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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解决装备技术状态管理控制质量不高、效率低下等问题，全面提高某装备领域技术状态管理水平，

运用系统原理的理论，从军方管理与监督角度，识别了装备技术状态管理监督系统的特征，从系统的要素、

结构、功能、运行与环境等方面，对装备技术状态管理监督系统特性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偏离系统目标

影响系统功能发挥、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不协调、运行规则制定缺乏系统考虑以及系统没有主动适应环境

变化等四个方面，是造成装备技术状态管理控制效果不好、执行效率不高等问题的主要原因。提出了应坚

持系统目标的引领作用、坚持系统结构与运行合理匹配、坚持系统功能一体化协调和坚持系统综合适应环

境变化等四个方面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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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aims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low control quality and low efficiency in configuration management of 

equipment, and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configuration management of a certain equipment field. Based on the system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ilitary management and supervision the supervision system characteristics of configuration manage-

ment of equipment were identified and were analyzed in-depth in terms of elements, structure, function, operation, environment, 

etc. of the system.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deviation from the system goal affects the function of the system, the management 

system is not in harmony with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the operation rule making lacks systematic consideration and the sys-

tem does not actively adapt to the environment change. These are the main causes of poor control quality and low efficiency in 

configuration management of equipment. Suggestions are given in four aspects: the guiding role of the system goal, the re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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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le matching of system structure and operation, the integration of system function and the system's comprehensive adaptation 

to environmental changes. 

KEY WORDS: system principle; configuration management; supervision efficiency; system analysis 

装备技术状态管理监督是在装备全寿命过程中，

围绕着形成、保持、恢复装备技术状态而开展的一系

列监督活动的统称 [1]。它对于保持装备技术状态稳

定、统一、可追溯，确保装备质量受控具有重要的作

用。近年来，随着军队编制体制的调整，装备更新换

代加速，现役装备技术状态更改的频次和数量大幅增

加，某装备领域技术状态管理控制出现了质量不高、

效率低下等问题，给装备管理、保障及战斗力有效生

成带来不利影响，急需寻求解决的办法和途径。 

系统原理是管理原理之一，是运用系统的观点、

理论和方法对管理活动进行系统分析，以达到管理的

优化目标[2]。系统原理在社会管理、工程建设、军队

管理、装备保障等管理领域均有广泛、成熟的研究与

应用[3-7]。文中运用系统原理，对某装备领域技术状

态管理监督系统特征进行识别，对系统特性进行分

析，查找系统效能方面存在的不足，研究改进的思路

和途径。  

1  装备技术状态管理监督系统特征

识别 

装备技术状态管理是贯穿于装备全寿命的技术

和管理活动，包括技术状态标识、控制、纪实和审核

等四个方面，是由承制方开展的工作，是军方对承制

方技术状态管理活动的监督[8-9]。为实现装备技术状

态管理监督目标，军方建立了相应的装备管理体制、

机制，主要包括决策管理机构（装备订购主管部门、

定型委员会等）、监督管理机构（军事代表局等）、监

督执行机构（军事代表室等）和必要的咨询与信息管

理机构等，以及为了保证监督工作运行的法规标准

等。这些监督机构及其关系的总和，就构成了一个装

备技术状态管理监督系统。即装备技术状态管理监督

系统是为了实现装备技术状态管理监督目标而建立

起来的各组成部分的有机整体，是各要素及其关系的

总和，是监督活动和监督过程的组合，是一个高度协

调的有机整体。 

系统就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若干要素组成

的具有稳定结构和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系统具有五

个典型的特征：目的性、整体性、相关性、层次性和

环境适应性[10]。识别装备技术状态管理监督系统的特

征如下。 

1）目的性。装备技术状态管理监督系统的主要

目标是使装备在寿命周期内技术状态稳定、统一、

可追溯，在任何时刻都使用现行有效的文件，确保

装备质量，从而使军队能够及时获得满足使用需求

的装备。 

2）整体性。装备技术状态管理监督系统是由各

个子系统组成的，但该系统的整体功能大于各个子系

统的功能之和，应重视与提高系统的整体功能，充分

发挥系统的整体监督把关效应。 

3）相关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构成装备技

术状态管理监督系统的要素与要素之间是以一定的

方式相互联系的，要素之间具有相互依存关系；另一

方面，装备技术状态管理监督系统与其他系统、环境

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关系。 

4）层次性。装备技术状态管理监督系统是由若

干子系统组成的，该系统自身又可以看成是更大系统

的一个子系统。 

5）环境适应性。装备技术状态管理监督系统不

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依存于系统所处的环境，只有与

环境不断进行物质、信息与能量的交换，系统的功能

才能得到发挥，目标才能够实现。 

2  装备技术状态管理监督系统特性

分析 

装备技术状态管理监督系统特性分析主要包括

四个方面：系统的要素与结构、系统的功能、系统的

运行和系统的环境。 

2.1  系统的要素与结构 

装备技术状态管理监督系统的要素包括：监督主

体、监督对象、监督目标、监督规则和监督方法[11]。

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流程如图 1 所示，即监

督主体在目标的牵引下，在规则的约束下，采取各种

方法手段，对对象实施监督。装备技术状态管理监督

系统这五种要素的有序结合、顺畅运行是实现系统目

标的基础，缺少任何要素系统将不复存在或不完整。 
 

 
 

图 1  装备技术状态管理监督系统要素之间的关系 
Fig.1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lements of the supervision 

system of configuration management of equip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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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技术状态管理监督系统是装备质量监督系

统的子系统，而装备质量监督系统又是装备质量保证

系统的子系统。装备技术状态管理监督系统在装备质

量保证系统这一大系统中的结构如图 2 所示。 

根据某装备领域的管理模式，按装备全寿命形成

过程及业务管理层次来刻划的结构见表 1。由表 1 可

见，某装备领域技术状态管理监督实行的是二级管理

与三级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按装备全寿命形成过

程划分，分为论证、研制、生产和使用维修四个监督

子系统。按业务管理层次划分，分为决策管理、监督

管理和监督执行三个层级。 

2.2  系统的功能 

装备技术状态管理监督系统的输入、输出及其功

能如图 3 所示。系统的输入是一系列装备技术状态管

理活动，系统输出的是对装备技术状态管理活动的评

价，包括是否同意放行的结论、改进意见建议等。该 

系统的功能主要是对装备技术状态管理活动状况进

行连续的监视和验证，对记录进行分析，并对其做出

客观评价，根本目的集中于装备质量保证的目标上。 
 

 
 

图 2  装备技术状态管理监督系统的总体结构 
Fig.2  Overall structure of the supervision system of con-

figuration management of equipments 

 
表 1  装备技术状态管理监督系统结构 

Tab.1  Structure of the supervision system of configuration management of equipments 

装备技术状态管理监督系统 

 
论证阶段 

监督系统 

研制阶段 

监督系统 

生产阶段 

监督系统 

使用维修阶段 

监督系统 
  

决策管理机构 
装备需求集成部门 

装备科研主管部门 

装备科研主管部门 

装备定型委员会 

装备订购主管部门 

装备定型委员会 

装备保障主管部门 

部队装备主管部门 

监督管理机构 — 军事代表局 军事代表局 军事代表局 

监督执行机构 装备论证单位 军事代表室 军事代表室 军事代表室 

业务咨

询、信

息管理

机构

监督内容 
标识

监督 

控制

监督 

记实

监督 

标识

监督 

控制

监督 

记实

监督

审核

监督

标识

监督

控制

监督

记实

监督

审核

监督

标识

监督 

控制

监督 

记实

监督 

审核

监督
  

 

 
 

图 3  系统与环境的转换 
Fig.3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transformation between 

system and environment 
 

从保证系统发挥最佳功能的角度，装备技术状态

管理监督系统各子系统在履行各自监督职能的同时，

要充分考虑其他子系统功能的实现。各子系统的功能

只有相互服务、相互影响、共同促进，才能保证系统

总体功能的最终实现。     

2.3  系统的运行 

运行是系统在结构的基础上决定了运转要素的

实际运动，从而决定了系统要素的实际变换与流通的

机制[12]。装备技术状态管理监督系统的运行机制对于

系统功能发挥、目标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以装备技术状态控制监督子系统为例，对其运行

机制进行分析。依据某装备领域技术状态管理有关法

规、标准，将技术状态更改分成为三类。对于设计定

型之后的更改，Ⅰ类更改一般由监督执行机构进行审

查把关，通过后报决策管理机构审查批准；Ⅱ类更改

一般先由监督执行机构进行审查把关，通过后报监督

管理机构进行审查把关（规定不明确），最终由决策

管理机构批准或备案；Ⅲ类更改一般由承制方自行批

准，由监督执行机构备案[13-17]。装备技术状态控制监

督流程主要包括更改需求判定、更改类别判定、更改

评审、更改批准、监督落实等环节。技术状态更改监

督流程如图 4 所示。 

通过图 4 可以看出，近似串联结构的流程任一环

节都很关键，只有各环节的功能充分实现，系统整体

功能才能够实现。反之，任一环节出了问题，都会影

响系统整体功能发挥。 

2.4  系统的环境 

装备技术状态管理监督系统与环境间有着非常

广泛和密切的交流，受到技术、经济、社会和行为等

多种环境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主要包括：物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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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装备技术装态更改监督流程 
Fig.4  Flow chart of the change of equipment configuration 

 
技术环境、经济环境、管理环境和社会环境五种类型。

随着处理具体的装备及过程，还可以识别出下一层的

要素。现行装备技术状态管理监督系统的主要环境要

素如图 5 所示。只有充分、准确识别系统的环境要素，

并随环境要素变化而采取相应的措施，才能够有效降

低监督风险，提高监督系统的整体效能。 
 

 
 

图 5  装备技术装态管理监督系统环境要素 
Fig.5  Schematic diagram of environmental elements of  

the supervision system of configuration management  
of equipments 

3  装备技术状态管理监督系统效能

存在的不足 

结合某装备领域技术状态管理控制实际，通过对

装备技术状态管理监督系统特征的识别，对系统要素

与结构、功能、运行和环境等特性的分析可以发现，

造成装备技术状态管理监督效能存在不足的原因主

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偏离目标，影响系统功能发挥。装备技术状

态Ⅱ类（含）以上更改均需决策管理机构审批。其目

的是严格控制技术状态更改，确保技术状态稳定和产

品质量。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处理程序繁琐，处理周

期长，在技术状态更改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形成了

系统运行的“窄口”，限制了一些纠错性、改进性更改，

也影响一些技术质量问题的快速解决。 

2）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不协调。某装备领域技

术状态管理监督系统实行的是三级管理体制，但从现

行法规标准的运行机制来看，决策管理机构和监督执

行机构的职责和流程比较清晰，对监督管理机构的职

责和流程规定不明确或者没有规定，造成了三级管理

体制与两级运行机制的不协调，影响了整个系统监督

效能的发挥。 

3）运行规则制定缺乏系统考虑。现行相关法规

标准制定时，没有很好落实全系统、全寿命管理理念，

导致了装备技术状态管理监督法规标准不系统、不全

面、不协调。造成了在产产品改了，部队产品没有改；

部队装备改了，在产产品没有改；总体改了，配套没

改等问题，严重制约了装备技术状态控制质量。 

4）系统没有主动适应环境变化。装备技术状态

管理监督系统的环境变化很大，比如经济环境，随着

市场经济发展，承制方成为自负盈亏的经营主体。再

如技术环境，装备复杂程度急剧增加等。尽管环境发

生了如此巨大变化，但现行的某装备领域技术状态管

理控制体制、机制并没有及时进行改革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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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装备技术状态管理监督系统改进

建议 

基于前述分析结果，为了更好地发挥装备技术状

态管理监督系统作用，不断提高装备技术状态管理控

制质量和效率，建议重点关注以下四个方面。 

1）要始终坚持目标的引领作用。装备技术装态

管理监督系统的根本目标是使军队及时获得满足使

用需求的装备，无论系统结构的改革，还是系统运行

的优化，都必须遵从这一根本目标，防止偏离这一目

标或过分强调目标中的某一方面。如防止过分强调装

备获得的及时性而忽视部队的使用需求，或过分强调

技术状态稳定而过于限制技术状态更改等。 

2）系统结构与运行要合理匹配。系统结构是系

统运行的物质基础，只有系统结构与系统运行相匹

配，才能实现系统功能的整体最优。结构与运行之间

不协调，甚至矛盾冲突，将会造成行政资源的巨大浪

费，制约系统功能的有效发挥。建议及早研究解决三

级管理体制与两级运行机制不协调的问题，提高管理

效率。 

3）系统功能要实现一体化协调。统筹协调是系

统功能正常发挥的基本保证。在法规标准制定时，要

加强顶层设计与统筹，落实全系统、全寿命管理理念，

实现科研与生产、军企与部队、总体与配套之间的系

统联动，避免条块分割，统筹协调不力，更好地提高

装备技术状态管理控制的质量和效率。 

4）系统必须综合适应环境变化。系统只有不断

适应环境的变化，及时进行改革调整，系统功能才能

够正常发挥。如果系统不主动适应环境的变化而改

变，会严重制约系统效能发挥，容易挫伤承制方技术

状态更改的积极性，使很多装备失去了改进提高的机

会，近而影响某装备领域建设水平的提高。实践中，

不仅要关注物理、技术环境变化，还要关注经济、社

会和管理环境的变化，要综合考虑系统所处的环境，

协调好需求与可能之间的关系。 

5  结语 

文中运用系统原理的理论，从军方监督职能的角

度，对装备技术状态管理监督方面有利于提升效能的

问题进行了探讨。在系统特征识别、特性分析以及查

找装备质量监督领域的不足方面得到了初步的研究

成果，从实践层面提出了目标引领、合理匹配、系统

功能协调和适应环境等四个方面的改进意见。这有利

于提高对装备技术状态管理监督的规律性认识，有利

于提高某装备领域技术状态管理控制的质量和效率，

在装备质量建设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方面具有一定的

启发和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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