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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57/2021_2022__E9_A1_B9_

E7_9B_AE_E7_AE_A1_E7_c41_457264.htm 项目计划是项目管

理的第一步，它可以让思想成为产品。一个项目的管理是否

混乱的判断首先应该从项目计划开始。以一个项目为例，我

们可以将从混乱到清晰的状态分成几种情况： 第一种是知道

目标，知道现在该作什么，知道将来该做什么，称之为“清

晰”。 第二种是知道目标，知道现在可以做什么，但是不清

楚将来该做什么，这称之为“半混乱或者半清晰”。 第三种

是什么都不知道，那就是“混乱”。 我们实际遇到的大部分

是第二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项目开始是有计划的。出现

这种情况大概有以下几种原因： 对计划认识不清，长远计划

或者是整体计划不实际、不准确、不具备实施的指导意义。

项目管理者联盟文章，深入探讨。 计划是为了应付领导或者

客户，仅以此搪塞而已。而且领导/客户对拖延、返工司空见

惯，不足为奇，所以就完全接受。 计划不够周密，计划总是

赶不上变化，总是出现较大的差错。久而久之失去耐心就置

之不理。 实际操作中几乎不可能100%的遵照计划，总有些没

有想到的事情，这些事情就会影响计划的实施。计划是为了

使事情变简单，使事情可见，但是如果计划被变化打乱，那

就必然重回混沌状态，计划也就成了摆设！计划被打乱不足

为奇，关键是及时的修正计划。所以对于计划必须有一个跟

踪。项目跟踪就是及时发现实施中的问题，能够及时的修改

计划，使整个项目处于控制之中。 1. 项目计划 项目计划直接

关系到项目的好坏、成败。它是整个项目的头脑，项目计划



越详细越好。但是在项目工作中，这种情况是很难达到的，

而且项目计划可能会有不同的层次和结构，所以项目计划不

应该是一个人完成的，应该是整个项目组成员思想的结晶。

项目计划就是项目的设计书。 计划是给自己用的，因为它就

为指导自己的工作。计划不是靠拍脑门子搞出来的，这样的

计划会给你带来很大的麻烦，因为对于这种计划你只有两个

选择：要么抛弃；要么修正。修正肯定会产生新计划。抛弃

就又面临两个选择：要么重新做计划；要么破其计划陷入混

乱。所以这种计划最终的结果只有两种：一是制作新计划，

二是陷入混乱。所以与其做两次，甚至更多，不如一次就完

成。陷入混乱那就不用多说了。计划的内容最少应该包含任

务、时间和资源。但这里不谈这些，而是说说其他几个容易

被忽视的地方。 重视管理首先应该重视计划工作，先认识、

再重视、然后实施。认识就是要弄清计划的必要性和科学性

，那些内容需要计划，那些内容需要明确。重视就是行动，

这个行动就是加强计划的管理，确定计划编制、修改的方法

和过程。实施就是计划真正的指导实际工作。 1.1. 计划的层

次和结构 计划难以一次性彻底完成，所以项目计划应该保持

一个层次机构。应该分成大、中、小三个层次，大计划由中

小计划构成，中计划由小计划构成，小计划可以说就是个人

任务的规划。这样做也是为了使我们工作容易进行。这样做

的好处是： 首先层次结构体现了工作流程，符合项目的实际

工作需要。在项目开始时，一般是很难具体的策划项目的细

节工作，所以这时要求制作大计划，一般不包含细节内容，

但列出了相对精细的中计划。之后中计划就开始被清晰的制

定了出来，此时的中计划包含了粗糙的小计划。随着中计划



的实施，小计划也就从粗糙变成了详细了。这个结构赋予任

何成员一个自我施展的空间。当然计划的制定必须经过项目

经理的认可。只要项目经理愿意，可以设计自己的所有工作

。 其次层次结构是分工的体现，同时也体现出项目组的组织

结构。在一个大项目组中（如果有十几个人的时候）就需要

再分组。而这种分组，必然是基于工作上的分工。分工的同

时也把压力、责任等分配了下去。这种小组的计划当然应该

主要由这样的小组制定。这既是减轻项目经理工作压力的办

法，也是发挥成员积极性的渠道。在实际操作中，大计划由

项目经理负责协调、整理、编写，中计划可以由组长负责编

写，项目经理负责协调、整理，小计划可以有项目成员完成

。 1.2. 计划的详细程度 “计划越详细越好”。计划至少应该

有三个要素被真正的落实下去，这就是任务、进度和资源。

计划的详细程度就取决于对这三项的考虑。按照现在的情况

来说，计划应该细到人/日（小计划的粒度），项目越紧计划

就应该越细。做计划的时间，绝对不会拖延项目。计划越细

项目中不确定的东西就越少，项目就越顺利。正所谓“磨刀

不误砍柴工”。 针对不同层次的计划，详细程度有不同的要

求，大计划应该确定中计划的任务，安排各任务实施的先后

和用时的多少，以及人员组织；中计划应该确定阶段中的子

任务（如编码阶段的某个模块），任务开始和结束时间，任

务负责人；小计划应该确定个人进度的详细安排（日进度）

。因为很多项目经理可以不用考虑资金、办公场所等资源，

所以这里重点考虑人力资源。如果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它们之

间的关系的话，那么大计划是整个身体，中计划是支持身体

的骨骼，小计划是血和肉。所以他们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以瀑布模型为例，项目整体计划作为大计划，阶段（设计、

编码⋯⋯）计划作为中计划，然后分配到具体个人的工作为

小计划。（具体情况视项目大小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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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