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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AE_AE_E5_B7_A5_E7_c67_220090.htm 「摘要」 近年来危

机管理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和重视。把不确定性因素较多的工

程项目看作工程项目系统，从系统入手分析了危机发生机理

和特点，提出了工程项目危机的定义和危机管理方法，并对

危机管理和风险管理进行比较分析。 危机管理理论产生于 20 

世纪的 60 年代，主要在公共关系、公共卫生、公共事件和企

业管理中应用，在工程项目中的应用才刚起步。 1 工程项目

系统和工程项目危机 1.1 工程项目系统的含义 对于系统的科

学定义，不同学科、不同领域在其语言描述上仍存在着一定

的差异。一般来说最为广泛的是从系统结构概念出发的定义

：系统是由若干个要素按一定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相互依赖

、相互制约在一定空间和时间内表现出一定的特征，完成一

定的功能和效用。在物质世界的普遍联系中，任何事物都是

作为系统而存在的，每一系统都同其他系统处于相互联系、

相互作用之中人类的建造过程及结果都是系统，工程项目系

统由项目目标系统、项目组织系统、项目行为系统、项目对

象系统 4 个子系统组成。 工程项目系统与其外部环境相互作

用，项目的外部环境可以分为微观环境和宏观环境。微观环

境包括项目所在地的自然条件、天气状况、基础设施、交通

通讯、当地的风俗习惯以及项目参与各方的情况等。宏观环

境包括国家的政治环境、法律环境、经济环境、人文及科技

环境[1].因此，工程项目是涉及众多因素的复杂系统。 1.2 系

统危机产生过程及特点500)this.style.width=500."> 当系统在外



部干扰因素和内部不合理因素变化的影响下无法保持正常状

态时，就可能出现失控和变态现象，这些外部干扰因素或内

部不合理因素称之为不稳定要素。在系统出现失控和变态的

萌芽阶段，从表面上去看并无变化，但系统内部已经开始改

变其原有的属性，只是还未威胁到系统的运行。看不出变化

的原因是显示变化的讯号较弱，且观察者的认识能力所限。

随着不稳定因素不断增强，就会发生累积效应，系统的失控

与变态将由量变过渡到质变，表现为突发事件。当系统内部

的矛盾激化威胁到系统的正常运行，通常所说的危机就发生

了，整个过程如图 1 所示[2].此时如果系统的抗偏差能力足够

大，系统还可以通过自身的调整恢复运行，否则，原系统将

崩溃。危机的特点如下： （1）不确定性。项目运行过程中

涉及到很多因素，如政治、法律、经济、科技、基础设施、

天气、水文地质以及参与项目各方的情况等。外部的干扰因

素和内部的干扰因素也很多，很难知道什么状态下外部干扰

因素和内部因素会交叉作用形成引发危机的潜在因素，而且

也无法知道要经过多久的累积才会在突发事件下使矛盾激化

到失控的状态。人们也很难对系统抗偏差能力做出定量的衡

量，并且难以确定危机的发展趋势及其对项目组织的影响。 

（2）突发性。由于人们认知能力的局限，加上信息在传递过

程中受到干扰产生失真因此，在危机的萌芽之前人们很难认

识到危机的存在，危机的发生常让人感觉是超出常规的。 

（3）紧迫性。系统在危机中常常面临的是生死存亡的考验，

若不能在有限的时间里作出有效且正确的反应，否则，全局

将崩溃。 （4）危害性。危机的出现使的整个系统的运行偏

离了正常的轨道，造成资源严重的损失，并威胁到项目的目



标和组织的基本价值。 （5）影响范围大。危机产生会使得

整个组织的正常运行发生质的变化，即系统对外部显现出的

作用变化，因此同样也会影响大系统的运行。 1.3 工程项目危

机的定义 “危机”二字从汉语的字面上可以看成是“危”和

“机”的组合，一方面表示有危险，另一方面表示存在着机

会。根据以上分析，危机事件并非是凭空产生，而是在一系

列不确定性引发的细小事情积累中形成的，由于不确定性强

且出乎常规，才形成某种程度上的危险。但危机中孕育着机

会，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人类只有掌握了其规律才能在危

机中求得生存，找到发展的契机。 从系统的角度并根据工程

项目自身的特点对工程项目危机的定义为：由于工程项目本

身和环境条件的不确定性，而引起严重的资源损失导致项目

失败的可能性。这里的资源损失包括工期、资金、人员、环

境、信誉等。 2 工程项目危机管理 根据危机发生的过程，工

程危机管理的可以分为 4 个阶段，即危机因素的识别、危机

征兆信息的捕捉、危机的处置、危机后的恢复和总结学习。

2.1 危机因素的识别 最理想的危机管理是对发生危机的来源进

行识别和控制，把危机消除在萌芽状态，做到事前控制，危

机来源的识别应当是危机管理的第一步。项目组织应树立危

机意识，加强危机来源的识别。根据工程项目的实施内容和

生命周期可以把项目分为前期决策、设计、项目施工、项目

运行和维护等阶段。不同的阶段涉及到的因素不同，这样的

划分有利于危机来源的识别。但由于人认知能力的局限和信

息失真现象，真正做好危机来源的识别还有待于危机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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