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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的不断兑现，以及开放领域进一步扩大，跨国公司进入

我国数量也随之增多。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04年底，全球

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中已有近450家在华投资。跨国公司作

为知识创新的主要载体，项目管理是其实施管理的最主要手

段。为加强我国企业的竞争力，同时也为适应愈来愈多的企

业走出国门参与国际性竞争的需要，现代项目管理问题已被

提上日程。项目管理能否成功建立、运行和改进，将直接影

响到我国企业的国际化生存和发展。 在现代管理中，项目管

理具有创新性。项目管理的创新性是指，在国民经济与企业

的项目运作中采用科学的项目管理，实现项目既定的价值，

从而使企业竞争的自由度增大。 项目管理的创新性来自于知

识经济的创新性。项目管理的创新性与项目本身密不可分。

当人类有组织地进行活动时，就有了项目。如中国的长城和

埃及的金字塔就是不同的项目。有项目就有项目管理。开始

由于项目技术含量没有现在这样复杂，所以项目管理也只是

凭经验潜意识地进行，并没有形成科学体系。后来因为第二

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争产生了新的需要，如新式武器雷达设

备的生产需求，而新的项目其技术复杂，参与技术人员繁多

，融资量大，工期紧，风险性大，为达到项目既定的目标，

有效的管理受到人们的关注。于是现代“项目管理”则应运

而生。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项目管理

被广泛地应用于工商、金融、信息等产业以及政府部门行政



管理领域。目前，在全球最发达的政府部门和企业机构中，

项目管理已成为其运作的中心模式。如美国白宫行政办公室

、世界银行、IBM、ABB、摩托罗拉、AT＆T、朗讯、诺基亚

、惠普等在其运营的核心部门都采用项目管理。这种把各种

系统、方法和人员结合在一起，在规定的时间、预算和质量

目标范围内完成项目的各项工作就被定义为项目管理。其创

新的实质就是如何更加有效地利用时间、技术和人力形成价

值的问题。就其内容来讲，项目管理包括了范围管理、时间

管理、费用管理、质量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沟通管理、风

险管理、采购管理及综合管理等。 在我国，尽管现代项目管

理起步晚，但是中国也有自己的项目管理学科体系 ，它的发

展起源于华罗庚推广“统筹法”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随着

现代化管理方法在我国的推广应用，促进了统筹法在项目管

理过程中进一步的应用。但当时主要应用在国防和建筑业领

域。 由于日本建筑企业于1982年在我国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建

设的鲁布格水电站饮水导流工程中，成功地运用了项目管理

方法，其鲁布格工程的成功经验促进了我国在1987年引进与

推广现代项目管理体系，并于此年开始建立了中国的项目经

理认证制度。20世纪90年代初成立了我国第一个跨学科的项

目管理专业学术组织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项

目管理研究委员会，并于2001年5月正式推出了《中国项目管

理知识体系》（C-PMBOK），并建立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国

际项目管理专业资质认证标准》（C-NCB）。尽管如此，中

国项目管理工作与发达国家之间仍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无法

满足项目增长的需求。目前，在项目管理中我国还存在着诸

多弊端。 第一，有的项目根本不采用项目管理的方法。例如



，无正规立项、无可行性报告、无正规设计单位、无正规施

工单位、无工程监理、无工程质量检查验收，属于“六无”

工程，像重庆綦江坍塌的彩虹桥、溃决的九江大堤、建成

仅18天就破败不堪的云南昆禄公路。 第二，项目管理人才缺

乏。1999年，一家外企想在国内寻找一位持有美国项目管理

专业资质证书的人，虽然开出年薪4万美元的高价，但却一无

所获，最后不得已从别国花8万美元聘请。我国对项目管理的

系统研究和行业实践起步较晚，1991年才成立全国性的项目

管理研究会。财政部于1994年向世界银行申请了一笔赠款，

专门用于项目管理人才培养，建立了由清华大学等五所高校

组成的项目管理培训网，举办培训班20余期，培训项目管理

人员500多人。有报道称，中国在未来三年内需要 70 万名经

过认证的项目管理人才。 第三，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够完善

。2000年1月1日开始，我国正式实施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这个法律涉及项目管理的诸多方

面，为我国项目管理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建设部《

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试行办法》对项目管理企业的资质、从事

工程项目管理的专业技术人员的执业资格、工程项目管理服

务范围、工程项目业主方选择项目管理企业的委托方式、项

目管理人员的禁止行为等方面作出了明确规定。《办法》指

出，工程项目管理实行项目经理责任制，项目经理不得同时

在两个及以上工程项目中从事项目管理工作。杜绝一人同时

管多个项目，“一仆二主”现象发生。 但是，当今项目管理

早已走出了工程建造业，项目管理的发展领域已扩展到IT、

医药、金融、机械、服务等行业。项目管理在各行各业的应

用及多元化发展，必然出现行业项目管理的新需求，需要用



相应的规则去规范。一方面中国项目管理为了适应日益频繁

的国际交往的需要，中国必须遵守通用的国际项目管理规范

，像国际承包中必须遵守的FIDIC条款及各种通用的项目管理

模式；另一方面中国项目管理的应用也促使中国政府出台相

应的制度和规范，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项目管理知识

体系”，形成我国项目管理学科和专业基础。我国应在引进

“国际项目管理专业资质认证标准”基础上，制定一套既与

国际接轨，又能适应中国国情的国际项目经理专业培训及职

业资格认证示范标准。推动我国的项目管理向专业化、职业

化方向发展，使我国项目管理专业人员的资质水平能够得到

国际上的认可，已成为我国项目管理学科和专业发展的当务

之急，也是企业国际生存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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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