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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项调查发现，只有37%的信息化项目在计划时间内完成

，只有42%的信息化项目在预算内完成。那么如何去定义信

息化项目的成败？如何分析项目存在的风险？如何进行有效

的项目管理？以及如何进行信息化项目风险的防范？本文将

从以下四个方面予以探讨。 信息化项目成败的判定标准 信息

化项目如何衡量其成功与否，一直是业内争论很久的话题。

而且信息化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管理系统工程，以什么样的指

标体系去衡量，如何衡量，确实是个大难题。 本文不想就此

展开过细的指标体系的讨论，仅从几个可控的关键要素来分

析信息化项目的成败标准。从我们对项目的定义，可以知道

信息化项目的关键要素只有三个，即时间、成本、质量。因

此，我们不妨把这三个要素落实到信息化项目的成败标准讨

论中来。即项目有没有在进度上超出计划？项目在成本上有

没有超出预算？项目在质量上有没有满足需求？后者还可以

进一步分解成更细的标准，如：系统的功能是否符合需求计

划？系统的信息处理和运行方式是否合适？项目的整体运行

状态是否适应企业的运营体系？等等。 如果对以上问题的回

答是否定的，则基本可以判定项目是失败的；如果对以上问

题的回答是不确定的，则说明项目的建设是不彻底的，也是

存在风险的；如果对以上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则基本可以

判定项目是成功的。 信息化项目的失败，具体分析可能会发

现很多种原因，而信息化项目的成功，归纳起来，还是可以



有一些标准来描述的，比如：用户对系统满意，系统运行达

到设定目标等。 信息化项目风险及失败原因分析 由于信息化

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工程，更是一个管理工程和系统工程。因

此，信息化项目的风险也主要来自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技

术风险。包括项目的技术结构、项目的规模以及项目实施方

的技术能力和经验。项目的技术结构设计过于复杂，项目的

信息处理结构化程度过低，都会直接影响项目实施方对技术

的把握，从而影响项目的质量，以及用户对技术的理解和消

化。项目的规模过于庞大，则会斐勺试磁渲煤徒瓤刂频睦选

４送猓钅渴凳┓降募际跄芰χ苯泳龆ㄏ钅靠⒌乃健? 二是管理

风险。管理风险主要来自于项目人员的组织有效性，项目时

间、资源的计划确定性和可控性，以及项目质量监控的力度

和立场。项目五类角色如何有效组织，并协同发挥积极因素

是一个项目组织的课题，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而项目进度

的计划和项目预算是否具有确定性直接影响项目的可控程度

。最后，项目监控的力度和立场在实际过程中会面临来自各

方面的干扰和阻力。 三是系统风险。系统在这里指的是由信

息化相关要素组成的动态联系的有机体系。主要指的是用户

自身的组织规范化、组织的观念转变、组织责任与控制体系

的适应性等。一个信息化项目如果没有相适应的组织体系和

观念体系做保障，很难想象项目不会面临风险。 项目管理方

法及项目风险防范 针对项目管理的三个内容（项目规划、项

目监控、项目评价），对应的项目管理方法是：在项目规划

阶段，重视第三方专业咨询；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有意识地引

入第三方监理；在项目评估阶段，重视第三方的验收评估。

通过引入专业的第三方，全过程地为项目管理保驾护航，减



少项目风险。 针对项目管理的三要素，对应的项目管理方法

是：重视项目前期的进度计划和成本预算，强化过程的进度

监控和成本控制；重视项目前期的需求分析和目标量化，强

化过程的质量测试和阶段性评估控制。 针对项目管理的三大

风险，对应的项目管理方法是：重视企业自身的技术培训和

基础设施建设，以强化技术能力，同时选择有技术优势和经

验的开发商合作，以减少技术风险；重视企业自身的管理规

范化，同时积极与开发方以及第三方专家组成高效的项目管

理小组，对项目实施有效控制，以减少管理风险；重视企业

观念的转变和组织体系的转变，为项目顺利推行提供良好的

支撑环境。 具体来看，项目管理的核心在项目控制，而项目

控制的核心在对项目关键流程、关键要素和关键资源的控制

。计划的指标是否可量化，是否可分解，是否可衡量，直接

决定项目是否可控。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项目管理的精

髓在于项目规划的水平。其次才是项目的后续监控。 信息化

项目及项目管理的内涵 所谓信息化项目，是指在一定期限内

，依托一定的资源，为达成一定的信息化目标而进行的一系

列活动。这里，我们不难发现信息化项目作为一个完整的定

义，至少有三个关键要素，即：时间、资源、目标。其中资

源的最终体现是成本，目标的最终体现是绩效。因此，一个

信息化项目最核心的制约因素就是这三要素：时间要素、成

本要素、绩效要素。而绩效的评价和控制往往量化到质量上

，即质量要素。 所有项目的失败必然是失败在这三个要素中

至少其中的一个要素，即要么是项目进度控制不够，要么是

项目成本超标，要么是项目质量失控。 而项目管理正是对项

目计划、组织以及对项目所需资源的控制，目的是确保项目



在规定时间内、规定预算内达成预定的绩效目标。项目管理

落到实处，就是对项目的进度控制、成本控制和质量控制。

项目管理中有五个方面的角色在发挥影响和作用。 一是用户

方的业务人员。他们是信息化项目需求的主要提出者，也是

信息系统的最终使用者，同时也是信息系统的最终评价者，

因此，他们往往在信息化项目管理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二是

用户方的决策人员。他们是信息化项目立项的决策者和项目

规划的拍板者，以及项目资源的预算批准者。因此，他们往

往对项目的成败具有决定性影响。 三是开发方的技术人员。

他们是信息系统的直接研发者和系统建设的实施者和技术支

持者，他们工作的效率和质量直接影响项目的效率和质量。 

四是开发方的项目管理人员。他们是项目开发的监控者和项

目实施的组织协调者，他们的工作方法和力度将很大程度上

影响项目开发的可控程度和项目的推进。 五是项目的监管者

。可能是用户，可能是用户与开发方组成的联合小组，也可

能是第三方。项目监管者的专业素质和立场将直接决定项目

整体进度的把握，以及预算的执行和项目绩效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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