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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工程导论》

前言

随着工业化、信息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已成为推动我
国工业产业可持续发展、建立现代产业体系的战略举措，自动化正是承载两化融合乃至社会发展的核
心。自动化既是工业化发展的技术支撑和根本保障，也是信息化发展的主要载体和发展目标，自动化
的发展和应用水平在很大意义上成为一个国家和社会现代工业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从传统的化工、
炼油、冶金、制药、机械、电力等产业，到能源、材料、环境、军事、国防等新兴战略发展领域，社
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均和自动化息息相关，自动化无处不在。本系列教材是在建设浙江大学自动化国家
级特色专业的过程中，围绕自动化人才培养目标，针对新时期自动化专业的知识体系，为培养新一代
的自动化后备人才而编写的，体现了我们在特色专业建设过程中的一些思考与研究成果。浙江大学控
制系自动化专业在人才培养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其前身是浙江大学于1956年创立的化工自动化专业
，这也是我国第一个化工自动化专业。1961年该专业开始培养研究生，1981年以浙江大学化工自动化
专业为基础建立的“工业自动化”学科点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首批博士学位授予点，1984年开
始培养博士研究生，1988年被原国家教委批准为国家重点学科，1989年确定为博士后流动站，同年成
立了工业控制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1992年原国家计委批准成立了工业自动化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2007年启动了由国家教育部和国家外专局资助的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111”引智计划）。
经过50多年的传承和发展，浙江大学自动化专业建立了完整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体系，沉积了深厚的
文化底蕴，其高层次人才培养的整体实力在国内外享有盛誉。作为知识传播和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浙江大学自动化专业一贯重视教材的建设工作，历史上曾经出版过很多优秀的教材和著作，对我国的
自动化及相关专业的人才培养起到了引领作用。当前，加强工程教育是高等学校工科人才培养的主要
指导方针，浙江大学自动化专业正是在教育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的指导下，对自动化专业的培
养主线、知识体系和培养模式进行重新布局和优化，对核心课程教学内容进行了系统性重新组编，力
求做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知识目标和能力目标相统一，使该系列教材能和研讨式、探究式教学方法
和手段相适应。本系列教材涉及范围包括自动控制原理、控制工程、检测和传感、网络通信、信号和
信息处理、建模与仿真、计算机控制、自动化综合实验等方面，所有成果都是在传承老一辈教育家智
慧的基础上，结合当前的社会需求，经过长期的教学实践积累形成的。大部分教材和其前身在我国自
动化及相关专业的培养中都具有较大的影响，例如《过程控制工程》的前身是过程控制的经典教材之
一、王骥程先生编写的《化工过程控制工程》。已出版的教材，既有国家“九五”重点教材，也有国
家“十五”、“十一五”规划教材，多数教材或其前身曾获得过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或省部级优秀教材
奖。本系列教材主要面向自动化（含化工、电气、机械、能源工程及自动化等）、计算机科学和技术
、航空航天工程等学科和专业有关的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以及工作于相应领域和部门的科学工作
者和工程技术人员。我希望，这套教材既能为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的知识拓展提供学习参考，也能为
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知识更新提供指导帮助。本系列教材的出版得到了很多国内知名学者和专家的悉心
指导和帮助，在此我代表系列教材的作者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同时要感谢使用本系列教材的广大
教师、学生和科技工作者的热情支持，并热忱欢迎提出批评和意见。201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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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动化国家级特色专业系列规划教材:系统工程导论(第2版)》内容简介：系统工程是当代正在迅速
发展的一门综合性基础学科，内容涉及系统建模、系统分析、系统设计、系统仿真、系统预测、系统
评价和系统决策诸方面，是系统研究和系统应用的桥梁。
《自动化国家级特色专业系列规划教材:系统工程导论(第2版)》系统地介绍系统工程理论的基本概念
、原理与应用。内容上，第1～3章介绍了系统工程的基础理论与方法论，并指出系统工程与系统科学
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社会经济系统及其复杂性分析，培养读者系统论的思维方法；第4～6章就系统
分析、系统仿真、系统建模和系统预测方面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讨论，介绍了多种系统工程研究的思想
和方法，以熟悉实际系统工程问题的解决步骤和技术路线；第7、8章阐述了系统评价、系统决策和系
统设计的基本方法，使读者掌握一定的系统综合能力，为系统工程思想与方法的实际应用创造条件；
第9章结合一些实际应用背景，给出了几个系统工程案例。书中每章配有典型的例题，并在章后配有
一定量的思考题、习题。
《自动化国家级特色专业系列规划教材:系统工程导论(第2版)》可作为系统工程学科、控制学科、管
理学科各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教学用书，也可作为广大教师、科技工作者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使用者可根据自己的专业背景和使用目的选取所需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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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模型是对现实系统（或拟建系统）的一种描述，同时也是对现实系统的一种抽象。
因为系统事物一般来说都异常庞大，相互交织的因素很多，关系又错综复杂。因此，模型必须抓住系
统的实质因素，尽量做到简单、准确、可靠、经济、实用。系统模型反映着实际系统的主要特征，但
它又区别于实际系统而具有同类问题的共性。因此，一个通用的系统模型应具有如下的三个特征。 ①
是实际系统的合理抽象和有效的模仿。 ②由反映系统本质或特征的主要因素构成。 ③表明了有关因
素之间的逻辑关系或定量关系。 由于模型描述现实世界，因此必须反映实际；由于它的抽象特征，又
应高于实际。在构造模型时，要兼顾到它的现实性和易处理性。考虑到现实性，模型必须包括现实系
统中的主要因素；考虑到易处理性，模型要采取一些理想化的办法，即去掉一些外在的影响并对一些
过程做合理的简化。当然，这样会使模型的现实性有所牺牲。一个好的模型要兼顾到现实性和易处理
性。 5.1.2建立系统模型的必要性 人类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研究方法一般说来有三种，即实验法、抽
象法、模型法。实验法是通过对客观事物本身直接进行科学实验来进行研究的，因此局限性比较大。
抽象法是把现实系统抽象为一般的理论概念，然后进行推理和判断，因此这种方法缺乏实体感，过于
概念化。模型法是在对现实系统进行抽象的基础上，把它们再现为某种实物的、图画的或数学的模型
，然后通过模型来对系统进行分析、对比和研究，最终导出结论。由此可见，模型法既避免了实验法
的局限性，又避免了抽象法的过于概念化，所以成为现代工程中一种最常用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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