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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9B_AE_E9_A3_8E_E9_c41_232553.htm 项目风险管理是一

个持续的过程。建立良好的风险管理机制以及基于风险的决

策机制是项目成功的重要保证，项目风险管理可以为项目管

理提供有力的理论方法和实践指导。 项目风险管理的内涵与

功能 项目风险管理是在项目进行的全过程中，对于影响项目

的进程、效率、效益、目标等一系列不确定因素的管理，包

括对外部环境因素与内部因素的管理，也包括对主观因素与

客观因素、理性因素与感性因素的管理。项目风险管理的内

涵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全过程管理。项目风险管理既不

是在项目实施前对于影响项目的不确定因素的简单罗列与事

先判断，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硬性的、条条框框的项目风

险管理对策；也不是在项目进行过程中，当实际的项目风险

发生时的危机管理以及应变对策；更不是纯粹的项目风险发

生后的补救方案设计与事后经验总结，而是对于项目风险全

过程的管理。项目风险的全过程管理，要求项目风险管理者

能够审时度势、高瞻远瞩，通过有效的风险识别，实现对项

目风险的预警预控；要求项目管理者能够临危不乱、坦然面

对，通过有效的风险管理工具或风险处理方法，对于项目运

行过程中产生的风险进行分散、分摊或分割；要求项目风险

管理者能够在项目风险发生后，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并能

够总结经验教训；对项目风险管理工作进行改进。 2.全员管

理。项目风险的全员管理并不仅仅是对于项目运行全部参与

方或参与人员的管理，而是要求所有的人员均能够参与项目



风险的管理。项目风险管理绝对不是项目风险管理职能部门

的事情。项目管理风险不仅包括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

、制度等外部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因素的管理，还包括项目自

身在其计划、组织、协调等过程中所产生的不确定因素的管

理。对于后者而言，人为的主观影响成分较大。项目风险管

理既是对项目全部参与方（人员）的管理，同时也是全员共

同参与对项目风险的管理。 3.全要素集成管理。从项目风险

管理所追求的现实目标或项目风险管理所需解决的根本问题

，其主要涉及项目工期、造价以及质量三方面的问题。可见

，项目风险管理的过程是一个在可能的条件下追求项目工期

最短、造价最低、质量最优的多目标决策过程，且项目风险

管理不能仅满足于对单一目标的追求。这是由于项目的工期

、造价与质量是三个直接关联和相互作用的相关要素。项目

工期的提前或滞后将直接影响造价的高低，项目质量的优劣

与项目工程造价直接相关，同样项目的工期与质量的波动受

造价因素的影响。由此不难得出，项目风险管理是对工期、

造价以及质量的全要素集成管理。 总体而盲，成功的项目风

险管理既是一门艺术又是一门科学。其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如

下两个方面：一方面，项目风险管理有助于确定项目范围以

及最优项目。项目风险管理可对可供选择的项目集合所具有

的风险特征进行综合评价，如对于项目风险特征的聚类分析

，使得项目组织者可在不同的临界值范围内选择项目群体；

对于项目风险收入的有效性评价，使得项目组织者可以有意

识地去选择项目投入产出效率较高的项目，等等。项目风险

管理从风险的周期性、规律性、预控性等多个角度，对于项

目风险的识别机制、分散机制、分摊机制、转移机制等进行



全面的分析，从而在项目选择范围内选择出最优项目。另一

方面，项目风险管理有助于改进已选项目的效益与效率。项

目风险管理是一个动态反复、适时修正、持续改进的过程，

因此当风险伴随着项目的推进而出现时，项目风险管理能够

不断跟踪风险影响项目运行的轨迹，并通过有效的程序或手

段进行纠偏。比如，通过风险识别策略对于风险征兆或信号

进行有效识别，防患于未然；发挥风险分散机制，对于多个

风险项目进行协调控制，充分利用项目间的协同效应；运用

风险分摊策略，在项目的合作各方之间，通过资源共享、要

素互补等方式有效分摊风险；运用风险转移机制，在必要的

时候通过转让、出售等方式退出项目运作以转移风险。此外

，项目的风险与收益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正相关性，但项目风

险同样与项目可能遭受的损失或可能增加的成本相对应。项

目风险管理在改进已选项目的同时，也是对成本损失或不确

定性的降低，等于提高了项目运行的效率与效益。 项目风险

识别 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均拥有专业的项目风险研究报

告或风险一览表，专业的项目咨询公司、保险经纪人公司或

大型企业甚至还根据其经验或工作总结制定了风险管理手册

，从而为项目风险识别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和参考。但在我国

，目前尚无系统的、体系化的研究与报告，鲜有在项目结束

之后对于风险全过程展开总结和评价的系统性资料。所以，

我国目前在项目风险识别方面的工作基本上仍处于摸索阶段

，支付成本较高，对于大型的、投资较多的项目往往不得不

聘请国外专家或国内为数不多的专业人士来完成。对于前者

，因为项目的国内外背景与环境不同，从而使国外专家的经

验公式未必奏效；对于后者，由于资深专业人士相对较少且



因为主观因素较强而使得评价结果有失偏颇。因此，有效的

项目风险识别必须具备如下机制： 1.联合预见机制。项目风

险识别要求项目管理机构以及人员对于风险征兆具有敏锐的

观察力、判断力以及预见性。然而，项目风险管理机构以及

人员并不是项目风险的直接感受者，项目投资者以及施工人

员才是真正的风险接触者与应对者。基于此，对于项目风险

的识别既需要借助于项目组织者以及领导者高屋建瓴的前瞻

性判断，同时也需要来自项目运作第一线人员的及时信息反

馈以及协助。管理人员与一线人员对于项目风险的联合预见

机制将有助于从宏观与微观、理论与实践、大类与细节多个

方面进行有效的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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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