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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全世界的经济逐步向知识经济迈进，创造和运用知识开展创新活动成了全社会人们创造财富和福
利的主要手段。
由于任何企业或个人的创新活动都具有、一次性、独特性和不确定性等现代项目的特性，因此人们的
各种创新活动都需要接照项目的模式去完成。
任何项目都需要使用现代项目管理的方法去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控制，因此现代项目管理成了近年来管
理学科发展最快的领域之一。
近年来甚至有人提出现代管理科学可以分成两大领域，其一是对于周而复始不断重复的日常运营的管
理（Routine Manage-ment），其二是对于一次性和独特性任务的项目管理（Project Management）。
因为.实际上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就有这两种基本模式，而且至今人类创造的任何成就和物质与文明财
富都始于项目，都是先有项目后有日常运营。
只是过去人们从事项目-的时问很短而从事日常运营的时间很长，然而在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中人们从
事项目的时间交长，所以现代项目管理就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现代项目管理实际上始于20世纪一80年代，最重要的标志是1984年以美洲为主的项目管理协会（PMI
）推出了现代项目管理知识体系（PMBOK）¨的草案，随后在1996年他们推出了PMBOK的正式版本
，国际标准化组织于1997年推出了相应的IS010006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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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项目管理必须依法进行，因此，从事或者将要从事项目管理的人员有必要了
解项目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国际惯例。
但是，围绕项目管理写法律法规和国际惯例还仅仅是一种探索。

本书以项目管理的内容为主线分章，同时也考虑法律制度在项目管理中的重要性而增减内容。
读者在阅读本书时，应当考虑项目管理的内容，围绕和结合项目管理的内容进行阅读；同时，还应当
学习法律法规自有的体系，完整理解和掌握相关法律法规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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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三、我国法的形式法的形式是指法的存在和表现形式，即国家制定和认可的法律规范的各种表
现形式，也被称为法的渊源。
（一）宪法宪法是我国的最高法律形式，是国家的根本大法。
它所规定的是关于国家生活中最根本的问题。
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一般法律的立法基础。
宪法的制定和修改只能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进行，且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
的多数通过。
（二）法律法律的制定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全国人大可以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
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制定除应由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
（三）行政法规行政法规是由，国务院制定，是次于宪法和法律的一种法律形式。
国务院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有权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规。
它所发布的决议和命令，对在全国范围内贯彻执行宪法和法律，完成国家的组织和管理活动，具有重
要的作用。
（四）部门规章国务院所属机构，包括各部、各委员会制定的规范性的文件，也是我国法律形式之一
，但这些规范性的文件只能在制定和颁布的部、委管辖的业务范围内产生法律效力。
（五）地方法规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有立法权的城
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制定并发布地方性法规。
这些规范性文件也是我国法的形式之一。
（六）地方政府规章地方政府规章是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省会（自治区首府）城市和经国务院批
准较大城市的人民政府，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制定并颁布规范性文件。
地方政府规章也是我国法的形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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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项目管理必须依法进行，因此，从事或者将要从事项目管理的人员有必要了解项
目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国际惯例。
但是，围绕项目管理写法律法规和国际惯例还仅仅是一种探索。
经过与丛书总主编戚安邦教授、南开大学出版社胡晓清编辑讨论，几经修改，确定以项目管理的内容
分章论述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国际惯例。
但是，在编写详细大纲的过程中又涉及这样的问题：第一，有的项目管理内容基本没有法律法规和国
际惯例，如项目的时间管理，这样的项目管理内容完全由市场中当事人双方通过合同确定，法律法规
并不予以干预。
第二，有些问题，从项目管理的角度和从法律法规的角度理解有所不同，如从项目管理的角度看，合
同法是规范项目采购的法律；但从法律制度的角度看，合同法则是远非采购法律制度所能包含的，规
范合同的法律法规和国际惯例也很多，包括我国的合同法、合同示范文本制度、FIDIC合同条件等，
因为从法律的角度看，不但采购行为要接收合同法的规范，其他的项目管理内容也要以合同为依据。
因此，最后确定的大纲是以项目管理的内容为主线分章，同时也考虑法律制度在项目管理中的重要性
而增减内容。
因此，读者在阅读本书时，应当考虑项目管理的内容，围绕和结合项目管理的内容进行阅读；同时，
还应当学习法律法规自有的体系，完整理解和掌握相关法律法规的知识。
本书第一版在2006年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也被许多高校列为相关专业的教材或者参考书。
但从2006年至今，相关的法律法规许多已经作出了修改，也颁布了一些新的相关法律法规，相关的研
究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为此，对本书进行了重大修改。
在修改过程中，征求了多所大学从事本课程教学的教师的意见。
特别是李德华、王伟、李晓宁、贾清雅、崔翠敏等老师，提出了许多具体的修改意见。
对他们的辛苦工作表示感谢！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项目管理法律法规及国际惯例>>

编辑推荐

《项目管理法律法规及国际惯例(第2版)》：南开现代项目管理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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