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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工程理论》

前言

系统工程是20世纪中期开始兴起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内容涉及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耗散结构、
协同学、突变论、运筹学、决策理论、大系统理论、超循环论、仿真技术、模拟技术、及系统工程过
程等诸多方面。系统工程是从总体出发，合理规划、开发、运行、管理及保障的一个大规模复杂系统
所需思想、理论、方法与技术的总称。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经济及管理环境的变化，以及系统性
问题及管理的要求日益迫切，都要求人们按照系统的观点和采用系统分析的方法来认识、改造世界。
本书以系统工程的过程为主线，以系统工程的理论和方法为重点，系统地阐述了系统工程的基本理论
、系统建模和分析理论、系统评价、预测和决策理论，归纳总结了系统工程常用的方法和技术，为了
更好地理解这些理论和方法，每一部分都配置了大量的实例与思考练习题。系统工程经过四十多年的
发展，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一门学科，其方法技术体系已经非常庞大，其理论体系尚在发展过程中。本
书结合国内外系统工程发展现状，综合众家之长，界定或澄清了一些基本概念，试图系统地总结系统
工程的基本理论，力求详细分析并建立系统工程全过程的理论体系，并通过分析，阐述了系统工程理
论方法的具体应用。在编撰时，面向一般系统，从理论、工程、技术、管理、测试直至全生命周期给
出了全面的论述。本书的特点包括：内容新，在介绍系统工程基础理论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系统工
程的应用理论，并运用于系统工程全过程之中。写法新，在内容选择上，注重将系统、系统科学、一
般系统论、大系统理论和开放的复杂巨系统融会在一起，能够使学生在有限的教学课时里，领略和学
习到有关系统理论的全部知识；在内容安排上，每章先从理论讲起，再分类介绍相应的技术；在内容
阐述上，既注重概念的准确性、条理性，又注重深入浅出、循序渐进。

Page 2



《系统工程理论》

内容概要

《系统工程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系统工程是从总体出发，合理规划、开发、运行、管理及保障一
个大规模复杂系统所需思想、理论、方法与技术的总称。《系统工程理论》从系统工程过程出发，以
系统工程的理论和方法为重点，系统地阐述了系统工程的基本理论、应用理论、系统评价、预测和决
策理论，归纳总结了系统工程常用的方法和技术，使读者能够全方位地了解和掌握系统工程理论、技
术、方法以及过程。《系统工程理论》力求采用理论体系、基本概念及结合实际阐述问题，强调理论
与实际相结合，通过实例说明原理。取材既有经典的参考文献，又有最新的研究成果，反映了国内外
系统工程领域的研究水平。内容充实，结构清晰，图表丰富，便于读者系统了解系统工程的理论体系
和方法。可作为理、工、经济、管理、军事类专业研究生教材，对有关的管理工作者、科学研究人员
以及工程技术人员也有重要的参考和使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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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工程理论》

章节摘录

第2章 系统工程的基本理论20世纪40年代，由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的相互渗
透与交融汇流，产生了具有高度抽象性和广泛综合性的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和
信息论被称为系统科学的“老三论”。系统论是研究系统的模式、性能、行为和规律的一门科学。它
为人们认识各种系统的组成、结构、性能、行为和发展规律提供了一般方法论的指导。人们研究和认
识系统的目的之一，就在于有效地控制和管理系统。控制论则为人们对系统的管理和控制提供了一般
方法论的指导，它是自动控制、通讯技术、计算机科学、数理逻辑、神经生理学、统计力学、行为科
学等多种科学技术相互渗透形成的一门横断性学科。为了正确地认识并有效地控制系统，必须了解和
掌握系统的各种信息的流动与交换，信息论为此提供了一般方法论的指导。语言是人与人之间的信息
交流的工具，文字扩大了信息交流的范围，19世纪电话和电报的发明和应用使信息交流进入了电气化
时代。信息论最早产生于通讯领域，现在已经和材料、能源一起构成了现代文明的三大支柱。信息的
概念已渗透到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因此，人们说现在是信息社会、信息时代。2.1　系统论基础系统
论的创始人是美籍奥地利理论生物学家和哲学家路德维格·贝塔朗菲（Ludeig von Bertalanffy）。系统
是由若干相互联系的基本要素构成的，它是具有确定的特性和功能的有机整体。如太阳系是由太阳及
围绕它运转的行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等等）和卫星构成的。同时太阳系这个“整体”又是它
所属的“更大整体”——银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世界上的具体系统是纷繁复杂的，必须按照一定的
标准，将千差万别的系统分门别类，以便分析、研究和管理。如：教育系统、医疗卫生系统、宇航系
统、通信系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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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工程理论》

编辑推荐

《系统工程理论》以系统工程的过程为主线，以系统工程的理论和方法为重点，系统地阐述了系统工
程的基本理论、系统建模和分析理论、系统评价、预测和决策理论，归纳总结了系统工程常用的方法
和技术，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理论和方法，每一部分都配置了大量的实例与思考练习题。该书可供各
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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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工程理论》

精彩短评

1、对于要写科研项目申请，尤其是信息技术领域很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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