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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B3_95_E5_c41_65388.htm 5．2．3确定项目管理目标基线 在

完成了前一步工作后，大卫先生就有了计算W项目净现值的

三组数据，简单的说就是基线数据、提前一个月的数据和推

迟一个月的数据。根据这三组数据，大卫先生很容易计算出

在三种情况下项目的净现值。在NB-PMM方法中，这三个数

据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意义。 首先，项目经理可以根据这三个

数值的大小来判断相关实施方案的价值。简单的说，如果某

种实施方案下算出的项目净现值小于0，从投资回报的角度考

虑，该方案就应该考虑是否该被否决。而对于算出的项目净

现值大于0的实施方案，从理论上说，应该都是可以被接受的

。这个判断原则是与项目选择的原则基本一致的。 其次，这

三个数中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的差值为后续项目管理工作提

供直接的参考。为方便后续的讨论，在此我们把这个差值简

称为模拟差值。如果项目管理得好，那么有很大可能性项目

最终的净现值是三个数中最大的一个；而如果项目管理得不

好，那么有很大可能性项目最终的净现值是三个数中最小的

一个。在NB-PMM方法中，模拟差值也被理解为项目管理工

作的潜在收益上限。有了这个上限，决策层可以按投资/回报

模式或风险控制模式来决定在项目管理方面的投入规模。 

在W项目中，项目经理大卫根据上述数据自己作了几个简单

的计算。第一步，他计算了在三个不同的贴现率方式下，三

种实施方式带来的模拟差值。由于W项目自身的特点，模拟

差值的数值比较高。在年贴现率为15%的条件下，模拟差值



约为34万人民币；即使在年贴现率为5%的条件下，模拟差值

也达到24万人民币。大卫先生明白，如果在项目管理方面一

分钱也不投入，他将很有可能要失去20~30万的项目收益，因

此，他认为以潜在回报的3成，即6万~9万人民币作为项目管

理投入是可以接受的。第二步，从净现值具体数值可以看出

，如果采用的贴现率为12%，项目必须按基准计划进行才有

可能保证最终的净现值大于0；而如果采用的贴现率为15%，

要达到同样目标则项目必须比基准计划提前完成收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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