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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工程》

前言

当今社会，随着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生产的规模、社会活动的规模、科学研究以及人类文化
活动的规模日益扩大，各部门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逐渐形成了一个个有机整体。这些整体具有特定
的功能或目的，人们需要从全局上来认识和处理这些整体，在长期的实践中对这种整体形成了概念，
也就是“系统”的概念。人类为了生存和持续发展，在对自然系统逐步加深认识的基础上，构建了许
多人工系统，从古代的防洪灌溉系统、运输和驿站系统直到现代的电力系统、铁路公路航运系统、通
信系统。各类系统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极为复杂的巨型系统，其中最为典型的是覆盖全球的互联网系
统。工农业生产各工序形成了自己的系统，又通过市场的交换形成更为复杂的经济系统。行政管理、
国防力量、社会生活也都各成系统。因此可以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系统的世界内，无时无刻不和各类
系统打交道。人类在长期改造某些自然系统和建造人工系统的工程实践中，逐渐丰富了有关系统的概
念，积累了有关系统的经验和知识。把这些知识运用到后来的实际生活中，取得许多成就。例如，公
元前250年的战国时期，蜀郡太守李冰父子带领当地人民修建的都江堰（在今四川灌县）就是一个从系
统全局着眼，把防洪、灌溉、排沙巧妙结合起来的水利工程范例。像埃及金字塔和古罗马城市的建设
成功，也都离不开工程全局的系统性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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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工程》

内容概要

《系统工程》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之一，是一本简明的系统工程教材。《系统
工程》的主旨是阐明系统工程的基本理念、方法论与方法，包括：系统的概念，系统工程的含义、任
务和内容，系统思想，系统工程方法论，系统工程从需求分析、设计、实施到运行的全过程的工作内
容和步骤，系统的建模、分析优化，评价与决策，以及复杂系统的概念等。《系统工程》可作为管理
类相关专业的本科生与研究生的系统工程教材，以及更广泛的专业作为通识课程教材使用。全书以介
绍理念和方法为主线，不强调数学工具的运用，使希望掌握系统工程基本概念的各专业学生，能通过
学时较少的课程获得基本概念，同时也能使已经参加工作的广大技术人员、管理人员、领导干部和创
业者通过自学掌握系统工程的基本思想，与自己的工作相结合而扩大自己的眼界，建立整体与全局思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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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工程》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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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系统工程　第五节 系统工程的学科特点与学科位置　第六节 系统工程的应用第二章 系统思想　第
一节 系统整体性思想　第二节 系统层次性思想　第三节 系统的秩序与系统的演化　第四节 系统的组
织与自组织　第五节 系统中的信息　第六节 系统与知识　第七节 系统与控制　第八节 系统复杂性第
三章 系统工程的方法论和方法　第一节 系统工程的方法、工具体系　第二节 系统工程的原则　第三
节 硬系统方法论　第四节 软系统方法论　第五节 系统方法论的进一步发展　第六节 系统直觉、系统
分析、系统综合　第七节 功能模拟和黑箱方法　第八节 系统工程中需要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第九节 
系统工程既是科学又是艺术　第十节 系统工程的队伍与专业特点第四章 系统工程过程　第一节 系统
工程过程的含义　第二节 系统生命周期　第三节 系统生命周期模型的演化　第四节 敏捷系统工程　
第五节 系统再造工程第五章 从需求的定义到系统的建构与集成　第一节 需求的定义_　第二节 系统的
概念设计　第三节 系统的建构问题　第四节 系统建构工作的特点与原则　第五节 系统建构工作的步
骤　第六节 系统建构工作的方法　第七节 系统集成第六章 系统的工程实现　第一节 系统的初步设计
和技术设计　第二节 系统的运行可行性设计　第三节 系统可靠性与可维护性　第四节 系统风险　第
五节 系统工程项目结构与工作分解　第六节 网络计划方法第七章 系统的建模　第一节 系统的模型　
第二节 系统建模过程　第三节 同构性与同态性　第四节 从概念模型到结构模型　第五节 系统的静态
数学模型　第六节 系统的动态模型　第七节 网络系统与网络模型第八章 系统的分析与优化　第一节 
系统的静态分析　第二节 系统的静态优化——线性规划问题　第三节 系统的静态优化——非线性规
划问题　第四节 系统动态分析举例　第五节 离散事件动态系统第九章 实用评价方法　第一节 系统评
价　第二节 专家评估法　第三节 层次分析法　第四节 模糊综合评价法第十章 决策分析　第一节 引言
　第二节 决策过程与步骤　第三节 决策问题的基本描述和类型　第四节 确定型与风险型决策　第五
节 完全不确定型决策　第六节 效用函数　第七节 主观概率第十一章 实际生活中的决策问题　第一节 
决策模式　第二节 多准则决策　第三节 决策方法的运用　第四节 计算机决策支持系统　第五节 元决
策第十二章 系统工程中的复杂系统与“系统的系统”　第一节 复杂系统　第二节 传统系统工程方法
的局限性　第三节 复杂系统的系统工程　第四节 复杂自适应系统　第五节 智能型复杂自适应系统　
第六节 复杂网络　第七节 “系统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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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工程》

章节摘录

插图：一层结构。我们前面谈到的某一个层次上的系统，包含下一层的多个子系统，这下一层的子系
统又可以包含多个再下一层的子系统，而上层的系统可以是更上一层系统的子系统，这就是层次结构
。系统各组成要素之间有纵向联系，也有横向联系，还可能是错综复杂、纵横交错的联系，形成了式
样纷繁的系统结构。二、系统的功能下面再讨论一下系统的功能。系统的功能问题就是系统的作用问
题。这里所谓作用，涉及系统有什么样的作用和系统对谁有作用。这里涉及谁对谁发生作用，是一个
由谁产生作用和谁接受作用的关系问题。前者是功能的主体而后者是功能的对象。例如，一个信息系
统可以为用户提供有用的信息，这里信息系统是功能的主体而用户是功能的对象。功能是所有系统都
具备的属性，每一个系统都有功能。系统之所以能够在一定的环境中存在，就是因为环境中有它能够
提供功能的对象，否则系统就不可能存在。例如运输系统的存在，是由于社会上有人和物的转移的需
要。系统的功能可以理解为系统与外部环境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过程之秩序与能力，它体现了一个
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能力。从系统本身来看，也可以把功能看做是把一定
的输入转换为一定输出的能力。例如前面所说的信息系统，它的功能表现为在用户输入所需信息的请
求之后，具有输出用户所要的信息的能力。我们这里所说的系统的功能是指系统整体的功能，而不是
各要素的功能或者要素功能的简单相加的总和。系统的功能是由于各要素按照一定方式组成系统之后
所“涌现”的整体的功能，与要素功能有着本质上的差别。一条加工线中有许多台加工机械，每台机
械各有自己的功能，但连成加工线后，涌现出加工线系统的整体功能（例如提高了生产率），这是各
台机械所不具备的。综上所述，系统的结构是系统内部各要素相互作用的秩序，系统的功能则是系统
对外部作用过程的秩序。三、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关系系统的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具体关系，存在着多种
情况：（1）一般来说，组成系统结构的要素不同，则系统的功能也不同，因为要素是形成结构与功
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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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工程》

编辑推荐

《系统工程》：21世纪管理科学与工程规划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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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工程》

精彩短评

1、内容太浅，没有实用价值。实用的工具、方法很少，也缺少案例、例题和习题，说它是教材名不
副实。
2、书没有问题，很好。配送和包装太差，以前的包装都还有个垫子保护的，现在没有了，我拿到时
袋子的两个口都破了，书快掉出来了。
3、讲得比较浅也有比较浅的好处，有些书有很多高深的数学知识，像我这种大学高数一窍不通的人
就看不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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