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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鉴于社会系统主体的适应性、结构的涌现性及演化路径的多样性，需要从情景着手来更

好地研究社会系统． 首先基于复杂科学视角，界定社会系统情景的深刻内涵; 其次，分析社会系

统情景可计算性的三层结构模型; 第三，构建从实际情景到概念情景、从概念情景到结构化情

景、从结构化情景到计算机实现的社会系统多元情景近似可计算模式; 最后，以典型的社会系

统———太湖流域复合系统为研究对象，采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研究思路，提出该系

统情景近似可计算模式的研究方案，并分析政府不同偏好对该系统情景演化的影响，以期为社

会系统研究提供新的理论元素和方法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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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复杂性思维和对复杂性的探索，不断加深了

人们对社会系统自身复杂性的理解和认识［1］． 作

为有高度智能的人参与的开放复杂巨系统，社会

系统不仅具有一般复杂系统的基本特征，而且具

有一些特殊的复杂性表现形式，主要集中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 1) 社会系统中人的复杂性． 社会系统中的

主体具有记忆、学习和产生对策的能力，具有高智

能性［2］和适应性［3 － 6］，通常智能程度越高，适应能

力越强，行为的不确定性越大，系统就越复杂．
( 2) 系统结构的涌现性． 社会系统中主体行

为的多样性［7］以及信息不完全与不对称［8 － 13］、信
息流的传导偏差、时间延滞［14］，加上信息在复杂

网络结构中的非线性传播，均可能使得社会系统

涌现出复杂的大尺度行为．
( 3) 系统演化路径的多样性． 社会系统是一

个开放的系统，各个层次的主体必须不断调整自

身的活动以适应外部环境的演化，这种调整必然

引起系统内部各组分行为、结构形态及其相互作

用模式的变化，包括较多的非线性成分、对初始条

件敏感性及路径依赖性［15］．

总之，社会系统中主体的智能性和适应性、社
会系统在空间上所展现的涌现性［16］、在时间上呈

现的演化性等，都是社会现象复杂性［17，18］的典型

表征． 20 世纪 70 年代末，钱学森等提出将还原论

和整体论辩证统一起来，创新性地提出将定性、定
量方法结合起来的综合集成思想和方法论［19 － 21］．

1 社会系统研究的情景需求

社会系统研究实际上是人们认识社会系统并

形成概念、判断与推理的过程，是社会系统在研究

者头脑中的一种再现和重构． 这种再现和重构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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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方式来看，可能是感性的，也可能是理性的;

从认识角度来看，可能是局部的，也可能是整体

的． 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研究往往是有画面感的，

而且画面是受环境、时间而变化的，甚至画面是前

后连贯的，即是具有“情景”性的．
“情景”是社会系统在整体层面上的宏观现

象、现象的演化及其形成该现象的路径． 具体说明

如下:

( 1)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一般所述情景基本

上均指未来情景，但未来情景与现在情景及过去

情景是一个连贯的过程，未来情景包含着现在和

过去情景，但不完全包含在过去和现在情景之中，

此意为不能由过去和现在的情景完全推断和确知

未来情景．
( 2) 未来情景是人们可能面临的某种现象，

因为构成情景的主要原因是社会系统的自组织行

为，因此，人们无法由自己的意志和偏好完全安排

与定制社会系统未来情景．
( 3) 但是，情景在形成与演化过程中也确实

深受人的行为的影响，所以在总体意义上，情景既

是人们研究社会系统对象或问题的背景，也往往

在一定程度上是人们自身行为创造的结果．
( 4) 由于情景形成的深度不确定性，因此未

来情景的空间也是不确定的，而且随着情景演化

路径越长，情景空间的不确定性越显著，这也是社

会系统所以是复杂系统的关键原因．
在这里，“情景”可以是局部的，如社会系统

的某个状态、某个特征，也可以是整体性的，如系

统状态与行为的有机结合所呈现出来的整体特

征; 在刻画程度上，“情景”可以是具体的，也可以

是经过抽象的; 在维度上，可以是一维的，即仅从

一个角度来刻画系统，也可以是多维的，即从多个

角度来刻画系统; 在时间关系上，“情景”可以是

某一时间点的，也可以是某一个时间范围内的，这

个范围可以是小时间尺度，也可以是大时间尺度;

在数量关系上，“情景”可以是单一的，如社会系

统在某个时间节点或特定的环境下所呈现出来的

系统特征，也可以是组合的或者连续的． 因此，情

景在结构性、要素或层次上均体现其“多元”特

性，称为多元情景，也可简称为情景．
“情景”就如同一个摄影师把客观世界和他

的主观世界统一地呈现出来的一张照片、一组照

片或一段视频． 在一定意义上，社会科学研究必不

可少的工作是呈现社会系统情景． 社会科学研究

结果也是有情景的，离开了“情景”，就难谈结论

的实际意义与正确可靠性． 从逻辑学看，研究结论

是根据一定的前提推论得到的结果，是对事物做

出的总结性判断． 这里暗含着理论的成立存在必

要的前提，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理论假设和情景

依赖，脱离了假设与“情景”谈理论的价值与应

用，就可能“不得要领”或“张冠李戴”． 它告诉我

们在关注理论内容的同时，还要关注理论蕴涵的

条件、假设以及系统情景．
综上可见，尽管社会科学研究取得了很多的

成果，但直接以“情景”为研究对象显得明显不

足，更不用说开展深度的研究． 这也是社会系统研

究仅仅用定性方法或者定量方法，无法全面深刻

地揭示问题本质和演化规律的重要原因． 对很多

深层次复杂社会问题的认识、理解甚至解决，如果

缺少了“情景”的嵌入，其缺陷是显而易见的．

2 社会系统多元情景的可计算性

社会系统的“可计算性”是关于社会系统情

景的“可计算性”，且这种“可计算”是指计算机在

社会系统中的三类应用———模拟、计算和实验，能

否在计算机中可实现． 因此，在这个意义下，社会

系统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有时是“可计算”的，有时

是“不可计算”的．“可计算”与否既取决于社会系统

情景的结构类型，又取决于我们如何应用计算机．
社会系统的“计算”可以用如图 1 的结构模

型来实现: 社会系统的“计算”分为三个层次，一

个是实际问题层次，即物理世界层次; 一个是概念

模型层次，即逻辑技术层次; 一个是计算模型层

次，即应用实现层次．
正如“复杂”与“复杂性”存在着区别一样，

“计算”与“可计算性”也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可

计算性”事实上是对“计算”的性质、特征、程度的

计量，而“计算”只是表示利用计算机求解社会系

统情景的过程． 鉴于以上的概念陈述和社会系统

计算的结构模型，假定在整个过程可以表示为有

限数量的函数簇 { fi，i = 1，2，…，N} ，定义社会系

统情景的可计算性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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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社会系统计算的结构模型

Fig． 1 The structure model of calculating social system

定义 对于某一社会系统情景，如果函数簇

中每个函数 fi，i = 1，2，…，N 都是可计算的，即如

果函数 fi 的定义域是 Di，值域是 Ｒi，且存在一种

算法，对 Di 中任意给定的 x，都能在有限步内计算

出 fi ( x) 的值，则称社会系统情景是可计算的．
由定义可知，社会系统情景的求解方案只要

能够表示成有限的计算机函数处理逻辑单元，且

每个单元能够在有限步内进行求解，则该社会系

统情景是可计算的．
需要说明的是，社会系统情景一般是结构化

情景、半结构化情景及非结构化情景并存，理论上

严格的有限步求解是很少的． 因此，社会系统情景

一般是不能通过严格的有限步求解形成的，如同

一个算法，只能在一定的近似意义下，通过有限步

求解来构建社会系统情景模型． 这样一来，就存在

真实情景的“真正的”无限步情景与“近似的”有

限步情景的误差，这也是一般的理论模型与实际

模型通常存在的现象，此时可根据需要确定偏差

的可接受范围，并据此来确定有限求解步数来生

成真实情景的近似替代情景．

3 社会系统多元情景的可计算模式
建构

社会系统多元情景的计算模式构建是情景近

似可计算的构建过程，是实际情景到概念情景、概
念情景到结构化情景、结构化情景到计算机实现

的三阶段分析且不断循环迭代逼近的过程，如图

2 所示．
3． 1 从实际情景到概念情景

社会系统的“实际情景”在被研究者感知、认
识后会形成一定的“概念情景”． 一般而言，人们

对“实际情景”的认知有直接途径和间接途径之

分． 其中，直接途径是人们通过其五种感官 ( 视

觉、听觉、味觉、嗅觉和触觉) 的功能，形成对“实

际情景”的切身感知与认识; 但直接认知途径不

可避免地受到多方面的限制，如自身能力、经验、
知识、视角以及立场等都会影响其对“实际情景”
的认知结果，因此不同的人可能产生不同甚至相

反的结果． 间接途径是通过获取、理解与加工他人

现有的对“实际情景”的认知信息来形成认知． 同

样，面对相同信息，不同的人也会因目的、视角、能
力等差异而产生认知差异，甚至出现认知的“二

次”失真． 在实际情况中，人们常常综合运用直接

途径和间接途径去认知“实际情景”． 由此可见，

从“实际情景”到“概念情景”的转化中，人的主观

性及其它因素，使得认知差异与认知失真是客观

存在的，有必要注重在实践、实验和经验的基础上

充分利用专家定性的经验与知识，通过各种技术

和方法减少不必要的曲解或失真．
因此，无论人们通过何种途径认知社会系统，

最终都是在头脑中形成映像并产生相应的概念，

把社会系统抽象为概念模型和知识模型，并用定

性的方法和定量方法等来描述这些概念模型和知

识模型，进而将现实社会情景转化为研究者思维

中的概念情景． 同时，在这个转化过程中，必然包

含了研究者基于特定研究目的、研究视角等对

“实际情景”的抽象、简化、概括等，并在此基础上

潜移默化地选择“实际情景”中某些不同的“情

景”及其主要构成． 其中，结构化部分的描述多采

用定量知识表达、非结构性部分的描述多采用定

性知识表达． 同时，在该阶段中，无论定性知识还

是定量知识在起初都是相对粗糙、模糊的; 但是，

随着研究者基于特定研究目的从不同研究视角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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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情景”的深入分析与认知，逐步实现“概念

情景”的清晰化与系统化． 因此，从“实际情景”向

“概念情景”的转化，必然体现通过一个比较无

序、比较非结构、比较模糊、比较非优化但不断改

进、不断完善的系统序列实现对一个复杂“实际

情景”的认知．
尤其是，“实际情景”的复杂性会导致研究者

在一开始认识和分析问题时只能以描述的方式说

明其外在的表现特征，用语言表达思辨性内容，用

经验判断并灵活地建立“概念情景”． 这一方面符

合人们擅长自下而上、自个别到一般的认知特点，

同时也符合复杂性问题中非结构化的模糊性和难

以精确量化等特征． 在这一过程中，研究者的归

纳、理解能力以及知识和经验发挥了本能的作用，

并为进一步采用标准程序和精确手段将“概念情

景”转化为计算机可重构的“结构化情景”，严密

和精细化界定“情景“的深层关系和规律奠定了

基础．

图 2 社会系统情景建模的全过程技术框架

Fig． 2 The whole process for technology framework of modeling scenario for the social system

3． 2 从概念情景到结构化情景

通过对“现实情景”感知得到的“概念情景”
常常呈现出非结构化等特征． 由于“实际情景”的

整体性强且与外部环境联系密切，在“概念情景”
阶段，研究者往往无法对“情景”及其要素有较为

清晰的认识和理解． 尤其是，为了能够在计算机上

重构社会现象的基本情景，并以此为基础在计算

机上再现社会现象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研究者需

要在一定意义下通过各种方法把“概念情景”中

半结构化甚至非结构化“情景”转化为“结构化情

景”，这些结构化情景与“概念情景”中那些结构

化部分，一起构成“可计算情景”，为对反映社会

现象本质特征的故事情景进行“情景空间”意义

下的计算机重构奠定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结构化情景”不等同于结构

化数学模型，它比结构化数学模型更广义，例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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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逻辑关系与一定的规则或法则均可以为一种

结构化． 虽然这时也会丢失一些( 甚至不少) 不能

被结构化的“情景”，但这一过程可使研究者进一

步把“实际情景”抽象和符号化，提取“结构化情

景”中的主体、行为、结构、关联、规则等，从而使

社会故事中的基本情景成为计算机能够“读懂”
的结构化与逻辑关系明晰的“情景要素”，如图 3
所示． 同时，“结构化情景”的形成过程中还应综

合运用多种定量结构化技术与方法，如数据采集

与分析、信息编码、数据挖掘、数据耕耘等; 更有效

的做法是通过科学与经验、理性和感性、定性与定

量方法的有机整合，达到对“概念情景”的系统分

解、精准认识与系统综合，因此，从“概念情景”到

“结构化情景”的转化也是一个多阶段组成的复

杂演进过程．

图 3 结构化情景的产生

Fig． 3 Generating structured scenario

同时需要指出，“结构化情景”的直接出发点

是用逐步精确化、结构化的系统序列来提取“情

景要素”以易于建模并程序化，研究者仍需在综

合权衡研究目标与分析能力、可行性与必要性、效
果与效率等基础上，选择恰当的“情景要素”来描

述粗粒度的“情景”．
3． 3 从结构化情景到计算机实现

社会系统结构化情景的计算机实现是以社会

系统结构化情景为核心，对反映社会系统实际情

景进行“情景空间”意义下的计算机重构，计算机

实现是通过“一个”或“一些”实际社会系统情景

或预定义与假设，对“一类”具有相同本质特征和

动力机制的基本社会系统实际情景一致基础上的

“情景空间 嵌 入”，并 通 过 在 计 算 机 系 统 中“再

现”、“培育”和“生长”这类社会系统实际情景，开

展社会系统实际情景的分析、解释、预测、管理和

控制研究． 如图 4 所示，图中虚线框部分是数据结

构，虚线描述数据流动方向． 实线框部分是计算模

块，实线表示计算流程． 此外，在具体计算机实现

过程中，还需要关注以下方面:

( 1) 系统环境的建模． 在建模的过程中需要

将系统环境与主体之间的关系考虑进去． 实际上

考虑环境与主体之间的关系，就是建立环境模式

转换的过程，例如可以将环境变量看成是时间变

量、主体活动等因素的函数表达式．
( 2) 主体对象的建模． 情景建模不是也不可

能是对社会模型的完全复制，而是有选择地提取

模型特征，创造性地构造模型表达方式的过程． 例

如在谣言传播的过程中，对参与主体进行抽象时，

并不需要将每个个体的身高、体重、皮肤颜色等无

关于问题研究的属性特征抽象出来表现在情景模

型中，而每个人面对谣言的态度这一属性特征，则

需要对其进行抽象，并用恰当的方式在情景模型

中表达．
( 3) 主体演化规则的设计． 主体是模型的中

心，主体行为规则的设计是系统建模的关键，在模

型行为规则的约束下，主体在系统环境中经过多

个周期的不断迭代，也揭示了系统的演化趋势． 主

体的演化规则受到多方面的影响，除了受到自身

条件限制外，还会受其他行为主体的影响，甚至和

其他行为主体之间有着某些制约关系． 例如在产

业集群的情景建模建模过程中，单个企业的演化

受到自身资源的限制，不能够任意提高自身的成

长速度; 同时还与其他企业之间存在着竞争 ( 合

作) 关系，这种竞争 ( 合作) 关系也包括了供应链

上下游之间的交易过程．
( 4) 系统模型数据结构的设计． 主体在系统

内部的演化中存在着各种演进方式，其中包括主

体与主体之间的数据交互、主体与环境之间的数

据交互、主体自身属性的遗传变异等． 这些交互或

者遗传变异的过程中都伴随着系统属性数据的变

化，这些系统数据的交互演变，可以看作是数据结

构之间的操作． 通过适当的数据结构描述来表达社

会系统的结构，解决情景建模“计算什么”和“如何计

算”的问题． 例如在谣言传播的过程中，系统主体构

成了一个复杂网络，这一网络结构反映了主体之间

的交互关系，可以借助数据结构设计来合理表达信

息的传递、主体属性的演进等数据处理过程．
( 5) 数据分析与可视化表达． 在系统的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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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中间结果，对于这些中间结

果进行分析和处理，可以得到许多有意义的启发

与暗示，这就需要在模型中采用统计分析等数理

方法． 另外，除了中间数据的处理之外，在系统演

化的过程中，还需要将模型的具体表达用形象的

方式展示在计算机上，这就需要建立模型的可视

化空间，以便让人们更直观地看到系统的演化过

程，更形象地揭示系统的演化规律．

图 4 结构化情景的计算机实现的一般框架结构

Fig． 4 A general structure framework of computer implementation for structured situational

4 案例说明

作为一个复杂的开放巨系统，太湖流域复合

系统的复杂性使其呈现出极大的随机性、模糊性、

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22 － 25］，同时系统内在的自适

应能力与作用规律表现出秩序性、确定性、必然性

和规律性． 因此． 太湖流域治理必定是一个长期复

杂的系统工程．
4． 1 太湖流域复合系统概念情景

科学系统地描述和表征太湖流域复合系统是

开展太湖流域治理的基本前提． 从系统科学分析，

太湖流域是一个由人参与并主导的、要素众多、关
系复杂、功能多样的社会 － 经济 － 自然复合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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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复杂的时空结构与层次结构，并呈现出整体

性、动态性、非线性、适应性、多维度等特性． 构成

太湖流域复合系统概念情景的三个不同性质的系

统———自然子系统、经济子系统与社会子系统，各

自又是复杂自适应系统，有各自特殊的结构、功能

和作用机理; 而且它们自身的存在和发展又受其

它系统结构、功能的制约．
( 1 ) 太湖流域自然子系统是一个完整的生

态系统，具有自组织、自调节与自生长能力，是

构成复合系统的基础． 系统内部存在着复杂的

非线性反馈机制，以生物与环境的协同共生及

环境对流域内活动的支持、容纳、缓冲及净化为

特征，与社会经济系统存在物质、能量与信息的

交换． 人类对自然系统的负面干扰主要体现在

环境污 染 与 资 源 破 坏，并 通 过 一 系 列 生 态、物

理、化学、生物等过程使自然生态系统结构发生

变化，进而改变其功能．
( 2 ) 太湖流域经济子系统重点关注社会经

济生产，主要包括企业生产和农业生产． 其中企

业生产的主体是企业，农业生产的主体是农村

居民或农业企业，包括粮食生产、畜牧业和畜禽

业等等． 企业生产需要考虑生产资料的供应、生

产环节的技术水平、产品的市场消费以及整个

生产环节的生产资料的流通等等． 企业主体的

环境意识和环境态度水平对其环境行为的决策

具有重要的作用． 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季节性的

农业种植、施肥程度、降雨量等环境因素都会影

响农业生产的水平． 畜牧业和畜禽业也受到相

关因素的制约．
( 3) 太湖流域社会系统不仅包括了社会建制

以及社会精神层面的规范和准则，同时还包括社

会系统内部各个要素的认知情感系统． 情感认知

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信息的加工和对加工输出的决

策过程，加工过程受到个体异质性性质的影响，如

学习能力、遗忘时间、知识储备以及个体信仰和道

德水平等等，同时也受到如文化、理想等的制约．
4． 2 太湖流域复合系统情景建模研究方案

图 5 凝炼了太湖流域复合系统结构化情景及

计算机实现的基本架构． 总的来说，结构化情景主

要描述三个方面的核心问题，一是要能够对太湖

流域复合系统中自然系统运行交互规律的描述和

建模，二是能够对社会系统进行描述和建模，三是

对复合系统中自然 － 社会系统的交互关系进行描

述和建模，最后是太湖流域复合系统的计算机实

现． 其中，结构化情景主要实现对湖泊流域自然 －
社会复合系统的建模，具体描述如下:

( 1) 结构化情景中对太湖流域自然系统的描

述来自对太湖流域自然生态系统的抽象和概括，

主要包括太湖、太湖流域河流、太湖中的藻类、底
泥、营养盐的输送与迁移转化、径流、地下水渗透、
排污口以及一些环境变量，如温度、光照、降雨、流
场等，其中湖泊和河流的网格化是实现湖泊水体

水动力的基础．
( 2) 结构化情景中对社会系统的刻画来自对

太湖流域社会系统的抽象和概括，主要是对各类

参与主体的环境行为及其交互关系进行描述性建

模． 社会系统“人”的因素是结构化情景的核心和

重点，这主要有政府环境行为、企业环境行为以及

公众环境行为． 这些行为产生的背后是一个个异

质性主体的行为决策，行为决策又与其主体自身

的认知系统和环境客体有关． 因此，对太湖流域社

会系统的结构化情景建模需要从三个层面展开:

首先要能够对每一类主体的自身认知架构进行建

模，即要能够充分定义这些主体，包括主体数量、
主体空间位置、主体认知属性、主体时间状态迁

移、主体决策机制等等，并提供灵活和可扩展的属

性库; 其次要能够实现对主体交互结构的充分定

义功能，主要包括主体结构选择、结构自定义以及

结构自适应、自组织等功能，该部分是主体自身认

知行为与主体与环境交互后动态产生的; 最后是

社会约束规范对以上两个方面的刺激与制约，包

括政策法律环境等等，以约束主体的行为．
( 3) 结构化情景中对太湖流域复合系统交互

关系的描述来自于对太湖流域自然 － 社会双重属

性的概括和抽象，即社会客体对自然环境的改善、
影响以及自然环境对社会系统的反馈作用． 总的

来说，结构化情景至少要能够提供太湖流域复合

系统的基础性架构，即社会系统向自然系统排污

污染物以及自然系统向社会系统反馈自然系统健

康状况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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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太湖流域复合系统结构化情景及其计算机实现

Fig． 5 Structured scenarios and computer implementation of Taihu lake composite system

4． 3 政府不同偏好对太湖流域复合系统情景演

化的实验分析

政府在太湖流域社会生活具有相对特殊的

身份、地位、职能和行为，经济偏好导致环保重

视不足、利益寻租等等社会问题的同时，会使得

太湖流域水环境问题持续恶化; 政府的环境偏

好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却

能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总之太

湖流域水环境管理中合理的政府环境决策行为

能够更好的整合资源、把握方向、提高治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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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治理效果．
本实验设 计 了 3 种 实 验 情 景，具 体 如 表 1

所示．
表 1 实验情景设计

Table 1 design for experimental scenario

政府偏好 经济偏好 社会偏好

实验情景 1 0． 1 0． 9

实验情景 2 0． 5 0． 5

实验情景 3 0． 9 0． 1

该实验的结果如图 6 所示． 从图中可以看出，

从劣 5 类水所在太湖区域的结构、面积比较来看，

当政府的经济偏好占主导时( 情景 3) ，太湖水体

的水质在 5 月份以及 7 月份 90% 以上是劣 5 类

水，而社会偏好占主导时( 情景 1) ，从 7 月份的水

质可以看出，太湖水质有了很大转变． 当政府的社

会偏好和经济偏好基本相同时( 情景 2) ，太湖水

体水质基本上处在情景 1 和情景 3 之间．
不管是哪种情景，太湖水体的水质在 5 月份

时最差，而 11 月份时最好，且基本上介于 2 类和

3 类水质之间． 这是因为在秋冬季节太湖流域的

农业生产和降雨等因素对太湖水体的影响效力逐

渐减弱，同时由于夏季( 7、8、9 等月) 中太湖水体

中各类水生生物等对营养物质的大量代谢、降雨

带来的入湖水量的急剧增加，一方面各类水生生

物消耗了大量的氮磷等营养物质，一方面随着入

湖水量的增加对太湖水体中氮磷等营养物质浓度

进行了大量的稀释等．

图 6 政府不同偏好对太湖复合系统动态演化的影响分析

Fig． 6 Impact analysis of dynamic evolution for Taihu lake composite system with different preferences of the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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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束语

随着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工具的不断创新和

完善，科学规范的研究方法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的

应用范围逐步拓展． 社会系统多元情景可计算模

式在综合集成理论基础上，利用计算技术对社会

系统情景演化机制及其要素的动力学进行模拟，

研究社会系统情景的发生过程、相互关系，对“已

经发生”、“正在发生”和“将来可能发生”的社会

系统情景进行分析，解释其形成的原因，发现其中

的规律和法则，从而设计出求解社会系统实际情

景的方案，为实际社会活动的管理提供客观和符

合规律的正确建议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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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utable patterns of multivariate scenarios in social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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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daptive agents of social systems，emergence of their structures and diversity of their evolution
paths make their scenario research necessary． Firstly，based on the views of complex science，this paper de-
fines the profound connotation of scenarios in social systems． Then，a three-layer structure model of computa-
bility of scenarios is analyzed in a social system． Thirdly，multivariate models of computable scenarios are built
from three stages: actual scenarios to concept scenarios，concept scenarios to structured scenarios，and struc-
tured scenarios to computer implementation． Lastly，In a typical complex system of asocial system-the Taihu
lake basin，a scheme on computable and approximate scenarios of the system is proposed according to the re-
search idea of the“top-down”and“bottom-up”． The impacts of different government preferences on the sce-
narios evolution of the system are analyzed． This paper might provide new theoretical elements and methodolo-
gy guidance for researches on social systems．
Key words: complex system; model systems; scenario; compu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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