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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项目管理能处理需要跨领域解决方案的复杂问题，并能实现更高的运营效率。
本书以美国项目管理协会(PMI)的项目管理知识体系(PMBOK)为主线，内容包括：项目与项目管理；
项目组织与项目经理；项目范围管理等。
该书对项目管理过程中的技术、工具和方法进行了详细的介绍，提供了大量的思考练习题。
    本书很好地兼顾了基础理论和实践感悟的介绍，阐明了理论知识怎样与实践应用相结合这一高难度
的课题，勾画了项目管理基础知识框架，剖析了理论应用的困境和难题，完成了从理论到实践如何转
化这一论题。
该书行文酣畅，脉络清晰，是一部根源实践、高度概括的心血之作。
对那些刚刚步入项目管理领域的初学人员和那些已经进入项目管理领域、在项目管理工作中滚打摸爬
急需借鉴他人经验的一线人员来说，阅读本书一方面可以了解项目管理的基本理论知识，另一方面可
以获得项目管理实践方面的经验教训，增强自己对实践的感性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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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项目管理的时代。
商业领导和专家们都宣称“项目管理是未来的潮流”。
来自《财富》杂志的Stewart认为，在公司的“丛林”中出现了一种新的“物种”，即项目经理，他们
将会填补中级管理层不足的真空。
　　和同时期的其他领军人物相比，项目经理更加机敏，适应性更强，更容易依靠他们的才智生存。
　　同样的，《华尔街时报》报道，在美国，越来越多的工作正以项目的形式进行。
《国际项目管理期刊》的编辑Rodney Turner曾预言，“进人21世纪，基于项目的管理将迅速渗透到职
能性的管理中”。
　　项目管理的方法一直用于建筑业、国防军事领域和各种国家掌控下的大型工程项目，比如著名的
葛洲坝工程。
今天，项目团队可以做任何事情，从医院的重建到信息系统的升级，可以说现代项目管理的范围几乎
已扩大到了日常生活的所有领域。
汽车业的三大巨头把他们所占领的巨大的市场份额归功于项目管理，正因为通过项目管理，他们才能
够把最近的技术迅速地转化为新的车型。
项目管理同样对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年轻的IT精英们按照项目管理的模式和流程
不断开发出新的硬件和软件产品。
　　项目管理的作用不仅仅局限于个体的盈利，它可以作为提供人道帮助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
例如，给受地震破坏的地区提供急救援助，为减少城市犯罪和药品滥用设计策略或组织社区的力量来
修补一块公共操场，这些都会从现代项目管理中受益。
　　也许项目管理迅速的增长之势可以从美国项目管理协会(PMI)的快速发展过程中看出端倪。
PMI是一个权威性的，并且由世界各国的项目管理专家和专业人士所构成的项目管理专业性组织。
在1993一1997年之间，其成员人数增长了四倍，达到24000人，平均每月增加1200人；现有成员人数超
过40000人。
在1985年，PMI的成员有三分之二来自于建筑相关的行业，到现在却只占到三分之一。
而增长最快的是通信、软件工程和新产品开发方面的专业人士。
　　项目管理的迅速增加也可以从课堂上看出来。
10年前主要的大学只开设项目管理中的一、两门课程，且主要针对工程类。
现在，很多大学开设了多样化的项目管理课程，对象也扩大到了工商管理、管理信息系统、金融等管
理类学生；还有其他科系，如海洋学、健康科学、计算机科学、文学等也开始了项目管理课程的学习
。
尤其是今年，国家教委批准了首批在中国的15所高校的工程硕士点设立项目管理专业。
学科建设将进一步推动项目管理向更高层次发展。
而学生们也会发现项目管理给他们找工作带来了明显的优势。
越来越多的雇主正在寻找具有项目管理技巧的毕业生。
而掌握这些技巧必然从对项目和项目管理的学习开始。
　　1．1  什么是项目　　下面这些标题有什么共同点?　　·《泰坦尼克号》以超过两亿美元的票房
打破纪录；　　·任天堂64和索尼的PS竞争圣诞节市场；　　·FARM AID音乐会为农民家庭筹集到
几百万美元的善款；　　·海底隧道庆祝已经有五百万人通过。
　　所有的这些事件都是对项目管理的结果。
项目(project)可以定义如下：　　项目是以满足客户需要为目标，复杂的、非常规的、一次性的工作
，并受时间、预算、资源和绩效要求的限制。
　　第一，项目有一个确定的目标——或是在1月1日前建筑一栋12层的大楼，或是尽快发行一个专业
软件2．0的版本。
这些突然的目标都是组织日常事务中没有的，也不是员工每天重复的那些工作。
第二，因为有一个特定的目标，项目就有一个特定的开始端点，这与传统工作的持续责任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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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案例中，个人从一个项目到另一个项目，并不做同样的工作。
例如，在帮助墨西哥湾建一个除盐装置后，一个工程师可能会被指派到马来西亚建一个炼油厂。
第三，不像组织中的工作根据不同职能划分为不同的部门，项目需要各种各样的专业人士的组合。
不管是工程师、金融分析师、市场专家还是质量控制员，项目参与者不再需要在不同部门上班，而是
在项目经理的指导下，近距离工作来完成此项目。
　　项目的第四个特点是非常规性和一些独特的因素。
这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而是一个程度的问题。
很明显，完成一个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情，比如说让人类登上月球，要求解决以前从未解决的问题或寻
求技术上的突破。
另一方面，即使是基础的建筑项目，有确定的路线、过程，但是因为定制的原因，也会带来特殊性。
最后，特定的时间、成本和绩效要求约束着项目。
项目通过完成了什么内容、花了多少钱及多少时间来评估。
这三个约束给项目带来比一般工作大得多的责任。
同时，它们也指示出了项目管理的主要功能，即在时间、成本和绩效中权衡，最终满足客户的要求。
　　1．2  项目生命周期　　另一种解释项目工作特质的方法是“项目生命周期”(project life cycle)这个
名词。
有些项目经理发现把项目生命周期的理论作为项目管理的基础十分有用。
生命周期理论认为：项目有有限的寿命长度，并且在项目的整个生命周期中有一些可以预测的变化。
在项目管理领域中有许多种不同的生命周期模型。
许多模型通常只适用于某一行业或某种类型的项目。
比如，一个新的软件开发项目包含以下五个阶段：定义、设计、编码、整合／测试和维护。
　　项目生命周期指的是项目从开始到结束所经历的各个阶段，项目阶段根据项目和行业的不同而不
同，最一般的划分是将项目分为“识别需求、提出解决方案、执行项目、结束项目”四个阶段：　　
·概念(concept)；　　·开发(development)；　　·实施(implementation)；　　·收尾(close-out)。
　　项目生命周期的起点是项目的发起，然后随着项目的投入缓慢的上升，达到顶峰后，开始下降，
一直到项目交付用户使用而终止。
在概念阶段，主要是定义项目的种类、建立项目的目标、形成团队、分配主要的责任。
在开发阶段，投入的水平上升，形成了计划和对项目的限定：什么时候该完成什么、谁将受益、需要
维持在什么样的水平、预算是多少。
实施阶段是项目工作的一个主要部分——物理产品被生产出来(比如一座桥、一个报告、一个软件程
序)，时间、成本、规格衡量都被控制起来：项目是否在按照日程进行?是否按预算进行?是否符合规格
要求?这些措施的前景如何?是否需要回顾或者变化?在收尾阶段通常包含两项活动：把项目的产品交付
客户使用和重新部署项目的资源。
前者包含对客户的培训和文档的移交，后者则通常包括把项目的设备和物资调拨到其他的项目中去和
为项目中的团队成员重新布置任务。
　　项目生命周期中有三个与时间相关的重要概念：检查点(check point)、里程碑(mile stone)和基
线(base line)，它们描述了在什么时候(when)对项目进行什么样控制。
　　·检查点。
　　指在规定的时间间隔内对项目进行检查，比较实际与计划之间的差异，并根据差异进行调整。
可将检查点看作是一个固定的“采样”时点，而时间间隔根据项目周期长短而不同，频度过小会失去
意义，频度过大会增加管理成本。
常见的间隔是每周一次，项目经理需要召开例会并上交周报。
　　·里程碑。
　　指的是完成阶段性工作的标志，不同类型的项目里程碑也不同。
里程碑在项目管理中具有重要意义，我们用一个例子说明：情况一：你让一个程序员一周内编写一个
模块，前3天你们可能都挺悠闲，可后2天就得拼命加班编程序了，而到周末时又发现系统有错误和遗
漏，必须修改和返工，于是周末又得加班了。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项目管理>>

情况二：实际上你有另一种选择，即周一与程序员一起列出所有需求，并请业务人员评审，这时就可
能发现遗漏并即时修改；周二要求程序员完成模块设计并由你确认，如果没有大问题，周三、周四就
可让程序员编程。
同时自己准备测试案例，周五完成测试；一般经过需求、设计确认，如果程序员合格则不会有太大问
题，周末可以休息了。
第二种方式增加了“需求”和“设计”两个里程碑，这看似增加了额外工作，但其有很大意义：首先
，对一些复杂的项目，需要逐步逼近目标，里程碑产出的中间“交付物”是每一步逼近的结果，也是
控制的对象。
如果没有里程碑，中问想知道“他们做得怎么样了”是很困难的。
其次，可以降低项目风险。
通过早期评审可以提前发现需求和设计中的问题，就能降低后期修改和返工的可能性。
另外，还可根据每个阶段产出结果分期确认收入，避免血本无归。
第三，一般人在工作时都有“前松后紧”的习惯，而里程碑强制规定在某段时间做什么，从而合理地
分配工作，细化管理“粒度”。
　　·基线。
　　指一个(或一组)配置项，在项目生命周期的不同时间点上，通过正式评审而进入正式受控的一种
状态。
基线其实是一些重要的里程碑，但相关交付物要通过正式评审并作为后续工作的基准和出发点。
基线一旦建立后变化需要受控制。
　　综上所述，项目生命周期可以分成识别需求、提出解决方案、执行项目和结束项目四个阶段。
项目存在两次责任转移，所以开始前要明确定义工作范围。
项目应该在检查点进行检查，比较实际和计划的差异并进行调整；通过设定里程碑渐近目标、增强控
制、降低风险；而基线是重要的里程碑，交付物应通过评审并开始受控。
　　在实际中，项目生命周期通常被一些项目团队用来描述项目的寿命期中主要任务的时间安排。
比如，设计团队也许计划把比较多的资源放在项目的定义阶段，而质量团队则希望他们的主要精力在
后面的阶段花得更多一些。
因为大多数的组织有一个项目情况的组合，且每个项目的生命周期也处在不同的阶段，所以仔细的计
划和管理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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