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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乞建勋教授的新著《网络计划管理中的机动时间特性理论及其应用》是一部研究网络计划管理中
机动时间问题的学术著作。
网络计划是一种在项目管理和工程建设中得到广泛应用的管理技术，为项目管理带来了人力、物力、
时间等资源的节约和效率的提高，在国内外应用产生过巨大的经济效益，近年来在我国经济建设（特
别是基本建设）与国防事业各领域应用十分广泛，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随着目前建设工作在工期与
资源分配方面的要求日益提高，对网络的优化问题提出了新的挑战。
为了进一步合理调配各项资源，更充分发挥其具有的潜力，需要全面研究网络计划的优化问题，其中
最关键和核心的问题是网络计划中有关机动时间特性及其同整个工程完成的时间长度（即路长）的关
系。
　　尽管近年来国内外在网络计划优化方面也有所研究，但实际应用效果并不理想，其主要原因在于
对网络的基本性态与参数的深入研究未予充分关注，特别是对时间特性中的机动时间问题缺乏细微深
入探究，因而无法取得优化的成效。
乞建勋教授在多年的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和研究生教学的基础上，对此问题开展了深刻性研究，他长
期以来一直探索解决网路计划优化中困扰人们的核心难题，该书是他和他的团队成员二十多年研究成
果结晶的凝聚。
其原创性成果反映在：系统地研究了各种时差与路长的关系；用极其简单的方法解决了工期压缩中的
关键问题；首次研究机动时间的不同使用方式对结果不同影响的规律；研究了机动时间的传递特性与
稳定特性，给出了运用机动时间求解各阶次关键路线的方法，从而将时间一费用优化问题的超大型网
络简化为等效的简单子网络；证明了一条路线上各自由时差的相互联系，有利于提高机动时间使用效
率，实现资源节约；揭示了机动时间的传递特性与稳定特性，找出了新关键工序的形成规律。
这些原创性的成果系统地总结在这本著作之中，为网络计划管理的研究与使用奠定了微观基础，有着
深远的理论意义与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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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网络计划管理中的机动时间特性理论及其应用》系统研究了机动时间的长度特性和使用特性理
论，具体包括后单时差、前单时差、总时差、节点时差等各种机动时间与路长的关联规律，机动时间
的使用方式，机动时间的传递性和稳定性等。
在此基础上，利用机动时间的特性研究了时间一费用优化问题中超大型网络化简方法、k阶次关键路
线的求法、最大有效压缩量的求法以及项目稳定性分析等问题。
机动时间是网络计划管理中的核心概念。
　　《网络计划管理中的机动时间特性理论及其应用》可供从事网络计划优化理论研究的科研人员参
考阅读，也可作为项目管理人员的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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