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管理系统工程专业介绍 

 

管理系统工程是一门组织管理技术，是一门以社会经济管理系统为研究对象

的多学科、跨行业的交叉学科，其基本思想是坚持整体观念、统筹兼顾。它综合

运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和社会科学的思想、理论和方法，把系统内的生产、科

研或经营组织起来，以现代数学和电子计算机技术为工具或手段，对系统构成的

要素、组织结构、信息交流和反馈控制等功能进行分析、设计、制造和运行，从

而达到系统的最优设计、最优控制和最优管理。 

（一）国内外设置该学科的状况和发展情况 

（1）国外情况 

在国外大多数国家的教育体系中，将管理专业划分为两大类。第一类主要培

养从事工商业经营管理或财政、金融、资金等部门经济管理的人才，一般隶属于

于商学院；第二类主要培养从事系统管理、工程管理的人才，一般隶属于工学院。

我们所说的管理系统工程属于第二类，在国外被称为管理科学。 

各国在第二类专业设置方面也不尽相同，培养目标和理念也有差异。如美国

设置工业工程专业，培养目标是工业工程师。通过数学、物理、社会科学、工程

分析、设计原理与方法等知识的学习，从事对人、材料、设备的复杂系统的设计、

设置、改进等工作,并能对这类系统的运行进行预测和评价。要求工业工程师具

备工程师的基本素质,懂得系统运行中人的行为,并能经济有效地使用人、材料、

设备、时间和能源。日本的经营工学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仿照美国工业工程系

模式建立的，但日本教育制度与美国有很大差别。日本认为管理教育不只是培养

厂长和经理，而是对学生一般管理素质的培养。俄罗斯的工程经济专业是典型的

专才教育，工程经济类专业的培养是定向的，如冶金工业经济与组织专业培养的

学生，具有较全面的有一定深度的冶金工业技术知识，并且还具备经济管理人才

所必须具有的基本理论、知识和分析方法。此外，通过大量的实验、设计、工厂

实习，又在一定程度上训练和培养了作为经济管理人员应有的能力与素质。英国

的生产工程专业是以工程师为培养目标，培养学生综合考虑技术、经济、人才等

从事生产管理所必须的各方面知识、素质与能力。德国的工业经济专业培养经济

工程师，主要在企业从事组织与计划、生产计划与调度、销售与市场调查、预测



与开发、数据处理与系统分析等工作。 

管理教育起源于美国，自从 1881年美国宾州大学成立了沃顿财经学院；1898

年芝加哥大学设立了管理与商学院，加州大学设立了商学院；直到 1908 年哈佛

大学首创企业管理学院，培养企业管理研究生，管理教育一直是世界发达国家管

理界与教育界共同关心的课题。经过近百年的实践与发展，国外管理教育体系呈

现出层次多样化、内涵扩大化、方法丰富化、手段现代化等特点，吸引了全世界

优秀的学子，培养了大量高层次、复合型、国际化的管理人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管理科学在国外得到了迅速发展，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

知识经济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管理科学与工程的研究呈现出越来越丰富的状态。

从管理科学与工程“十二五”发展战略与优先资助领域研究报告中看，在

2000-2010 年间，国际上的研究热点排名前六的有：信息技术与管理、决策理论

与技术、管理中的运筹与优化方法、管理系统工程理论与方法、供应链管理、对

策理论及应用。其中管理系统工程在发表论文数量和增长速度上处于持续稳定状

态，说明经济发达国家对该学科的需求依然巨大。在 2000-2009年期间，中国学

者与国外学者在管理系统工程学科合作的国家集中在美国、加拿大，说明我国学

者在该学科与经济发达国家的交流日益频繁，西方国家对我国经济建设中的问题

也非常关注。 

（2）国内情况 

我国的管理系统工程得到重视是 1978 年钱学森发表了“组织管理技术——

系统工程”文章，将管理问题从科学的系统观，而不是从意识形态来论述，他认

为无论是企业或大型工程项目都是由“人、物、设备、财、任务和信息”这六要

素构成的系统，组织建构和经营运转这个体系就是系统工程。从专业设置的角度

看，系统工程的各个分支就是各门专业，如工程系统工程专业、经济系统工程专

业、行政系统工程专业、科研系统工程专业、军事系统工程专业、后勤系统工程

专业、资料库系统工程专业以及质量保障系统工程专业等．这也如同一般工程技

术有许多门专业一样。 

在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的倡导下，1979 年冬，清华大学、大连工学院(现

大连理工大学)，天津大学、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率先

成立了系统工程研究所，这批系统工程研究所成为管理学院和管理学科重建的前



奏，上述五所大学后来都属于全国首批十所管理学院之列，系统工程研究所的人

员也成为兴建管理学院的主要力量。同年，清华大学等十一所理工科大学申请成

立“管理工程”专业，得到当时国家教委批准。1980 年国家教委成立了管理工

程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1984 年下半年全国有十所大学包括清华大学、大连工

学院、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华中工学院、天津大学等成立管理学院。

这些以工科见长的大学，在开展管理研究方面自然形成了以管理系统工程为主的

研究群体。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我国特有的管理问题日益得到各级

政府的重视，专门设立了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到目前为止，我国共组织了

三次国家重点学科的评选工作，2006 年进行了第三次评选工作，这次评选在调

整重点二级学科设置的基础上，增设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要求突出综合优势

和整体水平，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和新兴学科的生长。在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

科上，目前有清华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清华大学医学部、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天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合

肥工业大学、中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成为国家级重点学科

院校，有复旦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成为国家级重点（培育）

学科院校。各省也相应设立了省上的重点学科和重点（培育）学科，我校的管理

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属于陕西省国家重点（培育）学科。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也得到了长足

的发展，从管理科学与工程“十二五”发展战略与优先资助领域研究报告中看，

在 2000-2010年间，中国的研究热点排名前六的有：管理系统工程理论与方法、

金融工程、风险管理、管理中的运筹与优化方法、供应链管理、对策理论及应用。

对比国外的研究热点，不难看出管理系统工程在国内外都是研究的热点。从

2006-2010 年，国家自然基金在管理科学部共资助 24个重点项目，涉及 14个研

究方向，其中管理系统工程理论与方法获得 3个重点项目。由此看出，该学科目

前和未来依然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二）学科的主要研究方向及研究内容 

管理系统工程的研究方向非常广泛，结合我校优势学科与相关研究积淀，设

立以下主要研究方向： 

（1）资源系统优化与管理。该方向主要基于管理科学与工程同环境科学与



工程两个一级学科交叉而设置。当前世界上人类面临的粮食、能源、自然资源和

环境保护都涉及到各类资源系统的管理问题，随着我国经济建设不断发展，各种

资源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成为当前和未来的艰巨任务。该方向以经济建设和城市

发展中遇到的各类资源问题为研究对象，采用科学管理的手段，通过构建各类模

型和采用先进的技术手段，达成资源系统的合理开发、分配、规划和利用的目标，

从而实现各类资源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该方向上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优化技

术、资产评估理论与方法、城市水环境系统工程、城市生态环境等。 

（2）矿业系统工程。矿业系统工程包含了采矿工程系统、矿山管理系统和

矿山经济系统三个方面，其研究源于计算机和运筹学在矿业中的应用，其研究人

员多为具有矿业工程背景的教师。该方向上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矿山开采计划、

配矿和露天矿境界圈定的优化模型和启发式模型；矿山开拓运输方式、采矿方法

和爆破参数选择的专家系统、人工神经网络和模糊数学模型；矿山生产系统的调

度、匹配的计算机模拟模型；矿山发展规划与生产计划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宏观

能源规划和矿山企业生产结构分析的工程过程模型；矿山企业或车间的管理信息

系统开发等。 

（3）城乡与区域发展规划。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

伴随着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发展也呈现出不平衡状态，人口增长、资源开发、

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失衡，城乡与区域之间的问题日益突出。该方向从区域的

角度出发，统筹安排社会经济建设，优化生存环境，协调城乡关系，充分发挥城

乡规划的综合调控作用，达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动态、

多目标、多主体的区域协调发展相适应的区域协调模式研究，构建区域协调发展

的机制，合理解决不同区域所面临的基础设施布局、产业结构调整以及生态环境

保护等难题；以城乡统筹为研究视角，从城乡统筹理论演进和城镇密集区发展演

化的基本理论出发，构建城镇密集区发展演化阶段判定的指标体系，针对不同阶

段城镇密集区发展演化过程中的主要问题从空间整合、城乡统筹示范区建设、城

镇密集区科学发展等角度提出协调和整合方案；针对西部生态脆弱背景，研究西

部城市与区域发展的宏观策略，统筹西部经济建设、城市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

协调发展；面向西部灾害多发、弱势人口较多等敏感性问题，研究高效推进城乡

弱势群体可持续发展规划，合理布局城乡人居建设；从优化理论的角度，统筹布



局西部地区物流规划与管理，构建适应西部经济建设发展需要的内陆港。 

以上研究方向将随着我国经济建设、城市化进程、生态环境建设等方面的不

断发展而变化，其中资源系统优化与管理侧重于理论方法研究，矿业系统工程和

城乡与区域发展规划侧重于应用拓展研究，三个方向之间形成了一个关联系统，

每个研究方向都具有鲜明的交叉学科特点。 

（三）学科的理论基础 

该学科属于交叉学科，其理论基础包含了多个学科门类，如理学、工学、管

理学和社会学等。除了必要的管理类、经济类基础理论外，依据不同的研究方向，

还包括数学、系统理论、计算机科学、信息技术、矿业工程、城市规划、环境科

学、行为科学等方面的相关知识。 

（四）该学科与其相近二级学科的关系 

（1）系统理论（071101）和系统分析与集成（071102） 

属于理学门类，培养从事系统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专门人才。 

（2）系统工程（081103） 

属于工学门类，培养从事工程系统运作的系统工程师。 

他们之间的区别主要表现在： 

（1）研究对象不同。系统理论和系统分析与集成的研究对象是一般系统，

包含了若干子系统，如工程、社会经济、农业、航天等；系统工程主要以工程子

系统为研究对象，管理系统工程主要以社会与经济子系统为研究对象。 

（2）研究层面不同。系统理论和系统分析与集成侧重于研究一般系统的共

性规律，属于基础科学层面；系统工程侧重于研究解决系统问题的工程技术和方

法；属于工程技术层面；管理系统工程侧重于研究各种工程技术方法在社会经济

系统上的应用，属于应用层面。 

三、该学科的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具有坚实、宽广的系统工程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管理

的高层次人才，能在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思想指导下，运用系统工程的原

理与方法，从整体观念出发探求管理活动的最优计划，最优组织和最优控制，使

系统发挥出整体优化功能，获得最佳经济效益, 创造性地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特别是能够针对资源型企业，提出合理开发、利用和提升资源效率的有效措施；

能够针对西部水资源缺乏的难题，通过水资源系统工程，达到水资源的高效利用；

能够在经济建设和城市化发展过程中，通过统筹城乡各种资源，达到城乡规划与

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为社会和谐发展和构建生态城市作出贡献。 

本学科建议的硕士课程设置如表 2、博士课程设置如表 3所示。 

 

表 2  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 

位 

课 

程 

︵ 

≥ 

17 

学 

分 

︶ 

公共 

必修 

课 

基础外语 4 144 

自然辩证法 1 18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2 36 

专 

业 

必 

修 

课 

专业外语 2 40 

宏观与微观经济学 2 40 

高级管理学 2 40 

应用统计学 2 40 

运筹学（II） 2 40 

系统工程 2 40 

管理信息系统 2 40 

选 

修 

课 

︵ 

按 

研 

究 

方 

向 

选 

择 

相 

应 

课 

程 

︶ 

 

 

 

投资决策理论与方法 2 40 

风险分析与管理 2 40 

高级财务管理 2 40 

资产评估与管理 2 40 

供应链管理 2 40 

资源与环境经济分析 2 40 

企业战略管理 2 40 

技术创新与管理 2 40 

产业经济学 2 40 

模糊数学 2 40 

灰色系统 2 40 

离散数学 3 60 

随机过程 2 40 

数理统计 3 60 

时间序列分析 3 60 

优化与决策 4 80 



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交通运输经济学 2 40 

物流规划与管理 2 40 

Matlab及其工程应用 2 40 

建筑计划学理论与方法 2 40 

现代城市规划与设计理论 2 40 

城市经济学 1.5 30 

城市与区域发展导论 1.5 30 

绿色住区设计策略 1 20 

生态环境与城市气候 2 40 

环境管理原理与方法 2 40 

室内空气品质与环境控制技术 2 40 

 

表 3  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位 

课程 

公

共

课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2 36 

第一外国语（英、日、俄） 2 72 

第二外国语（日、俄） 2 72 

专 

业 

必 

修 

课 

管理学前沿 2 40 

经济学前沿 2 40 

管理统计学 2 40 

  系统理论与工程 2 40 

选 

修 

课 

︵ 

按 

研 

究 

方 

向 

选 

择 

相 

应 

课 

程 

︶ 

计算智能 2 40 

现代控制理论 2 40 

决策与决策支持系统 2 40 

文献阅读与论文选题 1 20 

投资决策理论与方法 2 40 

知识工程与知识管理 2 40 

复杂系统建模与辨识 2 40 

分形原理及其应用 2 40 

应用泛涵分析 3 60 

区域规划理论与方法 2 40 

城市规划理论与方法 2.5 50 



绿色城市规划研究 1 20 

城市交通规划研究 1 20 

乡镇发展与农村规划研究 1 20 

环境风险评价理论与技术 2 40 

水与废水生物处理数学模型与系

统模拟 
1 20 

水环境系统工程 2 40 

环境学进展 1 20 

水环境修复理论与技术 2 40 

补 

修 

课 

程 

宏观与微观经济学  40 

应用统计学  40 

运筹学（II）  40 

系统工程  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