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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认识到研发能力的提升对于提高企业自身在国际国内的

市场竞争地位、企业形象、增加销售收入、获取超额利润以

及打压竞争对手等方面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很多企业都

在尝试着引入研发流程和项目管理的咨询和培训以提高企业

的研发能力。我们在与这些企业管理人员的交流过程中发现

，他们对于研发流程与项目管理之间的关系感到困惑： 如果

已经建立了规范的、结构化的研发流程，是否还需要建立研

发项目管理体系？ 如果二者都是必须的，那么两者应该如何

配合才能有效地融为一体？ 项目管理的管理内容到底是什么

，与研发流程的关系是什么？等等问题不一而足。 事实上，

研发流程与项目管理之间是相辅相成的，“秤不离砣，砣不

离秤”。为了保证结构化的研发流程有效执行，需要项目管

理制度的有效落实；如果没有规范的研发流程，项目管理就

失去了管理的基础，每个项目的管理过程就不具备一致性，

也无法在多项目之间进行有效的协调与平衡。正所谓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 结构化的研发流程为项目管理的执行奠定了

基础 流程是为了达成特定目标而进行的一系列的活动。结构

化的研发流程不仅识别出完成企业的产品研发工作需要进行

的活动，而且对这些活动进行了结构化的梳理与整合。结构

化的研发流程将整个研发过程划分成几个大的阶段，规定了

研发流程的起点与终点，识别出了每个阶段必须进行的工程

领域的关键活动和相应的关键事件，明确了研发过程的里程



碑点，定义了保证产品满足市场需要且符合企业发展战略要

求的业务决策评审点，以及为了保证产品满足功能需求和质

量要求而设的技术评审点。 项目管理就是在研发过程中应用

计划与监控、沟通管理、质量保证等技术与工具对项目的相

关人员及其执行的活动进行管理以达成研发目标。项目管理

工作的基础是项目初期制定的项目计划。而项目计划的内容

涉及到需要进行的工程活动，参加的人员，沟通与协调机制

，流程执行中关键控制点的监控等等。这些信息正是来自于

规范的研发流程。 如果没有明确的研发过程的阶段划分、活

动定义，工作分解结构WBS的编制就缺乏基础，也就无法有

效的进行项目范围和计划管理等等。在结构化的研发流程中

明确定义了参与研发工作的各个角色及其职责，那么在制定

项目计划与进行项目监控时就能够据此分配资源，以及在例

外事项发生时根据流程中的角色职责来落实责任人。 此外，

流程的起点和终点也明确决定了项目的起点与终点。在这个

具有时间限制的过程中，如果研发人员能够对过程有一定的

预见性，在过程中掌握主动，那么研发工作将会事半功倍，

大大提高效率。在某企业咨询的时候，负责研发的老总非常

希望通过新研发体系的实施，来提高员工的主动性。主动性

是优秀研发人员的关键素质之一。事实上通过良好的管理可

以提高员工的主动性或者说良好的管理降低了对员工主动性

这项素质的要求。要达到这样的管理效果，流程与项目管理

的结合是一条捷径。通过结构化的流程辅之以项目计划与监

控，则可以使来自于各职能领域内的相关负责人的工作更加

具有预见性和主动性。这种预见性与主动性不是单纯的依赖

于个人的素质和觉悟，而是在流程中已有定义，在项目计划



中已有安排，只需要相关人员按部就班就能够在工作中赢得

主动。 有效的项目管理能保证研发流程的有效落地 结构化研

发流程的有效执行仅仅让参与的角色各自按照流程行事是不

够的。而且其效能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需要有效的项目管

理。 虽然企业制定了一套规范的研发流程，但是在具体研发

项目的进行过程中，由谁来执行某项活动，何时完成，谁来

监控，应该向谁报告，活动与活动之间的进度如何配合，这

些保证流程执行的工作都需要在项目管理过程中完成。项目

管理正是通过项目计划来保证具体的活动有专人负责，通过

执行监控活动来保证执行进度与执行结果的质量。 高效的研

发流程往往采用矩阵型的组织结构，各职能领域如何配合，

这就需要通过项目管理来保证。矩阵结构是职能线与产品线

之间的相互交错与平衡。这种结构能够让项目组及时对市场

状况做出响应，加强研发过程相关职能领域的沟通，极大地

提升研发效率。但正是因为这种跨部门运作的方式，所以更

需要各职能领域的人员之间工作要协调，步调要一致，项目

信息必须要有效传递。而项目管理工作正是通过跨部门的端

到端的计划来监控并解决这些问题，以保证流程中涉及的人

、活动、工作成果、控制点等有序而高效。 一套行之有效、

易于执行的研发流程，需要在非结构化与过度结构化之间平

衡。因此流程梳理过程中不会也不可能对非常具体的工作进

行识别。比如，通常在流程梳理过程中只会识别出某角色应

该完成的活动，而不会具体到承担该角色职责的每一个工程

师的工作。当流程在具体实施时，要保证同一角色承担者之

间的工作协调一致，仅依靠一套流程显然不够，更需要一套

详细的工作计划。通过对所有角色承担者制定统一的计划，



同时将整体计划细化分解到各自的个人工作计划中，并在计

划执行过程中统一监控，才能够保证他们之间的良好配合。 

二者相辅相成 如果我们将研发流程比着是一条高速公路的话

，那么项目管理就是高速公路上的交通规则。试想一下，如

果没有交通规则，高速公路会是什么样呢？一定是车祸连天

，纠纷不断，整个高速公路将会陷入瘫痪之中，提高交通效

率的最初梦想将会化为一片泡影。 企业内部的研发流程也如

此。即便我们梳理出研发流程，定义了流程中的角色以及需

要执行的相应活动，建立了产品研发的“高速公路”，但是

假如不对研发工作进行有效的项目管理，缺乏有效的“交通

规则”来监控整个流程相关事项的运作，那么整个研发过程

也将缺乏效率，以规范流程来提高效率的期望也会落空。 对

于应该如何配备人员？跨部门的研发人员如何安排自己的工

作，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如何有效配合，何时提交阶段工作成

果等问题，只有进行有效地项目管理才能得到有序的解决。 

因此，企业在构建自己的研发体系时，不但要建立一致、规

范、跨部门的研发流程，而且还应该在此基础上，建立起适

合流程运作的项目管理制度。在实际产品的开发过程中以结

构化的流程来保证研发工作的一致性和规范性，同时以有效

的项目管理来保证流程的切实执行，最终保证产品开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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