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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一．规范化的含意和形式 规范化，也即标准化，是在经济

、技术、科学及管理等社会实践中，对重复性事务和概念，

通过制订、发布和实施标准（规范、规程、制度等），达到

统一，以获得最佳秩序和社会效益。 这个概念概括了规范化

的范围（领域）、对象、本质和目的。规范化的范围是经济

、技术、科学及管理等社会实践，其中当然应当包括工程项

目管理；规范化的对象是重复性事物和概念，工程项目管理

作为一类管理实践，必然是重复性的；标准化的本质是“统

一”，这个“统一”是科学、合理、有效的，而不是简单的

命令或盲目的规定，不是“一刀切”；规范化的目的是获得

最佳秩序和社会效益，这也是规范化的基本出发点，是工程

项目管理规范化的根本目的；规范化的内容是制订、发布和

实施标准（规范、规程、制度等）。 规范化的形式归纳起来

有：简化、统一化、系列化、通用化和组合化等。简化是指

在一定范围内缩简对象的类型，使之在既定时期内足以满足

一般需要的规范化形式，其目的是控制对象的种类，防止盲

目膨胀，是治理混乱的一种手段；统一化是把两种以上的表

现形态归并为一种或限定在一个范围内的规范化形式，其实

质是便对象的形式、功能或其他技术特征具有一致性，并通

过标准或规范（规程）确定下来；系列化是对同一类对象中

的一组对象同时进行规范化的一种形式，它通过分析、比较



将对象的主要参数、形式、尺寸、基本结构或内容等作出合

理地安排与规划，以协调同类对象和相关对象之间的关系；

通用化是在相互独立的系统中，选择和确定具有功能互换性

的子系统的规范化形式，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在设计、生产、

管理诸过程中的重复劳动，以利于简化管理，缩短设计周期

；组合化是按规范化的原则，将通用性较强的局部，根据需

要组合成不同用途的整体的一种规范化形式。总之，规范化

的方式较多，可以根据需要进行选用。对于工程项目管理，

简化、统一化和通用化的形式则应用得较多。 二．工程项目

管理进行规范化的必要性 规范化是现代化大生产的必要条件

，是进行科学管理和现代化管理的基础。人类的实践证明，

规范化有利于提高管理水平、提高质量、减少浪费、节约活

劳动和物化劳动，有利于推广科研成果和新技术。 工程项目

管理技术自1982年引迸我国以后，经过了学习、试验、研究

，于1988年开始进行“项目法施工”试点，于1994年开始在

全国推行项目管理，至今又是5年。几乎是与我国建筑业改革

开放的步伐相同的工程项目管理，在我国工程界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作为一种生产管理制度，已经普及，并给建筑业

和建筑业企业带来根本性的变革和巨大经济效益，基本具备

了与国际惯例接轨的条件。 然而在结合我国国情进行工程项

目管理创造的实践过程中，却产生了一些认识上、做法上较

大的差异，有些认识和做法完全相反，效果当然也不相同。

有差异是正常的，没有差异才是很不正常的。问题是，在原

则问题上、本质问题上，却不应当有差异；如果本质的错误

认识得不到纠正，就会将企业引向错误的方向，影响工程项

目管理的效果，影响工程项目管理学科的发展。因此，错误



的认识和做法应当得到纠正。 有些企业是由于一些误导而产

生错误的做法，也有些是由于认识上的模糊而盲目进行了不

正确的工程项目管理。作为一间学科，项目管理有其严格的

内涵和外延。作为一种生产管理制度，它有着不容模糊的规

范性内容。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它应有正确的做法。作

为我国工程领域的一项重要制度改革，方向绝对不应偏斜。

有一些问题，政府主管部门、一些领导、专家和学者曾作过

一些引导，试点单位也作了示范，因而得到了逐步纠正

。1996年建设部以“建建工〔1996〕27号”发布“关于进一步

推行建筑业企业工程项目管理的指导意见”，对规范建筑业

工程项目管理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作为已经推广多年、

取得了大量的经验和教训的一项数千万人的生产管理实践活

动，已经到了非规范不可的时候了，也已经具备了制订规范

的条件。工程项目管理规范化的必要性可概括为：是总结经

验、纠正偏差、正确引导、指出方向、统一作法、建立标准

、提高效益的必要。 三．工程项目管理规范化的条件 现在进

行工程项目管理规范化是可行的，因为己经具备了比较充分

的条件。 1. 我国已经进行了18年的工程项目管理实践，有了

丰富的经验和教训，有许多成功的工程实例。 2. 我国对国际

上工程项目管理的经验已经进行了学习、研究和试验，掌握

了大量的信息，即对国际惯例比较熟悉。 3. 我国建设行政主

管部门非常重视工程项目管理和它的规范化，会给予这项工

作以有力的支持和指导。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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