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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0_88_E8_BE_85_E5_c41_287266.htm 当前，世界经济格局

发生了很大变化，发展中国家（譬如中国与印度）开始参与

全球经济的竞争与合作，并在世界产业价值链中崭露头角。

于是，中国与印度谁将在本世纪崛起成为世界经济中的主导

力量，成为当前的一个热点问题。 笼统点儿讲，中国和印度

各有所长：中国的制造业强些，印度的服务业尤其是IT外包

服务强些；中国拥有1.2亿农民工成就的“世界工厂”称号，

印度享有100多万IT“白领”造就的“世界办公室”美誉。问

题不在于当前两者处于何种位置，重要的是未来各自将处于

何种位置。2006年，中国IT服务外包大约是11亿美元，而印

度是478亿美元。今天，这个差距仍在扩大，并对中国软件业

发展模式的选择产生了影响。我们应该走印度IT外包之路，

还是走自主发展的路？客观地讲，中国的软件业，不论市场

需求、人力资源还是技术支持，都不亚于印度，问题是，我

们需要一个顶层设计，即应该有一个发展战略、技术路径和

优先发展重点方面的选择。 软件业是一个高投入、高风险、

结果高度不确定的行当。一个企业开发管理软件，上百人用

一两年时间，花几千万人民币，写几百万行程序，可到头来

，市场却没响应。据说，在美国，每年17.5万件IT技术开发项

目中，成功的只占16%，研发过程中就终止的占31%，而“不

死不活”的居多数。从上世纪90年代起，“IT黑洞”、“IT

陷阱”一直困扰着世界软件业。 尽管如此，软件工程仍是人

类知识的结晶，它正在或即将改变人类的工作和生活方式，



并引发一场知识革命，我们不能因其发展中的缺陷而忽视它

的发展。信息化项目风险很大，其开发的成败关键在于管理

的变革和业务流程的再造，以及产品和服务本身的数字化改

造。因此，产品和服务能级的提高是目的，而过程的信息化

是手段，没有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再好的过程信息化也无

济于事。我国信息化项目失败的原因，大多在于政府运动式

的操持（如电子政务、CIMS、ERP）和企业的盲目跟风，并

未响应内生变革的动力和信息化的诉求，造成了数据不实、

管理变革准备不足以及信息化概念严重泛化的结果。信息化

并没有给政府和企业带来根本、彻底的“窈窕化”和“高效

化”。 一个信息化项目的成败因素，与其说是技术问题，毋

宁说是管理问题。立项前的需求调研和科学决策，实施中的

质量、成本和进度控制，成果的推销和服务，每一个环节的

失误都是致命的。从管理科学的发展看，一个基于项目的管

理模式（即项目管理）应运而生，并正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兴

起。其历史可追溯到上世纪40年代的美国核计划项目——曼

哈顿计划，该模式在战争期间的研发管理中卓有成效，后来

在工程建设项目、新产品开发项目上大行其道，近年来又在

软件开发过程中大显身手，甚至在企业日常运营管理中有一

种变革企业组织的趋势——企业按项目组织和管理。总之，

项目管理的确是一门需要深入探讨的学问。需要进一步凝练

的科学问题包括：预测和决策技术，学科的交叉、整合与知

识管理，跨部门、跨企业、跨国界、跨文化的人力资源的矩

阵式管理，扁平化的组织变革管理，风险管理与变化管理，

企业流程再造等。 相信随着项目管理研究的深入、项目管理

教育的重视和项目管理水平的提高，我国的软件业能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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