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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之前就已经存在。著名的埃及金字塔、我国的万里长城

都是国际上众人称颂的典型项目。项目管理发展到今天，应

用相对成功的领域主要是在土木工程上，现已逐步应用于软

件工程、航空、国防、金融、体育等行业。 一般来说，“项

目”具有技术复杂，参与的人员还众多，时间又非常紧迫，

因此，人们开始关注如何有效地实行项目管理来实现既定的

目标。在这里，主要谈谈在软件工程领域中项目管理的运用

，也就是项目管理能够给人们提供一种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

法。 I. 当前项目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项调查表明，大约70%的

软件开发项目超出了估算的时间，大型项目平均超出计划交

付时间20%至50%，90%以上的软件项目开发费用超出预算，

并且项目越大，超出项目计划的程度越高。国内绝大多数

的IT企业正或多或少地承受着“项目黑洞”的痛楚：项目无

法按期完成、项目合作方的工作难以协调、用户需求经常变

动、工作质量难以保证。很多企业常常抱怨说，我们的技术

实力不比国外差，我们的员工也很努力，但是我们的产品和

工作效率为什么总比不上国外？ 诸如此类的问题，就是当前

软件开发中，实现项目管理实施时带来的问题。虽然，项目

管理在土木工程中，项目管理在中国已经实施得十分成熟。

但是，软件开发不同于其他产品的制造，软件的整个过程都

是设计过程（没有制造过程）；另外，软件开发不需要使用

大量的物质资源，而主要是人力资源；并且，软件开发的产



品只是程序代码和技术文件，并没有其他的物质结果。基于

上述特点，软件项目管理与其他项目管理相比，有很大的独

特性。其问题的具体表现为： 一、工期失控，计划失控。项

目做多，往往会形成一种错觉：不按计划工期完成的项目是

正常的；能按计划工期准时完成的，往往是不正常的。这说

明，项目的实际工期和计划工期不符，是“家常便饭”。大

多数工期延期，很少提前的。工期延期、失控，自然而言会

导致计划无法执行；计划无法执行，成本就失控；产品就会

变形．．．．．． 二、项目前期多数出现“没事做”，后期

“没人做”。在项目启动后，因为人员的配置，人员的衔接

，硬件的配置，客户需求的确定性，一般会造成很多人“没

事做”。而有些事是必须放在项目前期做的。前期不做，会

对中后期有很大的影响。或者放到中后期做，会，要多花几

倍的人力、物力。到了项目后期，会出现“虎头蛇尾”，大

量的事情需要人来做，项目的人员又是固定的，其他人因为

不了解整个项目，无法“空降”，则只能删除一些事情咯。

这样就造成很多事情，没人做，后果可想而知。 三、开发人

员心态失控。延期，赶进度；晚上加班。还是延期，星期六

也加班吧。 还是不能按期完成，又到项目后期，只好封闭开

发。平时晚上加班，星期六、星期天也加班。这就是很多开

发人员开发项目渐进式的流程。不同项目的开发人员，只要

问问对方是否加班，就大概可以了解到对方参加的项目的开

发阶段拉。先抛弃加班对开发人员的效率的影响，对开发人

员心态的影响才是最重要的。每个人都有趋利弊害的天性，

开发人员也不例外。既然要赶进度，效率没有提高的情况下

，要缩短开发时间，那只有简化功能，减少处理异常的情况



，能把功能完成再说，等以后测试或用户哪里出问题再说。

如果侥幸不出问题，那就没问题拉。这种情况下，当然希望

测试的水平越“水”越好拉。哦，别忘了，测试也是开发人

员的一部分。工期延期了，上面要求的进度又越来越紧，测

试时间就更短，强度大，那只有有意无意去逃避错误，这样

就皆大欢喜拉。 这些共性的问题，就是项目管理所要解决的

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项目管理水平就会得到质的飞

跃！当然要解决这些问题，不是一两篇文章，一两个公司就

能解决的，需要所有人的不断探索才能解决的。这里，主要

是个人的一些思考，供大家参考。 II. 定位问题 有人会问，产

品或项目的需求不就是包含了定位，何须重复讲呢。其实，

这是一个误区。同样一个需求，在一个中学生中实现和在一

个大学生中实现是完全不同的；在一个有经验的群体中实现

和在一个缺乏经验的群体中实现是完全不同的。有些项目，

由于定位未做好，未开始注定是失败的，无论是需求分析得

如何好，编码、测试控制得十分完美，终究逃不过失败这一

关。 做软件的都知道，是没有真正的软件。即使是通用做的

最好的WINDOWS，也不可能是通用到每一类人，每一个国

家，每一个民族的人，通用到那些只有几千人的少数民族。

因此，一个项目的定位是十分重要的。 产品和项目的定位是

不一样的。做项目不比卖产品，产品卖出就是成功，项目投

产才算成功；产品是静态的，项目是动态的；产品质量有问

题可以包换、保修，项目一旦失败，时间不能倒流，客户损

失的可能就是市场竞争优势和机遇。 对于用户定制的项目，

定位相对简单，只要了解到定制用户的使用范围，使用者的

知识结构、行业经验、电脑的基本知识及是否用过相关软件



即可。特别地，如果是用过相关地软件，一定要了解清楚，

哪些操作、功能是必须保留地，哪些操作、功能是可以修改

或必须修改的。一段用户的已习惯了某种办法、操作方式，

是很能更改的，如果定制的项目不遵照用户的习惯进行开发

，在软件的运行初期，往往会出现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此

外，还必须注视用户方人员流动、机构变化造成的影响。 对

于产品的开发，定位则相对复杂些。由于产品的使用者是不

确定的，是预测的。因而产品的定位显得特别重要。国内的

产品，是不存在通用产品的。通用，只相对于某些大行业或

某个行业而言。有些产品，号称是通用产品，既不能使通用

领域的用户满意，更不能使专用领域的用户满意，是一个彻

底失败的产品。相反，一些产品，一开始就定位于某个行业

，某个细分的行业，反而做的很好，用户量比所谓的通用的

产品的用户量还要多。 如产品定位于专用，必须考虑，专用

的范围，是否能进一步细分，在细分的基础上，所属范围的

特征，有哪些情况是不适用，哪些情况是适用的等等。对范

围的特征分析得越清楚，定位越准确，产品失败得概率就越

少。同理，对于定位于通用的产品，就是将要通用所属的范

围的同性提取出来。基于国内软件水平的现实，做通用产品

，应该是基于某些专用范围，再兼顾其他的范围，即以专用

范围为主。因此，定位的准确，是确保项目成功的底线

（Bottom Line）之一。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