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２ －０５ －２５
［作者简介］　林茂光（１９４９—），男，福建诏安县人，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为军事工程建设管理；Ｅ －ｍａｉｌ ：ｌｉｎｍａｏｇ ｕａｎｇ＠ ｇｍａｉｌ．ｃｏｍ

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的理论架构与实现模式

林茂光
（广州军区空军工程建设局，广州 ５１０４０５）

［摘要］　从军事工程建设区别于民用工程建设的特点出发，提出了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的背景。 以组织
行为学、军事工程经济学、现代项目管理学、系统协同进化理论为理论依据，并从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的本
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出发，描述了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的“人—事—物”逻辑关系及其系统架构，以及军事
工程建设和谐管理的运行机理，从而建立了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的理论架构。 从“领导—员工—团队”主
体要素的人理和谐、“质量—工期—成本”客体要素的物理和谐、“知识—工具—方法”关系要素的事理和谐、
“军事—技术—经济”系统环境和谐 ４个方面探讨了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的实现模式，并构建了军事工程
建设和谐管理模式的评价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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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军事工程建设具有自身的鲜明特点，并存在着

许多不同于民用工程建设的特殊矛盾或异质性。 防
护工程与进攻武器的对抗性矛盾 （防侦察、抗打
击） 、武器装备与防护技术的信息保密性矛盾、工程
建设与战时应用的时间超前性矛盾、新型军事工程
建设的必须选择创新技术与民用工程建设注重选择

适用技术的不同、通过技术创新提高军事工程的安
全性与技术创新失败风险性的矛盾等，体现了军事
工程建设的军事博弈特点。 军事工程建设的任务多
样性与工程队伍专业局限性的矛盾、战备工程建设
的时间急迫性与军队专业力量有限性的矛盾、军事
工程大批量多地域同期建设的单项工程施工需求与

专业工程队伍施工能力的矛盾、军事工程建设的技
术持续创新能力需求与军队工程建设专业队伍自身

科技创新能力有限的矛盾等等，体现了军事工程建
设的任务性质特点。 军事工程建设“保证打赢”的
质量要求与民用工程建设质量标准的不同、军事效
能至上的效益准则与民用工程建设经济效益评价准

则的不同、“军事易损性比较效益观”与民用工程建

设的经济社会效益观的不同、军事工程建设的军事
经济学与民用工程建设的市场经济学的不同等，体
现了军事工程建设的经济评价特点。 军事工程建设
军事化组织管理制度与平民化组织管理的不同、急
难险重工程的战斗化组织指挥与一般常规工程建设

管理的不同、军营大家庭的特色组织文化与一般工
程建设团队组织文化的不同等，体现了军事工程建
设的组织文化特点。 可见，在军事工程建设的管理
实践中，面临着诸多不同于民用工程建设的矛盾和
问题。 现有的经典的组织行为学、工程经济学、项目
管理学等理论与成果，对军事工程建设管理具有哲
学、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指导作用，但并不能有效解
释军事工程建设有别于民用工程建设的若干矛盾或

异质性。 因而，对工程建设管理理论提出了特殊的
需求，也对军事工程建设管理理论创新提出了新的
需求。

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是糅合军事文化和中华

传统文化的精华，综合军事系统论和工程系统论的
思想，优化军事工程建设对象与项目管理要素的关
系，致力于实现资源集成化、组织协同化、目标最优
化等目的的组织行为与过程。 文章试图从军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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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管理的特殊性和异质性出发，较为系统地构建
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的理论架构和实现模式。 研
究的意义在于，初步创建特定领域和谐管理的理论
体系和研究范式，丰富和谐管理的理论视角和研究
议题，拓展组织行为学、工程经济学、项目管理学等
理论的应用领域，可为新时期军事工程建设领域的
管理实践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2　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的理论依据
2．1　组织行为学理论基础

组织行为学“探讨个体、群体及其结构对组织
内部行为的影响，并应用这些知识改善组织的有效
性” 、“关心人们在组织中做什么，这种行为如何影
响组织的绩效” ［１］ 。 军事工程建设的个体、群体及
组织的思维习惯、精神境界、行为准则等将因为军人
核心价值观、军人集体荣誉和使命感、项目组织的军
事化特征等而具有特殊性。 运用组织行为学的理论
和方法，可以激励军事工程建设组织中个人的积极
性，并促进组织要素间、组织与个人以及组织与环境
间的协同，从而提高组织绩效和驱动组织进步。 军
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在全方位覆盖军事工程建设系

统诸要素的同时，从组织行为学角度特别强调人的
因素的作用。 工程目标选择、资源配置、施工作业、
技术创新、质量控制、成本控制、进度安排和价值判
断等，都有赖于军事工程建设队伍中人的观念和行
为。 在军事工程建设系统中，人是主体因素，也是和
谐管理获取系统放大功效最关键的要素。 人的观念
和行为的不确定性，既有导致系统无序的消极作用，
又有通过人与人之间竞争、沟通与协同的非线性作
用，导致团队内知识集成创新和提升团队凝聚力与
核心竞争力的积极作用。
2．2　军事工程经济学理论基础

军事工程经济学是军事经济学与工程经济学的

交叉学科。 “研究军事经济学的目的是为了最大限
度地有效配置有限的军事经济资源，不断提高军事
经济效益，满足和实现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利益
和防务安全。”军事经济学的经济效益是“国家的政
治、经济、军事效益与军事经济效益的统一” ［２］ 。 工
程经济学强调“最大限度地提高工程经济活动的效
益，降低损失或消除负面影响，最终提高工程经济活
动的经济效果。”军事工程经济学从军事利益最大
化的角度，测度军事工程建设所需各类物质的资源
属性，优化配置军事工程建设所需的军内外各类资

源，合理安排满足军事工程建设的质量、工期、成本
等目标所需的必要资源。 从军事工程经济学的角度
而言，传统的净现值、净年值、投资回收期、内部收益
率等指标已不能用于对于军事工程项目的评价。 传
统工程经济学考虑的是质量、工期、成本等微观项目
管理目标的实现，而军事工程经济学立足于军事、政
治等宏观目标，从军事工程建设的微观经济指标角
度实现质量、工期、成本等客体及其影响因素的协调
管理。
2．3　现代项目管理学理论基础

知识、工具、方法属于军事工程建设不可或缺的
三类技术要素，也是优化军事工程建设过程管理必
须依托的要素。 现代项目管理理论认为，“现代项
目包括各种组织所开展的各式各样的一次性、独特
性和有创新性的任务或活动”；“项目管理是运用各
种相关的知识、技能、方法与工具，为满足或超越项
目有关各方的要求与期望，所开展的各种计划、组
织、领导和控制等方面的活动” ［３］ 。 由于人类社会
主导活动从以运营为主转向以创新活动为主，其管
理主导模式也从以基于职能管理的日常运营管理为

主，向以基于集成管理的现代项目管理为主转变。
因此，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本质上是现代项目管
理理论基础之上的管理模式，是建立在“打赢律”基
础上的工程管理，其所运用的标准化管理、集成化管
理、模块化管理、程序化管理、信息化管理等若干管
理方法，正是现代项目管理中的重要管理模式，是赢
得作战胜利的必要保障。
2．4　系统协同进化理论基础

系统科学的自组织理论揭示，“实现向有序方
向演化的原因在于系统的内部，系统自系统间非线
性相互作用，出现整体协同效应，使系统这样的演化
可以‘自发地’进行” ［４ ］ 。 “自组织方法论把相互作
用看成是推动系统自组织的根本动力，并把这种非
线性作用细致分成竞争、协同两种相反相成的互补
对立性机制，把演化中的子系统的相互作用与演化
形成的模式再次构成更高层面的相互作用，于是相
互作用之上又有相互作用，相互作用也进一步构成
超循环；而超循环本身就是相互作用的更高形
式” ［５］ 。 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所涉及的 “人—
事—物”因素，是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的重要对
象，亦是不可或缺的系统要素，它们之间存在复杂的
非线性相互作用，通过人理、物理、事理要素的共同
作用，形成超循环机制，推进系统的全要素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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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的系统架构
3．1　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的特征与目标

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的特征与目标如图 １ 所
示。

图 1　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的特征与目标
Fig．1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objects of the harmonious

management of military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３．１．１　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的 ３ 种特征

１）文化融合特征。 中华文化和谐共生的理想，
是以“和”为核心，兼顾多元、和谐有序、包容开放的
哲学伦理体系。 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正是产生于
五千年文化底蕴和中国情境下的管理模式，既融汇
了中华传统文化中以和为贵、和气生财、合而不同、
天人合一等精髓，又必须针对军事工程建设这一特
殊对象而赋予军事领域特定的“一切行动听指挥”、
“团结就是力量”、“统一意志、统一目标、统一行动
就是战斗力”等一系列军事责任意识、军事奉献精
神、军事质量意识、军事创新精神、军事战斗作风、军
事人文精神以及军营文化氛围等军事文化特征。

２）系统综合特征。 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是
在充分考虑军事工程建设的军事特征基础之上对军

事工程建设复杂系统的理性再构。 军事工程建设管
理必须综合考虑宏观的军事环境与格局子系统、中
观的军事工程建设合作单位及利益关联方等构成的

子系统、微观的军事工程项目组成要素及建设要素
子系统等对于军事工程建设复杂性的影响。 其突出
体现为军事工程建设系统与民用工程建设的系统构

成不同，系统间的逻辑关系不同，系统的功能不完全
相同。 在此基础上，对军事工程复杂系统进行理性
地再构和综合，需要从系统综合的角度更新传统工
程项目既定的宏观系统、中观系统和微观系统构成
与内涵，以军事目标和利益为轴线理清各系统之间

的逻辑关系，协调军事工程建设与军事、国防、经济、
科技和社会等之间的关系。

３）关系优化特征。 在工程管理一般规律与军
事工程建设特殊对象的关系上，军事工程建设和谐
管理既需要运用现代工程项目管理的诸多原理、工
具、方法等，又必须立足于军事工程建设对象这一特
定的客体，并不断优化两者之间的关系。 军事工程
建设管理对于工程管理要素与军事工程建设对象关

系的持续优化，体现为军事工程建设管理过程中对
于传统工程项目的目标控制与协调模式（增加了军
事目标和政治目标）、资源集成与调配模式（军队对
于工程项目资源的集成与调配具有特殊性）、项目
决策与计划模式（严格区别于市场导向的模式）等
均将从军事的高度予以持续优化。
３．１．２　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的目标任务

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致力于实现军队内外资

源集成化（即集成军事工程建设所需的军内外高等
学校、科研院所、建设单位的各类资源）、军事组织
与项目组织的协同化（即将军事组织本身的运行规
律和项目对于施工组织的客观要求协同起来发挥作

用）、军事功能目标与工程项目目标（经济目标、技
术目标等）的综合目标最优化。 其中军队内外资源
集成化追求在明确军事工程建设资源缺口与能力差

距的基础上，通过资源内化、资源外化、资源显性化、
资源网络化等多种形式实现军事工程建设资源的集

成化，确保资源的快捷获取、优化配制与合理使用。
其是在寓军于民、军民融合的过程中，与军内外高等
学校、科研院所以虚拟研发中心、实体型研究所、联
合攻关小组、战略联盟合作框架协议等多种形式开
展广泛的战略联盟合作，建立军事工程建设多方合
作动态联盟基础上的长效合作机制。 组织协同化追
求在多点施工、多方参与、多环节并行、多要素集成
的条件下，军事工程项目高质量、强时效完成所必须
的军事组织和项目组织的耦合与协同。 目标最优化
追求在综合考虑军事利益、政治利益以及长远经济
利益基础之上的军事工程建设整体利益最大化。 这
一目标要求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在不计较经济成

本、不考虑短期收益的条件下积极从事军事工程项
目的设计、施工与管理。
3．2　 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的“人—事—物”系统

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的“人—事—物”系统
架构如图 ２ 所示。 其中，人是广义的“人”，包括参
与军事工程建设的军内外所有个人、群体、团队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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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事涵盖军事工程建设所可能运用的方法、手
段、策略等；物是指军事工程建设管理的质量、工期、

成本等客体对象以及材料、机器、设备等具体物质。

图2　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的系统架构
Fig．2　System framework of the harmonious management of military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基于系统论的观点，军事工程建设的人事物系
统可进一步划分为人理要素、事理要素和物理要
素

［６］ ，分别反映人、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原理和规
律。 “人和”指军事工程建设“人—事—物”系统涉
及的所有参与主体的人理要素的和谐，也可以理解
为军事工程建设的领导、员工、团队等达成人尽其才
时所处的状态；“事谐”指军事工程建设“人—事—
物”系统涉及的各项工作及工程技术、管理方法、管
理要素等事理要素的和谐，也可以理解为军事工程
建设的方法、手段、策略等达成事尽其功时所处的状
态；“物适”指军事工程建设“人—事—物”系统涉及
的物质资源与目的物等物理要素的和谐，也可以理
解为军事工程建设的设备、资金、材料、工具等达成
物尽其用时所处的状态。

在科学哲学的本体论层面，综合“实体本体论”
和“关系本体论”，能够更好地揭示军事工程建设和
谐管理的建构特征和系统特征。 针对军事工程建设
管理主体“人”和“组织”要素的“人和” ，以及针对
管理客体“物要素”的“物适” ，可回答军事工程建设
和谐管理的实体本体问题；针对主客体关系“事件
和情境”的“事谐”，可回答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
的关系本体问题。 在认识论层面，可以从结构、过
程、进化、系统、文化等不同的认识论视角来阐明军
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的内涵，分别对应于人和物的
要素管理、军事工程建设的过程管理、“人—事—
物”的耦合进化、工程与军事—经济—社会的系统
协调、军事工程建设管理的特色文化等。 在方法论

层面，“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与所有管理一样，
是一门实践的学问，也是“实践方法论”和“理性方
法论”的统一。 基于军事工程建设管理实践和学习
一般管理学理论方法构建的“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
理”，同样需要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
识”的不断完善和发展过程。

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是建立在系统论基础上

三维度（人和、事谐、物适）两阶段（耦合优化与耦合
进化） 的军事工程建设管理。 其中，第一阶段为
人—事—物三维度各自、两两之间或三维度耦合优
化的和谐管理，属军事工程建设团队与项目的常态
管理；第二阶段是在三维度耦合优化的基础上，通过
创新思维、创新技术和创新模式等的催化作用形成
超循环机制，实现耦合进化管理，属军事工程建设事
业与项目的创新管理。
3．3　 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的系统逻辑关系

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中，组织是管理的主体，
军事工程建设项目是管理的对象即客体，军事工程
建设和谐态是管理的目标，军事工程建设所使用的
相关技术反映主客体间关系。 在军事工程建设和谐
管理中，“人和”是前提，对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
起主导作用；“物适”是基础，是军事工程建设和谐
管理的功能目标；“事谐”是手段，是“人和”作用于
“物适”的方法与途径；通过“人和”、 “物适”以及
“事谐”的共同作用，实现系统的要素耦合进化。

作为军事领域的工程建设管理，实行和谐管理
的主要逻辑是：依据人和机理，军事工程建设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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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主体要素子系统实现和谐；依据事谐机理，军事
工程建设的技术—关系要素子系统实现和谐；依据
物适机理，军事工程建设的客体要素子系统实现和
谐；依据耦合进化机理，在军事工程建设的人、事、物
子系统内部实现和谐的基础上，军事工程建设内部
系统与其所处的外部环境相互作用，通过系统整体
与环境的和谐，推动军事工程建设动态和谐态的生
成（见图 ３）。

图 3　 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的内在逻辑关系
Fig．3　Inner logical relationship of the harmonious
management of military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4　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的运行机理
4．1　人和机理

军事工程建设的“人和机理”指通过组织结构
的合理优化、人员关系的竞争合作、组织与个人的目
标一致性以及组织与环境的学习适应性，可生成组
织内部功能与结构、员工素质与关系、组织与外部利
益关联方等人理要素的和谐态，将形成并增强组织
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并表现为项目实施中的主
体能动能力。 人和机理是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的
人理，是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的主导机理 ［７］ 。 人
和机理表现为组织行为学指导下人理要素向人和态

的转变机制。 具体而言，军事工程建设“人和”的组
织结构和谐包括军事工程项目组织结构的适应型和

谐、优化型和谐与变革型和谐。 军事工程建设“人
和”的组织与个人关系和谐有赖于军事工程建设组
织内部的群体规范、协调博弈与冲突化解。 军事工
程建设“人和”的组织内部人际关系和谐划分为军
事工程建设参与人员的利益型关系和谐、工具型关
系和谐以及情感型关系和谐。 军事工程建设 “人
和”的项目团队和谐包括军事工程建设的专业团队

和谐、标段团队和谐以及跨团队和谐。
4．2　事谐机理

军事工程建设的“事谐机理”指组织与员工行
为目标的协调性、技术与管理要素的匹配性、管理方
法的科学性和程序的合理性等，可生成军事工程建
设相关工作及其管理等事理要素的和谐态。 事谐机
理是提高军事工程建设绩效、促进军事工程建设发
展的关键。 事谐机理表现为现代项目管理学指导下
事理要素向事谐态的转变机制。 具体而言，军事项
目建设和谐管理的“事谐机理”体现为：以军事为导
向的军事、经济、技术目标和谐，其是军事工程建设
和谐管理努力实现的长远目标、终极目标和宏观目
标的和谐，对其所展开的事谐工作能够统领和引导
所有的事谐要素；以质量为核心的质量、工期、成本
要素的和谐，在一定程度上可认为是军事工程建设
短期目标和微观目标的和谐，与其相关的事谐工作
是实现以军事为导向的目标和谐的要素保证；以技
术创新为基础的设计、建造、管理过程和谐，对其所
开展的事谐工作属于在技术层面对于军事工程建设

和谐管理的方法保证和过程保证。
4．3　物适机理

军事工程建设的“物适机理”指军事工程建设
中相关物质资源的可获性及其与目标的适应性、物
质要素的完备性及相互匹配性、物质资源配置的合
理性及其使用的经济性等，可生成军事工程建设客
体中物理要素的和谐态。 物适机理是决定军事工程
建设效率与效果的必要机理。 物适机理表现为军事
工程经济学指导下物理要素向物适态的转变机制。
具体而言，军事工程建设自然状态下的物适机理是
在无人为作用和干扰的条件下，军事工程建设对于
所需的设备、材料、资金等能够自给自足而无需从外
界通过各种途径获取，且以上设备、材料、资金等能
在原始状态下有效发挥作用，包括物理要素资源禀
赋的价值转换、物理要素自然属性的相对稳定、物理
要素部分属性的动态适应。 社会条件下的物适是在
军事工程建设过程中，借助社会力量获取的各类物
资资源能够在数量、质量、技术、结构等属性方面有
效满足军事工程建设客观和现实需求的物理维度和

谐态，需要通过供求对接、信息对称以及方案备选来
实现。 组织作用下的物适机理是依据军事工程建设
对于物理要素的动态需求，将事理要素作用于物理
要素，通过他组织作用和技术手段正确、合理影响物
理要素并推动物理要素向物适态的转变，可通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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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的人理要素补偿、物适的事理要素作用来实现。
4．4　耦合进化机理

军事工程建设人和、事谐、物适耦合进化，是指
军事工程建设涉及的所有人、事、物要素的优化整
合，将形成系统的创新能力与核心竞争力，促进军事
工程建设有序发展。 “耦合进化”机理指和谐管理
的组织行为，可使军事工程建设系统的全要素，通过
线性与非线性相互作用，以及序参量或吸引子主导
机制

［８］ ，自组织生成耦合有序的状态，实现系统全
要素优化，并促进军事工程建设绩效跃升。 “人和”
在和谐管理中，起到序参量或吸引子的作用。 耦合
优化的超循环，形成耦合进化机制。 军事工程建设
和谐管理所涉及的人理要素、物理要素、事理要素来
自于经典系统论中对于人、物、事系统的划分，同时
又赋予其军事工程系统论的内涵。 军事工程建设的
和谐管理不局限于人、物、事各个维度的和谐，其是
在人理要素、物理要素与事理要素分别向人和态、物
适态以及事谐态转变后并推动其耦合进化的过程。
军事工程建设耦合进化的动力学运行机制包括触发

效应、乘数效应和挤出效应，可细分为个人、团队、组
织的和谐、质量、工期、成本的和谐［ ９］ ，军事目标、技
术目标以及经济目标和谐，人和、物适、事谐的融合
等系统动力学子模型。 军事工程建设人和、物适、事
谐耦合进化是建立在人和、物适、事谐的反应循环、
催化循环基础之上的耦合进化的超循环。
5　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模式与评价
5．1　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的实现模式

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的实现模式包括：以人
为本，实现军事工程建设“领导—员工—团队”主体
要素的人理和谐；综合协调，实现军事工程建设“质
量—工期—成本”客体要素的物理和谐；集成创新，
实现军事工程建设 “知识—工具—方法”关系要素
的事理和谐；耦合进化，实现军事工程建设“军事—
技术—经济”系统环境和谐，如图 ４ 所示。
５．１．１　以人为本，实现主体要素的人理和谐

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强调领导、员工、团队作
为主体要素的人理和谐，包括组织结构和谐、组织与
个人行为和谐、组织内部人际关系和谐以及项目团
队和谐等多个方面。 军事工程建设主体要素的人理
和谐要求以人为本，将军事工程建设组织内部诸多
“人”的因素集中调动起来，发挥主体的聪明才智以
及主观能动性。 具体体现为，发挥军事工程建设单

图4　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的实现模式
Fig．4　Realization mode of the harmonious management

of military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位的示范和激励作用，以及参与方的协作和配合功
能，培育以专业人才为核心的军事工程建设中坚力
量，培养军内外参与组织和团队的合作精神，整体实
现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中组织系统的功能、关系、
结构和谐。 主体要素的人理和谐必须突出创新型领
导的作用，表现为领导的人格魅力、感召力、决策能
力、心智模式、角色定位等对于人才的培养、团队的
塑造、组织的熏陶，以及最终组织和谐的实现均将具
有主导作用。
５．１．２　综合协调，实现客体要素的物理和谐

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认为质量、工期、成本及
其影响因素作为客体要素的物理和谐是系统整体和

谐的基础。 质量、工期、成本是军事工程项目和谐管
理的主要内容与客体对象，军事工程项目管理对于
质量、工期、成本及其影响因素等客体要素的管理，
相对于传统工程项目管理而言，突出表现为优先满
足军事工程建设高质量要求和应急要求条件下的成

本满意解，甚至不计成本。 因此，在对质量、工期、成
本及其影响要素进行控制时，必须运用综合协调的
方法，构建军事工程建设质量、工期、成本的非等边
三角形，以精益的物质保障体系为条件，推动“质
量—工期—成本”多维要素的有效协调。
５．１．３　集成创新，实现关系要素的事理和谐

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认为主客体作用作为关

系要素的事理和谐是系统整体和谐的关键。 知识、
工具、方法的集成创新，属于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
不可或缺的技术手段，是军事工程建设主客体作用
的重要途径。 军事工程建设项目相对于一般工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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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施工环境更为复杂，施工规范更为苛刻，施工要
求更为严格。 与此同时，军事工程建设所需要运用
的知识更为前沿，工具更具综合特征，方法更具转移
特征。 基于此，军事工程建设关系要素的事理和谐，
必须强调决策力和执行力的统一，以做正确的事和
正确地做事为保证，切实推进知识、工具、方法的集
成创新，保证关系要素的事理和谐。
５．１．４　耦合进化，实现系统环境和谐

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认为内部系统与环境耦

合进化是军事工程建设系统整体和谐的目标，表现
为“人和—事谐—物适耦合进化”的发展过程。 以
“打赢为先”为准则的“军事—技术—经济”目标，为
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的“耦合进化”提供了检验
标准和环境氛围。 军事工程建设的主体、客体及其
相互作用所产生的耦合进化能否达到和谐态，以及
军事工程建设系统与其环境的耦合进化能否达到标

准和符合要求
［１０］ ，是实现军事工程建设的军事、技

术、经济目标的保证（其中军事目标为终极目标）。
军事工程建设的 “军事—技术—经济”系统环境和
谐是以军事工程建设内部系统以及系统整体与环境

耦合进化为前提，最终实现以打赢为先的目标和谐
态。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实现系统与环境的和谐，必
须注重情报信息的管理，包括对敌斗争的军事信息
常态管理、军事工程领域最前沿、最尖端的攻防技术
信息动态管理等，其将影响军事工程建设的军事目
标取向和施工技术选择。
5．2　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的和谐度评价

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的“和谐度”指军事工
程建设和谐管理中，系统全要素耦合优化程度或预
期目标实现程度的评价指标与参数。 军事工程建设
和谐管理的“和谐度”属于相对模糊的概念，军事工
程建设和谐管理的人和、物适与事谐同样属于比较
抽象的概念，并且人和、物适与事谐还包括其他不易
被观察和识别的若干变量。 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
的人和、物适、事谐与和谐度之间属于多因变量、多
自变量的问题，其难以运用其他统计工具进行处理，
结构方程模型的可取之处在于能够对不易度量的潜

变量采用可观测变量及量表的方式获取相关调查数

据并进行有效测算。
５．２．１　和谐度评价模型的假设

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的“人和”（ RH）由个人
与组织融合度（ RH１ ）、人际关系成熟度（RH２ ）、团队
忠诚度（RH３ ）、组织灵活度（RH４ ）构成，提出如下基

本假设：
H１ ：个人与组织融合度对于军事工程建设和谐

管理的“人和”具有正向影响。
H２ ：人际关系成熟度对于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

理的“人和”具有正向影响。
H３ ：团队忠诚度对于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的

“人和”具有正向影响。
H４ ：组织灵活度对于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的

“人和”具有正向影响。
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的“人和”及其对应的

潜变量和可观测变量所构成的矩阵如式（１）所示：

RH ＝
RH１

RH２

RH３

RH４

＝
RH１１ RH１２ RH１３ RH１４

RH２１ RH２２ RH２３ RH２４

RH３１ RH３２ RH３３ RH３４

RH４１ RH４２ RH４３ RH４４

（１）

其中，个人与组织融合度（RH１ ）表现为军事工
程建设和谐管理过程中，任意个人总能够较好地明
确在组织中的角色定位和使命定位（ RH１１ ）、较好地
完成组织交待的任务（ RH１２ ）以及较为迅速地适应
不同的项目组织（ RH１３ ）。 人际关系成熟度（RH２ ）表
现为军事工程建设各类工程人员相互之间配合默契

（RH２１ ）、情感和道义的关系重于经济利益关系
（RH２２ ）以及不存在类似于非正式组织的人际关系
（RH２３ ）。 团队忠诚度（RH３ ）表现为军事工程建设的
各类团队，包括专业团队（RH３１ ）、项目团队（RH３２ ）、
跨团队（RH３３ ）均能够行为一致、目标一致、思想一
致地服务于整个军事工程项目。 组织灵活度（RH４ ）
表现为组织结构能够根据不同军事工程建设的不同

需求进行动态调整（RH４１ ）、适应性地满足军事工程
建设不同时期或阶段的任务（ RH４２ ）以及在兼顾军
事组织特有刚性的同时具有若干柔性管理的特征

（RH４３ ）。
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的“物适”（WS）由数量

满意度 （WS１ ） 、质量吻合度 （WS２ ）、技术适用度
（WS３ ）、结构匹配度（WS４ ） 构成，提出如下基本假
设：

H５ ：数量满意度对于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的
“物适”具有正向影响。

H６ ：质量吻合度对于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的
“物适”具有正向影响。

H７ ：技术适用度对于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的
“物适”具有正向影响。

H８ ：结构匹配度对于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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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适”具有正向影响。
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的“物适”及其对应的

潜变量和可观测变量所构成的矩阵如式（２）所示：

WS ＝
WS１
WS２
WS３
WS４

＝
WS１１ WS１２ WS １３ WS １４

WS２１ WS２２ WS ２３ WS ２４

WS３１ WS３２ WS ３３ WS ３４

WS４１ WS４２ WS ４３ WS ４４

（２）

其中，数量满意度（WS１ ）表现为军事工程建设
和谐管理中对于军事工程建设所需的紧缺军需物质

存在安全库存（WS１１ ）、总能够满足各类军需物质的
动态数量需求（WS１２ ）以及军需物质的有效数量符
合要求（WS １３ ） 。 质量吻合度（WS２ ）表现为军事工程
建设对于各类设备、仪器、材料、软件等的质量需求
确实高于一般工程项目的质量要求（WS２１ ） 、所提供
的各类军需物质的质量能够与军事工程建设的需求

相匹配（WS ２２ ）以及为军事工程建设所提供的各类
军需物质的质量能够满足未来战争的需求（WS２３ ）。
技术适用度（WS３ ）表现为军事工程建设所运用的技
术具有较好的前瞻性和预见性（WS３１ ）、为军事工程
建设提供的各类技术与需求能够有效对接（WS３２ ）、
经常开展技术创新活动（WS３３ ）。 结构匹配度（WS４ ）
表现为军事工程建设所涉及的各类军需物质调度和

配置合理（WS４１ ）、利用率较高（WS４２ ） 、相互之间的
替代率达到了均衡状态（WS４３ ） 。

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的“事谐” （SX）由利益
协调度 （ SX １ ）、目 标控制度 （ SX２ ） 、策略优化度
（SX ３ ）、方法有效度（ SX４ ）构成，由此得出如下基本
假设：

H９ ：利益协调度对于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的
“事谐”具有正向影响。

H１０ ：目标控制度对于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的
“事谐”具有正向影响。

H１１ ：策略优化度对于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的
“事谐”具有正向影响。

H１２ ：方法有效度对于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的
“事谐”具有正向影响。

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的“物适”及其对应的
潜变量和可观测变量所构成的矩阵如式（３）所示：

SX ＝
SX１

SX２

SX３

SX４

＝
SX １１ SX １２ SX１３ SX１４

SX ２１ SX ２２ SX２３ SX２４

SX ３１ SX ３２ SX３３ SX３４

SX ４１ SX ４２ SX４３ SX４４

（３）

其中，利益协调度（ SX１ ）表现为军事工程建设

和谐管理对于军事利益和政治利益的追求高于经济

利益（SX１１ ）、对于长远利益的角度高于短期利益
（SX１２ ）、对于隐性利益的追求高于显性利益（ SX１３ ）。
目标控制度（SX ２ ）表现为军事工程建设对于质量和
工期等目标的重视程度高于成本目标（ SX２１ ）、经常
需要采取各类目标控制手段实现对于军事工程建设

不同目标的有效协调（SX ２２ ）、对于质量、工期、成本
等目标控制总是卓有成效的 （SX２３ ） 。 策略优化度
（SX３ ）表现为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过程中通常会
设置多种可供选择的策略（ SX３１ ）、存在不断改进各
类策略的动力和激情（SX ３２ ）、具有对策略进行帕累
托改进的空间和范围（SX ３３ ）。 方法有效度（ SX４ ）表
现为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所运用的方法能够弥补

达成和谐态存在的资源缺口（ SX４１ ） 、能够解决达成
和谐态存在的能力差距（SX ４２ ）、能够消除可能存在
的不和谐因素（SX ４３ ）。

以个人与组织融合度（RH１ ）、人际关系成熟度
（ RH２ ）、 团 队 忠诚 度 （ RH３ ）、 组 织灵 活度 构成
（RH４ ）、数量满意度 （WS１ ）、质量吻合度 （WS２ ）、技
术适用度（WS３ ）、结构匹配度（WS４ ）、利益协调度
（SX１ ） 、目标控制度（ SX２ ）、策略优化度（ SX３ ）、方法
有效度（SX ４ ）为外源变量，以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
理的“人和” （RH）、“物适” （WS）、“事谐” （SX）以及
“和谐度”（HX）为内生变量，其中“人和”（ RH）表现
为和睦相处 （ RH０１ ）、志同道合 （ RH０２ ）、和舟共济
（RH０３ ）；“物适”（WS）表现为物以类聚（WS０１ ）、物尽
其用（WS０２ ）、物有所值（WS ０３ ）；“事谐”（ SX）表现为
全目标统一（SX０１ ）、全过程耦合（SX０２ ） 、全要素集成
（SX０３ ） ；“耦合进化”（人和、物适、事谐的耦合进化，
缩写为耦合进化，记为 HX）表现为军事工程建设整
体利益最大化程度（ HX １ ）、军事工程建设实施过程
协同化程度（HX ２ ）、军事工程建设组织资源集成化
程度（HX ３ ）、军事工程建设技术合作动态联盟化程
度（HX４ ）。 在此基础上，提出如下基本假设：

H１３ ：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的“人和”对于“耦
合进化”具有正向影响。

H１４ ：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的“物适”对于“耦
合进化”具有正向影响。

H１５ ：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的“事谐”对于“耦
合进化”具有正向影响。

对以上 ３ 条基本假设解释如下：“人和”、“物
适”、“事谐”为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不可或缺的
要素，相互耦合、共同作用，才能提高军事工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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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管理的“耦合进化”。 其中，“人和”要素是实现
和提高“耦合进化”的主体因素，必须发挥其主观能
动作用；“物适”要素是实现和提高“耦合进化”的媒
介因素，必须发挥其物质保障作用；“事谐”要素是
实现和提高“耦合进化”的客体因素，必须发挥其辅
助催化作用。
５．２．２　和谐度评价模型的建立

针对和谐度结构方程模型所涉及的 １６ 个潜变
量和 ６１ 个可观测变量，在具体模型运用过程中，第
一步需要设计相应的问卷并采用量表进行打分，对
于问卷所涉及的多个问题进行因子分析和聚类，并
对调查结果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 第二步为依据军

事工程建设的“人和”、“物适”与“事谐”、“耦合进
化”４ 个潜变量以及“人和” 、“物适”与“事谐”对应
的 １２ 个潜变量，以及相应的可观测变量建立验证性
结构方程模型，通过对一系列拟合度指标判断该模
型是否适合建立全结构方程模型。 第三步为通过全
结构方程模型，验证以上提出的基本假设是否通过
检验，判断在实际的军事工程建设管理中哪些问题
最能反映军事工程建设的“人和” 、“物适”、“事谐”
以及“耦合进化”，得出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的
“人和”、“物适”、“事谐”对于“耦合进化”的直接效
应与间接效应，提出改进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
“耦合进化”的路径和建议。 具体模型如图 ５ 所示。

图 5　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结构方程模型图
Fig．5　SEM of the harmonious management of military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由图 ５ 可得，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的和谐度 h 为：

h ＝钞３

j＝１ 钞
３

i ＝１
αj RH＿＿＿＿

jiωji ＋钞３

j＝１ 钞
３

i ＝１
βj WH＿＿＿＿

jiμji ＋钞３

j ＝１ 钞
３

i ＝１
γj SX＿＿＿＿ ji θji ＋钞３

i ＝１
ui RH

＿＿＿＿
０ i ＋钞３

i ＝１
v i WH

＿＿＿＿
０ i ＋钞３

i ＝１
w i SX

＿＿＿＿
０ i

钞３

j ＝１ 钞
３

i ＝１
αjiωj i ＋钞３

j＝１ 钞
３

i ＝１
βjiμji ＋钞３

j ＝１ 钞
３

i ＝１
γji θji ＋钞３

i ＝１
ui ＋钞３

i ＝１
v i ＋钞３

i ＝１
w i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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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４）中， α、β、γ为路径系数（图 ５ 中各潜变量之间
的关联度）； ω、μ、θ、u、v、w为载荷系数（图 ５ 中各观
测变量对于潜变量进行解释的程度）； RH＿＿＿＿ 、 WH＿＿＿＿ 、
SX
＿＿＿＿
为可观测变量的平均值。

6　结语
文章所揭示的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内涵以及

构建的军事工程建设人和维（人—人理—人和）、事
谐维（事—事理—事谐）、物适维（物—物理—物适）
三维度和谐及耦合进化两阶段的军事工程建设和谐

管理理论架构及实现模式，可为军事工程建设管理
以及和谐管理的拓展研究提供典型的研究范式。 在
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的动态模拟仿真以及军事工

程建设和谐管理各维度的工具、方法等方面还有待
进一步提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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