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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世界为项目管理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如何抓住时机 ，使我国项目管理的发展适应经济发 

展和国际化的需要已经是迫在眉睫的问题。在分析国际、国内项目管理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我画颂目管理发展的应 

对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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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前言 

项 目管理是一种特别适用于那些责任 

重大、关系复杂、时间紧迫、资源有限的一次 

性任务的管理方法。近年来。随着国际、国内 

形势的发展。人们对项 目管理的呼声越来越 

强烈．专业界的活动也日益频繁。国际项目 

管理发展 的现状和特 点是 什么 。我国应该如 

何发展项 目管理 ．已成为政府部门和各行各 

业共同关注的问题。 

l 国际上项目管理的发展特点 

尽管人类的项 目实践可以追溯到几千 

年前．但是将项目管理作为一门科学来进行 

分析研究 ，其历史并不长。从世界第一个专 

业性 国际组织 IPMA 1965年 成立至 今不 过 

30多年时间。经过这 30多年的努力．目前国 

际专业人士对项 目管理的重要性及基本概 

念已有了初步共识。 

分析当前国际项 目管理的发展主要有3 

个方 面 的特 点 ：全球 化 的发 展 、多元 化 的发 

展和专业化的发展 

1．1 项 目管理的全球化发展 

知识经济时代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知识 

与经济的全球化。因为竞争的需要和信息技 

术的支撑，促使了项 目管理的全球化发展。 

具体体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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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1国际间的项 目合作 日益增多。国际间 

的合作与交流往往都是通过具体项 目实现 

的。通过这些项目，使各国项 目管理的方法、 

文化 、观念也得 到了交流 与沟通 。 

f21国际化的专业活动 日益频繁。现在每 

年都有许多项 目管理专业学术会议在世界 

各地举行。这些学术活动的开展也促使项 目 

管理逐步形成统一的标准．沿着国际化的方 

向向前发展。 

(31项目管理专业信息的国际共享。由于 

Intemet的发展 ，许多国际组织已在国际互联 

网上建立了自己的站点 。各种项 目管理的专 

业信息可以在网上很快查阅。项 目管理的全 

球化发展既为我们创造了学习的机遇 ．也给 

我们提出了高水平国际化发展的要求 。 

1．2 项 目管理的多元化发展 

由于人类社会 的大部分活动都可以按 

项目来运作。因此当代的项 目管理已深入到 

各行各业 。以不同的类型、不同的规模而出 

现。在行业性方面 。建筑业的项 目实践历史 

最悠久，随后是 20世纪 40年代美国的国防 

工业 ，继而是各行各业，现在也受到了高科 

技产业及各种社会大型活动的重视．开始在 

这些领域发挥它的作用。在项 目类型方面有 

种种不同角度的理解 ，如宏观、微观，重点、 

非重点，工程、非工程 ，硬项 目、软项 目等等。 

正是因为项 目类型的多样化．有的项 目是指 

大类 ．如城市建设项目。技术改造项 目，有的 

项目则是指一件小的具体任务．如筹办一次 

运动会 ，举办一个培训班等等，莫衷一是，很 

不规范。反映在项 目的规模上 。也有类似情 

况 。项 目的范 围有大有小 ，时 间有 长有短 ，涉 

及的行业、专业、人员也差别很大。难度也有 

大有小．因此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项 目管理方 

法。 

成熟的项 目管理实践始于2o世纪40年 

代 。比较典型的毫无疑问就是美国研镧原子 

弹的曼哈顿计划。但直到 20世纪 8o年代， 

项 目管理主要还仅限于建筑 、国防、航天等 

少数行业。从 2o世纪 8O年代中期开始 。特 

别是进入 2o世纪 90年代以来。全球性经济 

竞争 、日益增加的组织结构的复杂性、对基 

于团队解决方案的迫切需求以及降低成本 

的压力，迫使政府机构瓤企业给予项 目经理 

和团队成员更大的责权 ．不仅要他们实施方 

案，而且还要他们管理合同、了解财务并和 

客户一道高效率地工作。于是项目管理的应 

用领域逐渐扩展到电子、通讯、计算机、软件 

开发、镧药、金融以及一般政府机关和社会 

团体。 

l3 项目管理的专业化发展 

项 目管理的专业化近1O年来也有了明 

显的进展，主要反映在以下3个方面 ： 

(1)项 目管理知识体系(PMBOK)在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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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和完善之中。美国 PMI从 l984年提出 

至今，数易其稿，并已将其作为该组织专业 

证书制考试的主要内容。欧洲 IPMA和其他 

各国 的项 目管 理组织 也纷 纷提 出了 自己的 

体系。 

(2)学历教育从学士 、硕士到博士，非学 

历教育从基层项 目管理人员到高层项 目经 

理形成了层次化的教育培训体系。 

(3)对项 目与项 目管理 的学科 探索正在 

积极进行之中，有分析性的，也有综合性的， 

有原理概念性 的 ．也有工具方 法性 的。国际 

项 目管理组织 目前正在积极筹备建立有关 

国际机构与论坛，以求发展全球项 目管理的 

专业化与标准化问题。世界各国关于项目管 

理的专业书籍大量涌现 ．有关学科发展问题 

的呼声也很高。 

2 我国项 目管理的现状及问题 

2．1 我国项目管理的现状 

2o世纪 80年代以来．我国项目管理体 

制首先在建设项 目上有所突破。鲁布革水电 

站是利用世界银行贷款项 目。1984年在国内 

第一次采用国际招标 ，推行项 目管理 ．缩短 

了工期 ，降低 了造价 。工程质量 优 良，取 得明 

显经济效益。从此，我国的许多大中型工程 

相继实行项目管理体制，包括项 目资本金制 

度、法人负责制、合同承包制、建设监理制等 

等。 与此同时 ，项 目管理已从最初的国防和 

航天领域迅速发展到 目前的电子、 通信、计 

算机、软件开发、建筑业 、制造业、金融业等 

行业甚至政府机构。 

2000年 1月 1 El开始 ．我国正式实施全 

国人大通过的《招标投标法》。这个法律涉及 

项目管理的诸多方面，为我国项目管理的健 

康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 

年来已取得重要进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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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目前质量事故 、工 

期拖延、费用超支等问题仍然不少 ，在这个 

领域与发达国家相 比还有相 当差距。 

我 国项 目管理存在 的问题 

长期以来 ，由于我国项 目管理人才缺 

乏，项 目管理水平低下 ，导致了在工程中资 

金 、人 力 、质 量 、进 度等方面 的严重 失控 ，最 

后不是无限度地追加投资，就是无条件地抢 

赶工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工程质量。重庆 

彩虹桥 的坍塌和九江长江大堤的溃决就是 

这方面的例证。而且由于项 目管理专业人才 

缺乏 ．给一些有权力的人造成了中饱私囊的 

机会。具体说来，我国的项 目管理存在以下 

问题 ： 

f1)法律制度不够完善。’尽管我国已经有 

了项 目管理相关的法律和规章制度，但仍不 

够完善和系统化，至今没有制定出项目管理 

专业和行业指导性实施准则，对项 目管理实 

施中丰富的实践经验缺乏系统的总结和提 

高。 

f2)项 目管理作为管理科学的一个分支 ， 

在专业人才教育培训方面没有成型，缺少规 

范。国家教委1997年新修订的学科目录中项 

目管理学科没有被列入。目前各种培训机构 

开展的PMP培训都还处于照搬国外体系。寻 

求国外认证阶段。这说明了我国在专业人才 

培养方面还没有形成自己独有的体系。 

(3)项目管理引入我国的时间短 ，宣传力 

度 和研究 深度 明显不足 ，我国的项 目管理研 

究会还只是一个二级学会。目前我国还没有 

一 个正式发行的项 目管理专业刊物。就是说 

这个学 科 的发展现 状和 重要性 还没 有在科 

技教育界取得共识，需要做进一步的研讨。 

(41项 目管理人才培养和资质认定工作 

在各个领域发展不平衡。某些领域如建筑业 

等进展较快，有些做得较少，有的还是空白； 

并且较偏重于承包商 、监理工程师方面的工 

作，忽略了对业主项目管理人员的培训、考 

核和资质认定。 

3 我国项目管理的发展对策 

面对我国项 目管理的现状和我国已经 

加入WTO的现实以及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我国项 目管理将 以怎样的姿态来迎接项目 

管理的国际化和信息化呢? 

(1、必须与国际惯例接轨。随着我国加入 

WTO，项 目管理要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 

开拓国际市场就必须全面与国际惯例接轨。 

主要从合同管理、工程管理、质量管理、安全 

管理、报价管理等方面向国际惯例靠拢。对 

于项目管理国际上有一套全面完备的法规。 

对承包商进行严格要求的资质管理 。对工程 

开工、竣工和投入使用要有严格的制度，对 

建筑师等专业技术人员的资格注册实行严 

格的管理，通过各种详尽的技术法规规范施 

工方法 ，保证质量标准；通过监理工程师的 

监督检查，保证技术法规的实施和工程质量 

的合格。面对变幻莫测的国际竞争市场 ，我 

们只有懂得并真正吃透国际惯例、法规、标 

准等，才有可能按国际惯例进入国际市场， 

同时受到国际法律的保护。 

(2)必须建 立 和健全项 目管 理的有关 法 

律、法规。目前我国建筑市场比较混乱，项目 

管理极不规范 ，“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执法 

不严 的现象极为普遍。为此我们必须贯彻 

国家有关的方针政策，建立和健全各类建筑 

市场管理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做到门类齐 

全，互相配套 ，避免交叉重叠 、遗漏空缺和互 

相抵触。同时政府部门也要充分发挥和运用 

法律、法规，培养和发展我国的建筑市场体 

系，确保建设项目从前期策划、勘察设计 、工 

程承发包 、施工到竣工等全部活动都纳入法 

制轨道。 

【 (3)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促进我国项目管 

l理的发展。由于我国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项 

I目管理起步比较晚，为了能够在新形势下不 

I落后于其它国家，我们需要开展广泛的国内 

曩敢予穰曩I孵公司进 



行国际项目的竞争．通过交流和竞争不但能 

够加快我们的进步速度，而且可以培养我们 

的自信心，以后有更大的勇气和信心参与国 

际竞争。 · 

(41必须做好项 目的可行性研究工作 。可 

行性研究 是研究项 目是否合 理可行 ，而在实 

施前对该 项 目进行调 查研 究及全 面 的技术 

经济分析论证 ，为项 目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的一种科学分析方法．由此考察项 目经济上 

的合理性 、盈利性 ，技术上的先进性 、适用 

性 ，实施上的可能性 、风险性。可以说，一个 

项 目如果没有 进行 可行性 研究而 上 马就容 

易造成很多不必要 的损 失和浪费 ．甚至会把 

一 些没有 价值 的项 目实施 ．这样造 成的后果 

就更加不堪设想。我国目前许多投资项 目都 

很少做这方面的工作 ，要么一哄而起、盲 目 

上马 。要么草草了事 ，这样不仅造成经济上 

的巨大损失，而且也可能埋下质量隐患。因 

此，我们必须加强建设项 目的前期工作。做 

好项 目的可行性 研究和经济评 价工作 ．真正 

把可行性研究与建设期 的“一大管理，三大 

控 制 ”同时纳入 项 目管 理 的核心 内容 ．以期 

各投资项 目获得最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 。 

(5)加强项目管理人员的培训 。提高项 目 

管理人员的素质。发达国家相当重视项目管 

理专业人才的培养和资质认定 ，形成了相当 

规模的行业。美国PMI学会主办的项目管理 

专业资质PMP考试和资质证书，得到社会的 

公认。获得PMP的人有更多的机会被政府部 

门和大公司聘任和重甩。而我国对项目管理 

的系统 研究 和行业实践起步较 晚 ．因此项 目 

管理人才的培养也相对落后。为提高我国项 

目管理人才的素质，一些专家认为应该经常 

开展项 目管理学科 的国内外 交流和研讨 ．加 

强学会工作 ，争取出版专业刊物 ，在高等学 

校建立学科点、硕士点、博士点。同时，规范 

项目管理培训和资质认定工作。除此之外． 

我国项 目管理应该加强在 实践应用 、理论研 

究、教育培训 、学科建设等方面全面发展的 

步伐。在应用方面要认真总结我国多年来的 

项 目实践 ．并结合 我国 实际 ，跟踪 国际发 展 

水 平 ．建立起我 国的项 目库 、案例库 ；在理论 

研究方面要鼓励多学科介入和跨行业交流； 

在教育培训方面要加快学历教育的步伐，尽 

早设立我国项 目管理的硕士点、博士点，积 

极开展在职培训：在学科发展上要在认真总 

结国内外现有研究工作的基础上，积极探索 

项目管理的学科体系建设。 

(6)项 目管理必须信息化、网络化。在计 

算机网络技术 日益普及的今天，各方面的信 

息流铺天盖地 ，纷 至沓来 。面对 如此宏 大 的 

信息流．传统的管理模式、管理方法显然已 

无能为力，我们必须寻找现代化的管理手 

段。计算机的引入标志着我们的工作有了新 

意，同时也给社会创造了效益。充分发挥现 

代化管理手段，既是与国际接轨的需要，也 

是工程建设管理的需要。为此。我们应努力 

做好项 目管理信息化、网络化方面的工作 ． 

真正实行在网上办公。 

f71必须实施先进的经营战略。针对知识 

经济时代的特点，项 目管理在积极开展网络 

化经营 。实现管理信息化的同时，还应实施 

先进的经营战略。具体地讲它包括虚拟经 

营、合作竞争、全球战略和跨文化竞争等等。 

虚拟经营是知识经济时代经营管理的潮流． 

虚拟经营建设企业必须控制关键性的资源 

和能力，不能受控于人。其 目的是运用 自身 

强大的优势和有限的资源和能力 ，最大限度 

地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合作竞争的目的则是 

面对急剧变化的环境和激烈的市场竞争：争 

取在更多利益的前提下，形成双赢的结果。 

跨文化竞争必须识别文化差异．在保持本国 

文化优点的同时认识到其他文化的长处 ．提 

高适应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 

(8)项 目管理制度必须创新。首先 ，企业 

经理 与项 目经理 就施工 项 目签订 内部 承包 

合同或项 目责任书．明确项 目经理的地位和 

责、权 、利关系；其次 ，施工项 目应实行单独 

核算制，以促进项 目经理部加强科学管理， 

降低成本．把经济效益直接与项目经理及成 

员的收益挂钩；第三，公司负责给项目经理 

部建立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并监督项 目经 

理部认真实施 。把创造优良工程、树立企业 

形象作为考核项 目经理的重要指标；最后 ， 

项目经理部应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分配制 

度和灵活的用工制度 ．运用一切科学的项 目 

管理方法 ．按施工承包合同的规定为业主完 

成建筑产品，为企业赢得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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