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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人类发展史上，系统思想被不断地应用于社会活动和生产活动中，其应用领域几乎遍及工程技术和
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
系统工程是系统科学中直接改造世界的工程技术。
它应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系统的构成要素、组织结构、信息交换和控制机制进行
规划、设计、分析、评价、预测和决策，从而达到最优设计、最优控制和最优管理的目标。
因此，只有学习和应用先进的系统工程理论、技术和方法，才能对系统中有限的资源进行正确的组织
和管理，才能使局部和整体之间的关系协调配合，才能充分地发挥人力和物力的潜力，从而实现系统
的综合优化运行。
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发展，系统工程的研究和应用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新
概念、新技术和新方法不断涌现。
本教材就是从系统思维和技术集成的角度，介绍系统工程的概念、方法论、定性和定量分析方法及系
统工程的具体应用，并辅以大量案例和练习，其目的就是使学生了解系统工程的基础理论和方法论，
使其掌握系统建模、分析、评价、预测及决策的实用方法，从而适应现代工业工程、管理科学与工程
等人才培养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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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系统工程》共分9章。
第1章介绍了系统与系统工程的概述，论述了系统工程的产生、发展、特征及应用。
第2章简要介绍了系统工程的理论基础，包括控制论、信息论、新三论、运筹学、复杂适应系统理论
。
第3章介绍了系统工程方法论，包括霍尔方法论、切克兰德方法论和综合集成方法论。
第4章介绍了系统模型及系统建模方法，对系统模型进行了定义和分类，详细给出了解释结构建模方
法、IDEFO建模方法、Petri网建模方法和广义建模方法。
第5章给出了系统分析的主要内容和步骤，详细介绍了系统环境、目标和结构分析方法，以及可行性
分析和具体的系统分析方法。
第6章给出了系统评价的主要内容和步骤，详细介绍了几种典型的系统评价方法，包括关联矩阵法、
指标评分法、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和数据包络分析法。
第7章给出了系统预测与决策的主要内容和步骤，详细介绍了回归分析预测方法、不确定型决策、风
险型决策、冲突分析和决策支持系统。
第8章介绍了网络计划技术，包括网络图、关键线路法、计划评审技术和图解评审技术。
第9章从人机系统优化配置、生产能力决策、神舟五号工程和名牌系统工程等领域给出了系统工程的
典型应用案例。
　　《系统工程》可作为高等院校工业工程、管理科学与工程、机械工程、工程管理、工商管理等专
业本科生、研究生和：MBA的教材和参考书，也适合于从事系统规划、开发和运作管理的有关人员阅
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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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整体性系统的整体性又称为系统的总体性、全局性，是系统最基本、最核心的属性。
整体性是指系统中具有独立功能的要素围绕系统的整体目标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从逻辑上统一和协
调为系统的整体行为。
其整体功能不等于各个要素的功能之和，而是具有不同于各组成要素的新功能。
在一个系统整体中，即使每个要素都不是最优，但通过协调、综合可以成为具有良好功能的整体系统
；反之，即使每个要素都达到了最优，但组成整体的各要素无法协调运行，也就不能构成功能良好的
整体系统。
因此，系统整体性要求我们不能离开整体去考虑系统的构成要素及其联系，必须在实现系统目标的前
提下，使系统的总体结合效果最佳。
2）相关性系统的相关性是指系统各要素之间、系统与要素之间、系统与环境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
作用的。
系统的相关性构成了系统结构问题的基础。
以人体系统为例，每一个器官或小系统都不能离开人体这个整体而存在，各个器官或小系统的功能与
行为影响着人体整体的功能和行为，而且它们的影响都不是单独的，而是在与其他要素的相互关联中
影响整体。
如果不存在相关性，众多要素就如同一盘散沙，只是一个集合，而不是一个系统。
例如，计算机CPU，只有在主板等其他元件的协同下，才能发挥其计算的功能。
因此，相关性是分析系统和改进系统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
3）环境适应性任何系统都存在于一定的环境中，并与环境之间产生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
环境的变化必定对系统及其要素产生影响，从而引起系统及其要素的变化。
系统要获得生存与发展，必须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这就是系统的环境适应性。
系统这种自动调节自身结构、活动以适应环境变化的特性，又称为系统的自组织性。
系统的环境适应性提示我们，研究系统时必须注重系统的环境，只有在一定的环境中考察系统，才能
明晰系统的全貌；只有立足于一定的环境中去研究系统，才能有效地解决系统中的问题。
例如，对于企业管理系统，必须针对企业当前所处的技术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进行系统分析才
能对系统进行有效的改善。
系统的环境适应性除了系统要适应环境的变化外，还包括系统对环境的改变作用。
因此，系统的构造和运行必须考虑其对环境的影响，使系统和环境均维持良好的状态，才能实现二者
的可持续发展。
例如，绿色制造系统就是考虑系统对环境的影响，尽量使制造过程的资源消耗和废弃物减少。
4）目的性系统的目的性是指系统整体的特定功能，它提供了设计、建造或改造系统的目标与依据，
反映了系统整体行为的方向性。
一个系统必须具有它作为一个整体所体现的目的与功能，才具有存在的意义。
因此，明确系统的目的是设计、建造或改造系统的首要工作。
需要指出的是，系统整体功能的目的不仅取决于现有状态，而且也依赖于系统未来的终极状态，并受
其制约。
例如，战争中交战双方的行为与决策不仅要考虑现有状态，而且更须服从“取胜”这个终极状态，“
不争一城一地的得失，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战略思想便是从目的性出发的范例。
此外，一般系统大都是多目标系统，它们具有多层次的目标体系，因此要区分主要目标与次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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