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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管理发展，围绕我国航天型号研制管理现状，总结分析

当前航天科技工业组织基础和体制框架，探讨了项目管理组

织构建、项目经理负责制的具体做法。所谓“项目管理”，

就是要确保在时间（进度）、成本（经费）、质量（性能）

三项限制条件下，实现项目目标。项目管理是一种特别适用

于那些重大、关系复杂、时间紧迫、资源有限的一次性任务

的管理方法。项目管理的优势在于，它使企业能处理需要跨

领域解决方案的复杂问题，并能实现更高的运营效率。来自

不同职能部门的成员因为某一项目而组成团队，这个团队因

而具有广泛领域的知识——不仅仅是技术知识，而是对金融

和预算、客户关系、合约以及后勤部门等都有深入了解。这

是一种弹性的方式，需要时将专家召集到团队，任务完成后

他们又回到各自的职能部门。与传统的管理模式不同，项目

运作不是通过等级命令体系来实施的，而是通过所谓“平面

化”的结构，其最终的目的是使企业或机构能够按时在预算

范围内实现其目标。另一方面是由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一

些商业化项目管理软件的相继出现并日益广泛地应用于实践

，使得应用项目管理的效率与效益更加显著。我国航天型号

研制中推广应用项目管理技术是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的。

华罗庚教授将这种技术在中国普及推广，称作统筹方法（现

在通常称为“网络计划技术”）。然而，过去我们对项目管

理的应用，仅仅是将PERT或CPM（关键线路法）技术应用到



航天型号项目的研制计划制定过程中，并没有按项目的特点

，建立项目组织，对型号项目实行项目管理，也没有应用项

目管理的技术来计划、控制型号研制任务的进度、质量及成

本。这使得我国航天型号项目任务在管理上与发达国家的航

天企业有了一定差距。学习发达国家航天企业，在型号项目

的管理中采用项目管理技术，对航天企业的各种资源统一安

排、合理规划、对项目的研制进度、质量、成本等实施有效

的控制，从而不断提高管理水平，这是当前航天企业亟需研

究的重要课题。1. 国外航天型号项目管理发展 国外航天型号

项目管理始于20世纪40年代的“网络计划技术”。例如“曼

哈顿”计划，它使美国于1944年5月研制成功了世界第一颗原

子弹。1957年美国海军为追赶前苏联导弹的优势而开展了“

北极星”导弹计划（包括导弹、核潜艇、水下通讯设备与导

航等系统构成的庞大复杂项目），他们采用了PERT（计划协

调技术）方法管理该项目，即以时间为基础使整个研制过程

形象地显示出来，条理分明，目标明确，能集中力量搞好关

键路线。同时，在研制过程中，还采用数理统计的方法和先

进的计算机手段，从大量非肯定的环节中找出带有普遍性的

规律，及时地修改计划，合理安排人力和物力，节省了成本

、提高了研制效率，使“北极星”导弹研制计划周期缩短

了20％～25％，提前2年完成任务，并为航天项目管理提供了

系统工程方法。在“北极星”导弹研制计划期间，美国把全

部军事技术发展工作都建立在系统工程这一新观念的基础上

，在国防部设置了系统分析部门，麦克纳马拉任国防部长时

，又提出“规划、计划、预算编制法”（简称为PPBS）。这

些都成为后来航天项目管理的核心内容。20世纪70年代，美



国“阿波罗”登月计划实施过程中，既成功地采用了系统工

程的方法进行管理。同时，为解决PERT还不能反映实际活动

真实情况的不足，兰德公司等机构又研究出网络评审技术

（GERT），它在“阿波罗”计划中成功地用于分析宇宙飞船

及其发展过程，取得很大成效。此后，这种“网络计划技术

”被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核工业、电子、建筑等行业。经

过50多年来的应用与研究，项目管理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至

今，项目管理方法已经远远超出了“网络计划技术”的范围

，初步形成了一个包括项目论证与评估、范围管理、时间管

理、成本管理、质量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沟通管理、风险

管理、采购管理、综合管理、企业项目管理、项目管理工具

与方法等内容的知识体系。2. 我国航天型号研制管理现状 随

着我国航天科技工业的发展，逐步建立健全了一整套行之有

效的组织指挥系统——型号工程项目的总设计师技术指挥系

统和型号工程项目的总指挥行政指挥系统（简称“两条指挥

线”）。在下达工程项目研制任务的同时，任命该工程项目

的总设计师、副总设计师，而且随着研制工作的开展，还要

任命各分系统主任设计师和单项设备、部件的主管设计师，

建立起相应的设计师系统。这样以各级设计师为核心，加上

各级行政系统的技术负责人，共同组成工程项目研制工作技

术指挥线。行政指挥线是以各级行政主管该工程项目的领导

为首，以计划及其调度系统为主，同时由机关职能部门有关

人员共同组成，它是工程项目研制工作的行政组织者与指挥

者，主要任务是确定研制任务的组织与分工；组织研制协作

配套网络，落实重大技术措施，制订与组织工程研制计划与

实施；进行日常的指挥调度，按行政管理渠道提供人、财的



保障等，以保证设计师系统技术决策的实现与工程项目研制

任务的按期完成。在工程项目研制过程中，这两条指挥线相

互支持，密切配合，两者既有主管分工，各负其责，又相互

交叉，是工程统一指挥中两个相得益彰的侧面。一方面，计

划、调度必须以技术为先导，行政指挥系统必须以总设计师

设计思想为依据，保证设计师系统设计意图的贯彻与实现；

另一方面，设计师在技术上进行决策时，必须以现实条件为

前提，兼顾需要与可能，及时沟通和尊重行政指挥调度系统

的意见。实践证明，这种组织管理制度也推动了我国航天型

号工程项目的研制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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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