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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1世纪，世界经济飞速发展，社会的信息化和生产的知识化对管理的科学化要求也越来越高，而科学
管理的最高体现是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系统工程作为现代管理科学的代表，在知识经济发展的今天，具有巨大的生命力。
现代社会需要大量T形的复合型人才。
作为高等工程院校的大学生，应当对系统工程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本教材就是基于以上考虑，将系统工程的最基本的理论和方法作一些介绍，并结合案例进行分析，以
期对同学们今后的学习和工作有所帮助。
系统工程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
在学习中，同学们应当着重领会其基本思想和应用思路，并结合一些处理方法，学习和探索系统工程
的具体应用。
本教材第1版于2003年1月出版后，得到了学生、教师、系统工程理论工作者等读者的一致好评和支持
，前后共印刷了3次，被许多高等院校选为教材，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自本教材第1版出版到现在已有3年，在这期间内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也有了新的发展，为把最新的系
统工程理论与实践成果总结进教材，故推出本教材修订版。
本教材修订版由北京交通大学系统工程与控制研究所、北京工商大学、云南大学和中国传媒大学的几
位教师合作修订和编写。
编写者长期从事系统工程教学和科研工作，在教材的编写中力求体现教学的成功经验和项目研究的最
新成果，在整体结构和内容安排上，更符合综合型大学对大学生素质教育的要求。
其中，吕永波教授（北京交通大学）、田芬老师（北京工商大学）和任锦鸾副教授（中国传媒大学）
共同完成了第1章、第2章、第3章、第8章和案例A，朱娟萍老师（云南大学）和吕永波教授共同完成
了案例E，胡天军副教授（北京交通大学）完成了第4章、第5章、案例B和案例C，雷黎副教授（北京
交通大学）完成了第9章和第10章，任远老师（北京交通大学）、马敏书老师（北京交通大学）和吕永
波教授共同完成了第6章、案例F，任锦鸾副教授和吕永波教授共同完成了案例G，马继辉老师（北京
交通大学）、刘子玲老师（北京交通大学）、吕永波教授和任锦鸾副教授共同完成了第7章和案例H，
贾元华教授（北京交通大学）完成了案例D。
全书由吕永波教授和张仲义教授负责统稿和审校工作。
本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北京交通大学教务处和系统工程专业研究生的大力支持，以及北京交通
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的积极支持与热情帮助。
正是在多方面关心与帮助下，本教材的修订版得以顺利出版。
在此，向所有为本书的完成和出版给予帮助的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时间及水平所限，书中错误在所难免，恳请各位专家及读者不吝指正，编者将不胜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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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系统工程（修订本）》比较全面和系统地介绍了系统工程的基本内容。
全书共分2部分，理论与方法部分包括10章，分别介绍了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思路、分析方法、
预测方法、优化方法、评价方法、决策方法等内容；案例与应用部分包括8个案例，是前面介绍的理
论方法在实际科研活动中的具体应用。
这些都是作者的多项科研实践成果，读者可以由此了解系统工程的一些实际应用，掌握解决实际问题
的思路与方法。
在编排上充分体现了教学思路的完整性，同时也考虑到自学者的学习方便，例题的描述详细而准备。
《系统工程（修订本）》可作为高等学校工程类、管理类等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教学的专业基础课
程，或作为其他专业的公共基础课、选修课教材，也可作为广大从事系统工程工作的系统管理人员的
自学参考书。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系统工程>>

书籍目录

第一篇 理论与方法第1章 系统的概念及特点1.1 系统的概念1.1.1 系统思想的形成及演变1.1.2 系统的定义
及比较1.1.3 系统的形态1.2 系统的特性1.2.1 整体性1.2.2 相关性1.2.3 目的性1.2.4 环境适应性1.3 系统的结
构与功能1.3.1 系统的结构1.3.2 系统的功能1.3.3 系统结构与功能的关系1.4 系统理论概述1.4.1 一般系统
论1.4.2 控制论1.4.3 信息论1.4.4 耗散结构理论1.4.5 协同学理论1.4.6 突变理论习题第2章 系统工程概述2.1 
系统工程的基本概念2.1.1 系统工程的定义2.1.2 系统工程的特点2.1.3 系统工程的形成与发展2.1.4 系统工
程的应用范围2.2 系统工程的技术内容2.2.1 运筹学2.2.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学2.2.3 数量经济学2.2.4 技术
经济学2.2.5 管理科学2.3 系统工程方法论2.3.1 系统工程方法论的基本原则2.3.2 三维结构方法论2.3.3 软
系统方法论2.4 管理系统工程综述2.4.1 管理系统工程的含义2.4.2 管理系统工程的职能2.4.3 管理系统工
程活动的结构习题第3章 系统分析3.1 系统分析的概念3.2 系统分析的结构3.2.1 系统分析的程序构成3.2.2
系统分析研究方法的构成3.3 系统分析的内容与逻辑过程3.3.1 系统分析的内容3.3.2 系统分析的逻辑过
程3.3.3 系统分析的模拟研究过程习题第4章 系统预测4.1 预测概述4.1.1 预测的概念4.1.2 预测技术的种
类4.1.3 预测的程序4.2 定性预测方法4.2.1 市场调查预测法 4.2.2 德尔菲法4.2.3 交叉概率法4.2.4 领先指标
分析法4.2.5 类推法4.3 定量预测方法4.3.1 简单算术平均法4.3.2 平滑预测法4.3.3 回归分析法习题第5章 线
性规划5.1 线性规划问题及其数学模型5.1.1 问题的提出5.1.2 线性规划的数学模型及其标准形式5.2 线性
规划问题的解5.2.1 解的几何意义5.2.2 基解、基可行解及其有关定理5.2.3 最优解及其判别5.3 单纯形
法5.3.1 单纯形法的基本思路5.3.2 单纯形法的应用5.3.3 人工变量法5.3.4 单纯形法小结5.4 线性规划问题
的一般应用举例习题第6章 目标规划6.1 目标规划的数学模型6.2 目标规划的图解法6.3 解目标规划的单
纯形法6.4 灵敏度分析6.5 应用举例习题第7章 动态规划7.1 多阶段决策过程及实例7.2 动态规划的基本概
念和基本方程7.2.1 动态规划的基本概念7.2.2 动态规划的基本思想和基本方程7.3 动态规划的最优性原
理和最优性定理7.4 动态规划和静态规划的关系7.4.1 逆推解法7.4.2 顺推解法7.4.3 动态规划的计算框图
习题第8章 网络规划8.1 网络图的组成及绘制8.1.1 网络图的类型8.1.2 网络图的基本要素8.1.3 网络图的线
路与关键线路8.1.4 网络图的编制8.2 事项的时间参数8.2.1 事项的最早开始时间8.2.2 事项的最迟结束时
间8.2.3 事项的时差8.2.4 利用事项的时间参数来确定关键线路8.3 工作的时间参数8.4 规定总工期的概率
评价8.5 网络图的调整与优化习题第9章 系统评价9.1 系统评价概述9.1.1 系统评价的概念、目的9.1.2 评
价的内容及分类9.1.3 系统评价的步骤9.2 系统评价的特性9.2.1 环境因素的状况特性9.2.2 系统行为测度
的形态特性9.3 系统评价的准则体系9.3.1 评价准则与效用函数9.3.2 风险型和非确定型多目标评价准
则9.3.3 系统评价准则设计的范例9.4 常用的系统评价方法9.4.1 单项评价法9.4.2 层次分析法9.4.3 模糊综
合评价法第10章 系统决策10.1 系统决策概述10.1.1 决策的概念及意义10.1.2 决策的过程和步骤10.1.3 决
策问题描述10.2 确定型决策10.2.1 问题概述10.2.2 特点及决策方法10.3 风险型决策10.3.1 问题概述10.3.2 
最大可能准则10.3.3 期望值准则10.4 不确定型决策10.4.1 问题概述10.4.2 决策准则10.5 多阶段决策10.5.1 
决策树模型结构10.5.2 决策树分析的逆向归纳法第二篇 案例与应用案例A 我国主要集装箱运输港口的
竞争力评价案例B 深圳海岸港口功能系统评价案例C X62W铣床大修理案例D BTT公路项目社会效益系
统评价案例E 红牌罐头食品制造的线性规划模型分析案例F 复杂生产过程的网络优化与控制案例G 人
才配置的经济性分析及方案优化案例H 区域技术创新能力评价及聚类分析参考文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系统工程>>

章节摘录

插图：第1章 系统的概念及特点1.1 系统的概念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可以说任何事物都是以系统的
形式存在的，每个所要研究的问题对象都可以被看成是一个系统。
人们在认识客观事物或改造客观事物的过程中，用综合分析的思维方式看待事物，根据事物内在的、
本质的、必然的联系，从整体的角度进行分析和研究，这类事物就被看成为一个系统。
1.1.1 系统思想的形成及演变1.古代朴素的系统思想系统的概念来源于人类长期的社会实践。
人类很早就有了系统思想的萌芽，主要表现在对整体、组织、结构、等级等概念的认识。
我国是一个具有数千年文明史的古国，在丰富的历史宝库中，可以找到很多有关系统的朴素思想。
古代天文、军事、工程、医药等方面的知识和成就，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朴素的系统思想。
我国古代天文学家为发展原始农牧业，很早就关心天象的变化，把宇宙作为一个超系统，探讨了它的
结构、变化和发展，揭示了天体运行与季节变化的联系，编制出历法和指导农事活动的二十四节气。
古代农事著作，如《管子·地员》、《诗经·七月》等，对农作物与种子、地形、土壤、水分、肥料
、季节、气候诸因素的关系，都有辩证思维的论述。
我国古代人民对人体系统方面也很早就有了认识和研究。
我国古代最著名的医学典籍《内经》，根据阴阳五行的朴素辩证法，把自然界和人体看成是由5种要
素相生相克、相互制约而组成的有秩序、有组织的整体。
《内经》和其他古代医学中的藏象、病机、气血、津液、经络等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辩
证论治，都充分体现了系统思想。
我国古代的系统思想还反映在军事理论方面。
公元前5世纪春秋末期，著名军事家孙武在他的《孙子兵法》中，阐述了不少朴素的系统思想和谋略
。
《孙子兵法》中“经五事”从道、天、地、将、法5个方面来分析战争的全局，这里所讲的“道”，
就是要内修德政，注重战争是否有理，有道之国、有道之兵、得到人民的支持，才是胜利之本。
此外，还有天时、地利的客观条件；而将领的才智、威信状况，士兵是否训练有素，纪律、赏罚是否
严明，粮道是否畅通等则是主观条件。
依据“五事”推论出“七计”，指出“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
《孙子兵法》是一部揭示战争规律的杰作，对战争系统的各个层次、各个方面及它们的内在联系都进
行了全面分析和论述，从而在整体上构成了对战争规律性的认识。
据说现在日本许多系统工程学者和管理学家，都热衷于研究《孙子兵法》，把其思想用于现代管理之
中。
他们认为，《孙子兵法》中关于运筹谋略、对抗策略的论述极其精辟，在2000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是适
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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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系统工程(修订本)》为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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