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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从工程哲学的视角，对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理论基础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层面进行

了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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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发表于《中国工程科学》2012年 7月刊的《军事

工程建设和谐管理的理论架构与实现模式》[1]以组

织行为学、工程经济学、项目管理学、系统协同进化

理论为理论依据，借鉴工程“人、事、物”管理系统，

论述了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的“人和-事谐-物
适”逻辑关系、系统架构及其运行机理，从而建立了

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的理论架构。任何一个理

论模式的建立，必须回答其建构的哲学问题：本体

论、认识论、方法论。即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是

什么？怎么认识？用什么方法来认识？因此，本文

试图对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进行哲学解析。

当前，我国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每年新建建筑

几近世界的40 %，大量重大工程建成并投入使用标

志着我国已经进入到“工程建设时代”。在工程时

代需要新的工程理念和工程管理理论。从“征服自

然”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变迁，正是这个

时代工程建设活动从哲学层面进行反思的结果。

在哲学的研究对象上，自然哲学着重研究客观世界

发展的一般规律，科学哲学着重研究人类认识世界

发展的一般规律，技术哲学研究人类知识世界的应

用和发展的一般规律，而工程哲学则着重研究人工

世界发展的一般规律。军事工程建设是一种“特定

领域的人造工程世界”，因此本文的研究对象也就

是从工程哲学的角度进行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

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探讨。

2 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的本体论剖析

2.1 工程本体论哲学含义

本体是指世界的本源或基质，构造本体的目的

是为了实现某种程度的知识共享和重用。本体论

作为一门学问起源于对万物本源的追问，探究的是

研究对象的根本，关注的是“存在”，即研究对象的

存在类别与实体。

工程本体就是工程建设领域实体的存在本

质。本体论探究的是一切实在的最终本性，工程本

体论的研究实际上指工程建设领域对存在实体事

物的认识观。

知识和工程领域的本体论是经验的本体论，是

演绎的本体论，是自下而上的本体论，它从感觉的

存在中分析存在的类别，从底层开始建立存在的根

本对象，从关联性方面建立存在的关系[2]。

工程本体论探讨的是工程建设的本源与本性，

探讨本源需回答工程建设“基本构件”是什么，即实

体本体论；探讨工程建设本性还需回答“构件之间”

的“关联”是什么，即关系本体论。

2.2 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的本体论内涵

通过工程本体论概念分析，首先必须回答军事

工程建设和谐管理是什么？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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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是从工程系统出发，以建设组织为主体、以建设

项目为对象、以建设技术为手段、以外在军事经济

环境为目标，力求系统内部优化与整体进化的创新

管理活动。

从实体本源角度，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的构

件主体是军事工程建设组织，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

理的构件客体是军事工程建设项目；从基本构件之

间关系本性角度，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存在一种

主客体关系，即建设组织对于建设项目的实现手

段，这便是广义的建设技术或方法。

军事工程属重大复杂建设项目，往往需在短时

间、超常规、高质量的完成，除了遵循一般的组织管

理、项目管理规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内在机理因

素？这便需要从本体论角度认识解决矛盾的和谐

思想与方法。

2.3 本体论对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的认识作用

军事工程建设与民用工程建设比较，存在军事

博弈、建设体系、组织文化、评价标准等方面的巨大

差异，由此带来建设组织、建设技术、建设进度、建

设质量、建设成本各自、相互间及其与工程建设环

境的巨大矛盾。又由于军事工程建设急难险重的

特点，越来越倾向于采取军地合作的方式，广泛集

成军内外高校、科研院所、施工建设单位的资源，针

对军事工程建设的技术需求构建科研协作网络，以

及推进军队后勤社会化，促进军地融合式发展。由

此军事工程建设已经成为一个复杂的大项目或多

项目矛盾交织系统，军事工程建设管理的过程就是

从系统角度解决矛盾的过程。

和谐本意是和睦、协调之意，是指对立事物之

间在一定条件下辩证的统一，不同事物之间互促互

补、共同发展的关系。笔者以为从系统论、本体论

的角度分析，军事工程建设的主体——建设组织、

客体——建设项目、主客体间关系——建设技术，

以及系统目标环境相互间存在客观矛盾，但也存在

辩证统一、共促互补的关系，协调解决系统矛盾的

方法就是和谐管理。

军事工程建设的和谐管理，是构建一种和谐的

组织管理模式，不是淡化责任，消除差异，不要竞

争，抛弃制度和原则，而是追求管理的目标性与保

障性、统一性与灵活性、规范化与人性化、控制性与

激励性的内在协调，实现建设组织、项目内部，组织

与项目管理之间，以及它们与外部环境矛盾关系的

消解与协同发展。

通过对本体论的深入思考，笔者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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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件要素，以

及针对管理客体“物”或“项目”构件要素，可以回答

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的实体本体问题；针对主客

体关系“事件情境”或关联“技术”，可以回答军事工

程建设和谐管理的关系本体问题。

3 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的认识论分析

3.1 工程认识论哲学原义

认识论探讨的是人类认识的本质、结构，或认

识与客观实在的关系，即如何认识客观实在。

按照传统的说法，科学是用仔细的观察和实验

收集的事实，运用某种逻辑程序从这些事实中推导

出定律和理论。与此不同，技术产生于人们在改造

世界以符合人类需要的过程中实际遇到的困难。

或者说，技术问题产生于人类实际的或潜在的需要

与当前条件不能满足这种需要的矛盾，也就是改造

世界的实践目标、工程项目的目标与现有条件不足

以达到目标的矛盾。解决问题就是想出方案，想方

设法加入主观知识、技术思考和物质手段，以便达

到目标。

因此，与科学问题不同，技术问题起源于人们

在改造世界中产生的矛盾，要解决这一矛盾，就需

要从现存的东西推理到现时还不存在的东西，如技

术工具、解决方案等，而不仅仅是对现存的东西进

行解释[3]。由此分析，工程建设中的技术工具或解

决方案等，其目的就是要针对工程建设组织、项目

及其相互关联的矛盾，提出解决问题的有效手段。

在工程哲学中认识论包括：结构认识论、过程

认识论、进化认识论、系统认识论和文化认识论。

结构认识论是从“构成论”的视角来认识事物；过程

认识论是从“生成论”的视角来认识事物；进化认识

论是从更大时间尺度“衍化论”的视角来认识事物；

系统认识论是从“系统论”的视角来认识事物，将认

识对象作为一个系统整体，认识其与环境的相互作

用、功能及衍化；文化认识论则是从“文化论”的视

角来认识事物，超越了对事物物质层面的认识，探

究其精神、制度的形成与作用。

3.2 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的认识论思考

依据认识论哲学原理，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

需要从本质上认识与客观实在的关系。从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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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军事工程建设组织、项目、技术、目标相互间

确实存在建设的客观矛盾，如建设组织如何适应军

事目标环境？建设项目如何统筹质量、进度、成本

及其物资要素关系？建设组织自身及其对建设项

目实施怎样的技术措施？什么样的技术对建设项

目效果更好？一种矛盾状态的协调解决，或当重大

因素变化后又引发的新的系统或局部矛盾再如何

解决？解决这些矛盾就需要组织和谐、项目要素和

谐、技术和谐，以及系统目标的和谐并不断优化或

进化。

科学研究从科学问题开始，为解释现象而提出

假设，再对假设进行经验的检验与理论的评价，从

而提出一个新问题，构成一个研究周期。工程建设

管理从工程问题开始（满足一种需要或实现一种预

期），并不是提出解释性假设，而是提出各种不同的

设计，然后对不同的设计进行模拟与检验、评价与

选择，进而加以实施，从而解决问题[4]，这就是工程

认识论的哲学思维。

依据认识论哲学原理，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

需要从结构角度认识与客观实在的关系。由此笔

者在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中试图从结构认识论

角度认识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的构成要素，即建

设主体——组织（包括领导、员工、团队要素）、建设

客体——项目（包括影响质量、工期、成本的物资要

素）、主客体关系要素——建设技术（包括知识、工

具、方法要素）等；同时从过程认识论角度认识军事

工程建设和谐管理的要素间相互作用，即军事工程

建设和谐管理中“人和”是主导、“事谐”是手段、“物

适”是基础、“耦合进化”是核心；另外从系统认识论

角度认识军事工程建设管理的系统结构（人和、事

谐、物适3维度）、功能（后勤作战与军事打赢）、特征

（创新管理），从进化认识论角度认识军事工程建设

管理的系统与环境关系及其演化（子系统耦合优化

的常态管理与系统耦合进化的创新管理）；此外，军

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还从文化认识论角度认识了

军事工程建设管理的组织文化作用，即军事文化与

工程文化的融合，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管理文化的

融合。

3.3 认识论对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的指导意义

在军事工程和谐管理的研究中引入了“人、事、

物”系统视角，把军事工程建设组织的和谐视作“人

和”或“组织子系统”，把军事工程建设项目的和谐

视作“物适”或“项目要素子系统”，把军事工程建设

技术的和谐视作“事谐”或“技术子系统”，并由此构

建军事工程建设的内在体系；而把军事工程组织与

项目的目标（包括军事、技术、经济目标）视作军事

工程建设的外部环境，由此建立军事工程建设和谐

管理系统体系。

在此基础上，确立了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是

建立在军事系统论基础上3维度（人和、事谐、物适）

2阶段（各维度的协同优化及全要素耦合进化）的管

理思想，并提出了军事工程建设整体系统和谐的人

和、事谐、物适和耦合进化四大机理。

也就是说，在认识论层面，笔者已经从结构、过

程、进化、系统、文化等不同的认识论视角，阐明了

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在人和物的要素管理、工

程建设的过程与技术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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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进行了理论构建。

4 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的方法论探析

4.1 工程方法论哲学内涵

方法论是指对给定领域进行探索的一般途径，

即认识某类问题的基本思想方法。所谓方法论就

是认识、分析、解决一类问题所规定的思路与原则，

当然，在这一思路与原则之下，要解决具体问题，

还得要有具体的技术、工具和程序，即方法论“规

定”下的方法[5]。

根据工程哲学的理论，方法论包括：实践方法

论和理论方法论。实践方法论是一种自下而上、由

实践经验总结到理论体系建构的方法论，也是在工

程、管理、产业、社会等理论研究领域最为普遍的基

本方法论。理论方法论是一种自上而下、由思想理

论构想到实践尝试检验的方法论，是在哲学、科学

和技术等理论研究领域较为普遍的基本方法论。

工程管理方法论体系由程序化管理、系统管理

和复杂性管理方法论构成。程序化管理主要集中

在施工现场，以“硬”系统方法论为主，在具体管理

方法上表现为科学管理。系统管理主要综合“硬”

系统方法论和“软”系统方法论，以系统工程为具体

的方法和技术来组织和管理工程的中观和亚全局

的问题，目前在具体管理方法上主要表现为项目管

理。复杂性管理是运用复杂性理论来认识、分析和

管理复杂性问题。我国著名系统科学家钱学森与

其合作者提出了解决开放复杂巨系统的“从定性到

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论”，其基本思想是在分析、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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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和管理复杂系统时，需要从定性到定性定量结合

再到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

4.2 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的方法论探讨

按照工程方法论哲学本质含义，军事工程建设

和谐管理的研究或体现程序化管理，即项目施工现

场“硬系统”的管理方法；或体现系统管理方法，即

以系统工程为其具体的方法和技术来组织和管理

工程的组织与项目等中观问题；或运用复杂性理论

来认识、分析和管理复杂性技术问题。此外钱学森

等专家认为，在系统意义上，综合集成管理的目标

可以理解为是生成一个基于综合集成方法论的管

理体系。 因为它的直接任务是为了解决一类复杂

性管理问题，所以它所生成的必然是一个与被管理

的复杂系统相匹配的复杂系统，并以此系统的功能

（能力）来驾驭复杂性管理问题。综合集成管理由

被管理系统的认识系统、被管理系统的协调系统、

协调系统的实施系统3个子系统组成[6]。

对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而言，若是“单一项

目”的施工现场即可采用“硬系统”科学的程序化管

理的办法；但对“单工点、多项目”的工程建设，便需

要从工程系统角度来协调解决建设组织、技术与多

项目间的矛盾，即不仅要有程序化的“硬”方法，还

需要系统的组织与技术等“软”措施；此外，对于军

事工程建设“多工点、多项目”的复杂工程建设，则

更需要应用综合集成管理方法，这其中，被管理的

认识系统是人或建设组织，被管理系统的协调系统

是建设技术，协调管理的实施系统是建设项目，并

且各自子系统与整体大系统协调的核心是广义的

“人”及其和谐理念，“人”或说建设组织在军事工程

建设和谐管理中起着主导性核心作用。也就是说，

军事工程建设复杂大系统通过组织行为的指导、现

代管理理论与技术的综合、工程经济与项目管理手

段的应用，实施了综合集成管理体系方法。

4.3 方法论对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的指导价值

综上所述，军事工程建设管理方法论在与工程

实践相结合中，在理论上表现为程序化管理、项目

管理和综合集成管理方法，它们是工程管理体系中

缺一不可、相互支撑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实践中，

它们在工程建设的不同层次和阶段，发挥了各自不

同，但都是十分重要、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研究中，笔者从实践

方法论角度对自身 40多年实践中工程建设问题进

行了总结、梳理，包括技术革新、项目管理、团队文

化的提炼，如率先实行“项目经理制”和“EPC 工程

建设模式”，形成了“坚定一种信念，树立一种风尚，

弘扬一种精神，培养一种作风，造就一支队伍”、“任

务就是使命，工地就是战场，形象就是生命”、“有条

件上，没有条件千方百计创造条件也要上”等敢打

硬仗、能打硬仗的“工程团队文化”；形成了“建一项

工程、树一座丰碑、交一方朋友、出一类成果”、“诚

信为先，质量为重”、“产品就是人品”、“质量问题

100-1=0”、“产品和设备使用寿命内终身保修”等互

利共赢的“工程质量文化”；创建了“小核心、大联

合、军民融合、协同创新”的技术创新模式。

在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研究中，笔者还对军

事组织建设、军事文化建设、工程施工管理、科技创

新管理、协同创新模式等经验进行了理论归纳，从

理论方法论角度，以组织行为学、现代管理理论、工

程经济学与项目管理学、系统协同进化理论为依

据，应用综合集成管理体系方法，描述了军事工程

建设和谐管理的“人和-事谐-物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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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实现模式，进行了比较完整的理论建构，同时通

过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提出了军事工程建设和谐度

评价方法与和谐管理的实施路径。

当然，在方法论层面则认为，“军事工程建设和

谐管理”的研究与所有管理一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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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学习一般管理学理论

方法构建的“军事工程建设和谐管理”，同样还需要

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不断完善

和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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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in view of the military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the harmonious management

theory，in the perspective of engineering philosophy，at the level of ontology，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to analy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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