Ｃｄ，Ｓｊ，Ｃｄ，Ｓｋ），
Ｃ
·
ｄ，Ｓｊ ＝ Ｃｄ，Ｓｊ ｆＳｊ（Ｃｄ，Ｓ，Ｃｄ，Ｓｉ，Ｃｄ，Ｓｊ，Ｃｄ，Ｓｋ），
Ｃ
·
ｄ，Ｓｋ ＝ Ｃｄ，Ｓｋ ｆＳｋ（Ｃｄ，Ｓ，Ｃｄ，Ｓｉ，Ｃｄ，Ｓｊ，Ｃｄ，Ｓｋ），
（Ｃｄ，Ｓ，Ｃｄ，Ｓｉ，Ｃｄ，Ｓｊ，Ｃｄ，Ｓｋ）∈Ｒ４＋
ｉ ＝ １，２，…，ｎ；　 ｊ ＝ ｎ ＋ １，ｎ ＋ ２，…，ｍ；
ｋ ＝ ｍ ＋ １，ｍ ＋ ２，…，ｌ． （７）
在ｆＳ ／ Ｃｄ，Ｓ，ｉ ＞ ０及ｆＳ，ｉ ／ Ｃｄ，Ｓ ＞ ０的条件下

反映复杂巨系统与它的第一类各个分系统是合作
的，而在ｆＳ ／ Ｃｄ，Ｓ，ｊ ＜ ０及ｆＳ，ｊ ／ Ｃｄ，Ｓ ＜ ０的条件下反
映复杂巨系统与它的第二类各个分系统是竞争的，
在｜ ｆＳ ／ Ｃｄ，Ｓｋ ｜ ＜ δ及｜ ｆＳｋ ／ Ｃｄ，Ｓ ｜ ＜ δ的条件下反映
复杂巨系统与它的第三类各个分系统是具有混合
关系的．作为这种分析的扩展，我们可以由配置强
度Ｃｄ和资源数量Ｑ（包括体积元的数量）构成资源
配置空间（Ｃｄ，Ｑ），并以资源配置强度为核心而形
成复杂巨系统内部均衡交流分析．

在复杂巨系统和它的内部分系统之间，资源交
流会出现两种基本状况，即集中交流和分散交流．
在前一种状况中，复杂巨系统内部各个分系统集中
地与某一配置结点交流资源；而在后一种状况中，
复杂巨系统内部各个分系统分散地相互交流资源．

由此可以给出内部动力因子—合作效应量
ＷＳ，Γ和竞争效应量ＷＳ，Ｌ，并由此而引出内部动力趋
向因子χＳ ．采用负熵计算方法，可计算合作系统有
序度ｈΓ（ｅ，ｒ）和竞争系统有序度ｈＬ（ｅ，ｒ）．

由此还可以给出内部协同因子—集中交流量
ＭＳ，Λ和分散交流量ＭＳ，Ｖ，并由此而引出内部协同趋
向因子ｈＳ．采用负熵计算方法，可计算集中系统有
序度ｈΛ（ｅ，ｒ）和分散系统有序度ｈＶ（ｅ，ｒ）．

复杂巨系统往往具有形成、存在、变化、发展、衰
退和消失过程．新分析将表明：在复杂巨系统的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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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变历程中，进化机制和退化机制往往相互作用，并
且在复杂巨系统的不同阶段分别居于主导地位．

这一新假说包含如下内容：进化机制具有择优
限劣的正向选择作用，往往体现效能优先原则；而
退化机制具有择劣限优的逆向选择作用，往往破坏
效能优先原则．不论进化机制起主导作用，还是退
化机制起主导作用，稳定机制在复杂巨系统过程的
各个阶段都起作用．进化稳定机制对于进化机制起
到扶弱抑强作用，往往体现均衡优先原则；而退化
稳定机制对于退化机制往往起到扶强抑弱作用，体
现非均衡优先原则．

３　 结论
基于上述假设，可作如下推论：在环境体系处

于进化机制起主导作用的阶段，在基础动力效应方
面处于优势地位的复杂系统往往与环境体系具有
合作关系（目标一致），而在基础动力效应方面处
于劣势地位的复杂系统往往与环境体系具有竞争
关系（目标冲突）．

进一步地，可作如下推论：在环境体系处于进
化制衡机制起主导作用的阶段，在基础动力效应方
面处于优势地位的复杂系统往往受到约束，而在基
础动力效应方面处于劣势地位的复杂系统往往受
到激励．

基于上述假设，可作如下推论：在复杂巨系统
处于进化机制起主导作用的阶段，在基础动力效应
方面处于优势地位的分系统往往与复杂巨系统具
有合作关系（目标一致），而在基础动力效应方面
处于劣势地位的分系统往往与复杂巨系统具有竞
争关系（目标冲突）．但在复杂巨系统处于退化机
制起主导作用的阶段，在基础动力效应方面处于优
势地位的分系统往往与复杂巨系统具有竞争关系
（目标冲突），而在基础动力效应方面处于劣势地
位的分系统往往与复杂巨系统具有合作关系（目标
一致）．

进一步地，可作如下推论：在复杂巨系统处于
进化制衡机制起主导作用的阶段，在基础动力效应
方面处于优势地位的分系统往往受到约束，而在基
础动力效应方面处于劣势地位的分系统往往受到
激励．但在复杂巨系统处于退化制衡机制起主导作
用的阶段，在基础动力效应方面处于优势地位的分
系统往往受到激励，而在基础动力效应方面处于劣

势地位的分系统往往受到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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