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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5/2021_2022__E9_A1_B9_E

7_9B_AE_E7_AE_A1_E7_c41_65736.htm 传统的项目管理工具

，如PERT图、甘特图，都是为了帮助项目经理在管理大型建

筑工程时合理安排任务序列，这些任务的特点是依次进行、

各自独立。然而，在创新的过程中（如产品开发）应用这些

工具就很不方便了，因为它们无法清楚地描绘出前后任务之

间的信 信息流。那些传统的工具回答的问题是：“在我开始

这项任务之前必须先完成哪些其他任务？”而产品开发规划

人员，尤其是高科技企业的规划人员，则需要一种工具来回

答这样的问题：“在我完成这项任务之前，我需要从其他任

务中得到哪些信息？” 作者介绍了一种名为“设计结构矩阵

”（DSM）的项目管理工具。与传统工具不同的是，这种工

具把重点放在了项目的信息流而不是工作流上。绘制DSM的

第一步是按照当前的执行顺序列出所有任务，将它们在水平

和垂直方向上以同样的次序排列，构成一个由行和列组成的

矩阵。然后在对应每项任务的每一行中，标记出为它提供必

要信息的其他任务。（参见插图） 此DSM能清楚地显示哪些

信息交流会涉及设计迭代（此文的”迭代“指的是根据产品

开发过程中新出现的信息对前面完成的任务进行返工，以使

最后的结果更加完善），请注意分割矩阵的圆点所形成的对

角线。对角线下面所有的X表示前馈（feedforward）信息交流

，即来自前面任务的信息可以被后面的任务所利用。而对角

线上面的X表示的是反馈，即后期任务中所产生的信息可能

会导致对先前任务的返工。例如，任务B需要来自任务G的信



息，而任务G的执行远在任务B之后；执行任务B时如果对任

务G的信息猜测不正确，这一开发流程就不得不重新从任务B

开始，介于B和G之间的任务也要返工，以反映任务B输出信

息的变化。 DSM还能帮助你了解产品开发流程对返工需要的

预见程度。方法是：在DSM上，用方框圈住那些同步进行、

相互依赖的任务，这些就是计划内的迭代。插图上显示公司

已经为这些迭代做出了计划。而对角线上方框之外的4个反馈

记号（用符号O表示）表示的则是计划外的迭代。 DSM不仅

能帮助你发现问题，还能帮助你解决问题。改善项目信息流

有4种方法。第一，调整任务顺序，其目的是将尽可能多的X

从对角线上方移到下方，也就是减少反馈记号的数量；第二

，重新审视任务的分组，把相互依赖的任务尽量放在同一时

间同一地点进行；第三，减少信息交流的需要，如在两支团

队中增加具备另一项任务的专业知识的人员，采用信息技术

预测任务之间的影响，或在项目初期就对相互依赖任务的共

同方面取得一致；第四，管理无法计划的返工，传递关键知

识和创建前期任务，可降低迭代出现的几率。 除了大量的文

字介绍，文中还以通用汽车和英特尔公司为例，更加清楚地

说明了DSM在公司产品开发创新上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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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