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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0年前，当作者在国防信息化建设中首次遭遇大规模系统的规划设计与多系统的集成改造时，突然发
现面临前所未有的工程实践问题，由此展开了对这一问题持续深入的探索。
最初，把这一问题界定在复杂系统（或者大系统）的工程问题，因而求助于复杂系统理论与工程实践
方法。
在经过近三年艰辛的理论探索与工程实践后，发现在界于传统系统工程与复杂系统（大系统）工程实
践之间，需要架设一座新的“桥梁”，这座“桥梁”能够从一般系统工程通往复杂的大系统工程。
如何架设这座科学的“桥梁”，这就是本书探讨的主题——“体系工程”。
在重新界定这一复杂工程问题的科学领域时，作者注意到国外同行也开始把这一实践问题上升到一个
学科领域问题。
2003年9月，美国维吉尼亚州老道明大学的八名学者共同撰写了System of Systems Engineering（发表于《
管理工程学报》上），首次在学术上界定了体系与一般系统、体系工程与一般系统工程的区别与联系
以及体系工程的一些基本观点。
从此“体系工程”的研究有如雨后春笋一般，从学术杂志、会议到学术机构的成立，形成了一个前沿
学科领域的完整生态。
作者在这一领域的探索从最初解决工程实践问题的发现到本书关于“体系工程理论与方法”的形成，
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深入研究：第一阶段是从工程实践中总结出问题。
问题的关键是传统系统工程理论与方法并不能为化解国防信息化建设遇到的困惑。
这一阶段是幸运的起点，也是“苦恼”的开端；第二阶段是从理论上探索新的途径。
从界定“体系”与“系统”、“体系工程”与“系统工程”的概念出发，建立“体系工程”的理论基
础；第三阶段是从“体系工程”理论与方法到实践的认识。
在这一阶段，作者以国防信息化建设中大规模系统建设规划、多系统的综合集成与改造为实践，从实
践中检验“体系工程”理论与方法。
本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体系现象与本质的认识和体系工程的界定。
第二部分着重解决体系工程实践问题，主要是体系的集成与构建。
第三部分体系的演化与评价同样是解决体系工程实践问题，主要是体系的改造工程、体系的鲁棒性与
适应性工程。
第一部分体系，包括第一～四章。
第一章 绪论，介绍体系的存在与现象以及与系统的区别；第二章 体系工程，剖析体系工程的内涵、
内容以及过程原理；第三章 体系顶层设计，阐述体系工程的首要任务及相关技术和产品；第四章 体
系工程相关方法，介绍了国内外关于体系工程实践的相关方法。
第二部分体系集成与构建工程，包括第五～九章。
第五章 体系的描述与构建，建立了体系的概念模型和构建内容与流程方法，为体系的构建工程奠定了
基础；第六章 体系使命分解与业务建模分析，建立体系的资源需求，是体系构建工程的第一步；第七
章 体系资源集成，以体系资源需求为基础，集成可获取的资源；第八章 业务流程规划与资源配置，
在体系获取的资源基础上，规划业务流程并优化配置体系的资源；第九章 体系的协同，从业务执行的
有效性需求出发，对体系协作计划与编组进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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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地总结了目前关于体系与体系工程的前沿研究，提出了体系与体系工程的基本概念、原理和
方法，构建了体系工程理论与方法体系，具体内容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了体系与体系工程的
基本概念、原理及体系顶层设计和体系工程的相关方法；第二部分以军事体系为背景，提出了体系集
成与构建方法、原则、流程和算法；第三部分在体系集成与构建基础上探索了体系的演化与评估，提
出了体系演化模式与途径、体系鲁棒性测度与动态适应性测度以及体系测度的探索性分析框架和模型
。
    本书对体系和体系工程理论与方法的探索既有学术研究价值，又有教学使用价值。
本书关于体系与体系工程前沿理论与方法的探索分析可供本领域的研究工作者借鉴；本书系统介绍多
年研究积累的体系与体系工程实践方法，可供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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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系统的理解与认识今天人们从各种角度上研究系统，对系统下的定义不下百种，如“系统是
诸元素及其顺常行为的给定集合”，“系统是有组织的和被组织化的全体”，“系统是有联系的物质
和过程的集合”，“系统是许多要素保持有机的秩序，向同一目的行动的东西”，“诸客体连同它们
之间的关系和它们的属性之间的关系的集合”，“系统是本质或实物、有生命或无生命物体的集合，
它接受某种输入并按照输入而产生某种输出，而其目的则在于使特定的输入和输出功能得到最佳的发
挥”，“系统是用来表述动态现象模型的数学抽象”，等等。
不同领域的系统实践在系统本质的认识上都存在领域的特征。
1）从社会学角度认识系统1967年，Bavclags首次提出了系统理论的社会观，即从社会学的角度来阐述
系统理论。
巴克莱从社会学角度对系统理论的探索曾引起当时众多学者的关注，其理论核心包括从社会学角度阐
述系统边界、输入、输出以及反馈等概念，并强调这些概念在社会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他批判了社会的力学、有机体与生物学模型，认为对社会系统，常态、稳定性、变迁、冲突与竞争应
兼顾研究。
同时，巴克莱发展了一种有宏微多层次的适应性系统模型，认为系统的各层次的互动的，并且影响着
其他层次，一个由互动组元组成的系统与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进行着交易，以致外部环境中的信息以
某种方式进入该系统。
2）贝塔朗菲的一般系统论贝塔朗菲力图研究各种系统的一般特征，阐明或导出适用于一般化系统或
其子系统的模型、原理和规律。
贝塔朗菲的一般系统理论包括三种：机体系统理论、开放系统理论和动态系统理论。
在机体系统理论中，他批判了机械论与活力论，他认为生物体是一种稳态开放系统，具有整体性、动
态结构、能动性和组织等级。
贝塔朗菲的机体系统理论是对生物科学的卓越见解，但就其内容看，仍不能算是贝塔朗菲自认为的那
种一般系统的理论，虽然其发展的前景与重要性都是极为可观的。
贝氏的开放系统理论是指考虑输入、输出和状态的系统，其开放系统理论解释了系统的有关稳态、等
终极性；有序性的增加等。
贝氏的动态系统理论是通过特殊的常微分方程组来感悟性地解释系统的一些典型性质：整体性、加权
性、竞争性、机械化、集中化、终极性、等终极性等。
3）物理科学领域的系统论有人也将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列为现代系统科学。
实际上它是利用局域平衡假设（原连续介质力学和平衡态统计力学采用过的方法）、连续介质力学描
述、李雅普诺夫稳定性理论、分叉数学理论、涨落理论来研究的一种非平衡的热力学，重点研究所谓
耗散结构形成的特征或条件，特别是力学、物理与化学中的扩散过程与化学反应过程，它发现了结构
、功能、涨落、开放系统、远离平衡等之间典型的但主要属于物理科学范围内的联系，而推广于生物
、社会、经济等其他非物理系统。
由于时间连续性的定义与条件都难于描述或界定，所以只能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启发与引导，不能像科
普宣传那样，把物理系统内尚需特定条件才有的规律作臆想性的外推，把物理中诸如开放的概念与社
会改革中的开放混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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