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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8年是值得庆祝、值得纪念的一年。
这一年还有一个多月，已经发生了许多大喜大悲的事情——对于中国尤其是这样。
这里只说两件喜庆的大事：今年是中国的改革开放30周年，改革开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举世瞩目；
今年也是中国的系统工程30周年，系统工程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当此之时，在喜庆的氛围中，承蒙出版社和编辑同志关心，拙作《系统工程引论》修订出版，这是一
件很荣幸的事情。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院士是中国系统工程的领军人物。
他与许国志院士和王寿云将军于1978年9月27日在上海《文汇报》发表重要文章《组织管理的技术——
系统工程》，吹响了系统工程在中国的进军号。
30年来，系统工程在中国得到了两方面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推动：一是以钱学森院士等学者为代表的学
术界，二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人。
系统工程需要改革开放，改革开放需要系统工程；系统工程与改革开放共生共荣，与时俱进，已经形
成了颇具特色的系统工程的中国学派——钱学森学派。
2008年1月19日，胡锦涛同志看望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院士。
胡锦涛同志在看望中谈‘起系统工程时说：“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中央党校学习时，就读过您的有
关报告。
您这个理论强调，在处理复杂问题时一定要注意从整体上加以把握，统筹考虑各方面因素，这很有创
见。
现在我们强调科学发展，就是注重统筹兼顾，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这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对钱学森院士的爱戴与关心，也是对于系统工程工作者的支持与鼓舞，是中国
的系统工程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重要契机和强大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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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教育部“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之一，是一本系统工程的基本教科书。
根据各校情况，使用本书的课程可以是“系统工程引论”、“系统工程导论”，或者一般地叫作“系
统工程”。
    本书的主旨是讲述系统概念和系统工程原理，包括基本的和若干深化的系统概念，以及基本的和若
干深化的系统工程理论。
同时本书反映了国内外系统科学和系统工程的许多新的研究成果。
作者归纳陈述了30多条命题，既是对全书主要内容的概括，也是给读者留下深入研究的空间。
作者专门论述了“系统工程师的素质与培养”，其中特别提出系统工程师的道德修养。
此外，作者还指出，系统工程不仅是技术，是方法，而且其本身正在成为一种普遍适用的科学方法论
，即用系统的观点考虑问题（尤其是复杂系统、复杂巨系统的问题），用工程的方法来研究解决问题
。
这种方法论不但可以为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所掌握和使用，也可以为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人
所掌握和推广。
    全书12章内容是作者结合教学实践和科研成果精心选择的。
在内容的阐述上，作者既注重概念的准确性、条理性，又注重深入浅出、循序渐进。
读者面很宽，不但适用于理工科大学生和研究生，而且适用于经管类专业大学生和研究生，以及政府
机关工作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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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1章 系统的基本概念1.1 引言人类社会当今处在一个什么时代?我们如何为自己所处的时代命
名?有人说当今是后工业化时代。
他们说，以蒸汽机的改进和大量使用为标志的工业革命，开始了工业化进程，后来又经过电力革命、
核能革命，完成了工业化使命，在20世纪后期则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
有人说当今是知识经济时代。
知识经济的提出源于l99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0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0-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0ECD）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报告。
知识经济的标志之一就是承认知识的扩散与生产同样重要，知识经济是人类社会继游牧经济、农业经
济、工业经济之后的经济。
知识经济是以知识阶层为社会主体，以知识和信息为主要资源，以高技术产业和服务为支柱产业，以
人力资本和科技创新为动力，以可持续发展为宏观特征的新型经济。
有人说当今是网络经济时代。
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因特网（Internet），如今，以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为基础的信息网络无
处不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电子商务、电子政务、网络学院、远程教学、远程医疗、电子病历、网上购物、网上订票、上网检索
、电子邮件、MIS（管理信息系统）、HIS（医院信息系统）、“金”字号工程（金税、金关、金科和
金卫等），悄悄进入了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
人类是一天也离不开网络了。
有人说当今是新经济时代。
他们大概对上述几个名称不满意，于是提出“新经济时代”一词。
其实这是权宜之计。
因为新与旧是相对的，“新”是层出不穷、与时俱进的，现在的经济相对于工业经济而言是“新经济
”，再过一百年或者几百年，现在的“新经济”恐怕就会是“旧经济”了。
不过，暂时用一下这个名称以强调当代经济之“新”也未尝不可。
还有人说当今是计算机时代。
自1946年第l台现代意义上的计算机ENIAC出现以来，计算机不断更新换代，而且更新换代的周期越来
越短。
20世纪占主导地位的，50年代是电子管计算机，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期是晶体管计算机，60年代末
至70年代末是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70年代末至今是大规模集成电路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
。
计算机的快速发展使其应用领域得到迅速扩展，如文字编排、数据处理、通信联络、设计绘图、教育
培训以及各级各类管理工作，无处没有计算机的影子。
电子计算机被称为“电脑”，现代社会“不可一日无此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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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系统工程引论(第2版)》介绍了：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院士是中国系统工程的领军人物。
他与许国志院士和王寿云将军于1978年9月27日在上海《文汇报》发表重要文章《组织管理的技术——
系统工程》，吹响了系统工程在中国的进军号。
30年来，系统工程在中国得到了两方面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推动：一是以钱学森院士等学者为代表的学
术界，二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人。
系统工程需要改革开放，改革开放需要系统工程；系统工程与改革开放共生共荣，与时俱进，已经形
成了颇具特色的系统工程的中国学派——钱学森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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