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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5/2021_2022__E5_85_B3_E4

_BA_8E_E9_A1_B9_E7_c41_65886.htm 本文是笔者阅读和使用

国内外一些项目管理教材和其他文献时所想到的一些事情，

写出来同读者交流，目的只有一个，改进我们的项目管理教

育和实践。文中的观点若能从正面或反面推动大家讨论，进

而能够正确地理解和宣传项目管理，就达到了笔者的愿望。1

项目的定义何为项目？各种人理解不同。投资者、项目发起

人、项目管理人员，皆有其理解。有理解为项目的成果或目

的者，有理解为取得该成果或达到该目的的过程者，还有将

其理解为这一过程及其成果或目的的全体者。例如，《世界

银行项目管理》说，“所谓项目（Project），一般系指同一

性质的投资（如设有发电厂和输电线路的水坝），或同一部

门内一系列有关或相同的投资，或不同部门内的一系列投资

（如城市项目中市区内的住房、交通和供水等）”[1]。《世

界银行贷款业务指南》写到，“所谓项目，一般是指通过投

资活动能够形成某种固定资产或设施并在这种固定资产或设

施形成后能产生效益的某个固定的投资目标或范围，或者说

是为实现某个能产生社会和经济效益的目标而进行的投资活

动，而世界银行贷款项目，就是指世界银行贷款资金与国内

资金结合使用进行投资的某一固定的投资目标。”[2]但是，

《项目管理知识体系指南2000年版》（以下简称“指南”）

从项目管理的角度给项目所下的定义是：“为创造某个独特

的产品或服务所做的暂时性努力。”[3]很多组织或个人在给

项目下定义时，撇开项目“创造独特的产品或服务” 的目的



，以及必须为此而付出的“努力”不谈，却添加了不少的限

定性成分。例如，“项目是指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主要是

限定资源，限定时间），具有特定目标的一次性任务。”[4]

“具有独特的过程，有开始和结束日期，由一系列相互协调

和受控的活动组成。过程的实施是为了达到规定的目标，包

括满足时间、费用和资源等约束条件。”（ISO10006，转引

自[5]）“项目是指那些作为管理对象，按限定时间、预算和

质量标准完成的一次性任务。”[6] “项目是在一定时间内为

了达到特定目标而调集到一起的资源组合，是为了取得特定

的成果而开展的一系列相关活动，因此，也可以说项目是特

定目标下的一组任务或活动。”[7]“何为项目？项目就是指

为了达到特定目标而临时调集到一起的资源组合。通俗地讲

，项目就是一项一次性任务。这项一次性任务是由一个临时

性组织，在一定的时间里，在一定的预算内，通过一定的科

学运筹和组织予以完成的，它的完成必须达到规定的质量水

平。”[8]笔者认为，上述各种定义中，“指南”的最好。因

为这个定义开门见山，告诉了项目的目的，也告诉了从事项

目者应当为达到这一目的而努力。“指南”所下的这一定义

，充分体现了项目和项目管理要以人为本，强调项目只有经

过人的努力，才能创造出“独特的产品或服务”。而其他各

种定义，冗长的句子，看似“严格”的限定性修饰语，分散

了人们的注意力，使许多项目管理人员至今说不清什么叫“

项目”，是“任务”、“资源组合”，还是“管理对象”？

看了这样定义，参与项目者不会知道什么是项目的根本任务

，不知道自己的责任，也不知道自己的努力方向。如果把“

指南”的项目定义中“产品或服务”做最大范围的理解，那



么，这个定义就可以囊括当今世界上绝大部分的项目。例如

，若把抢险救灾行动也视为一种“服务”，则“指南”的定

义就包括了应付各种各样突发局面或事件的临时（一次性）

行动；如果把企业改革、（企业、事业、政府机构）的组织

结构调整等理解为一种“产品”，或者干脆将“产品”推广

为各种有形或无形的“成果”，则这一定义也就包括了各国

企业、事业和政府机构在经济全球化日甚，竞争愈演愈烈的

今天为求生存而调整自己的各种努力。无论是应付突发局面

，还是迫于求生存而对自身进行改革或调整的各种努力，在

当今世界上，已经不再像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那样属于一些

偶然的情况，而越来越像一般人所理解的“创造独特的产品

或服务”那样频繁了。例如，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双子座

于1993年遭到袭击尚不足10年，就惨遭“9.11”摧毁。但是，

一般人还很难将这些事情理解为“产品”或“服务”。为了

让我们的项目管理人员正确地理解项目的含义，全面认识自

己应当付出的努力，笔者建议，在“指南”的基础上将项目

定义修改为：“为创造某个独特的产品或服务，或完成某独

特的任务所做的暂时性努力。”2 项目生命期地球上的生命

繁衍不息，但就个体而言，其存在是短暂的或曰是“一次性

”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项目如同生命。不少书籍上有“

项目周期”、“项目寿命周期”、“项目生命周期”或其他

类似词语。诚然，自从有人类以来，人类已经进行了一个又

一个的项目，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还将继续不断、“周而复

始”地进行更多的项目。然而，具体的项目一旦取得了预定

的成果就结束了，不会再来一遍。否则，就同项目的“暂时

性（一次性）”相矛盾。那么，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不断有人



使用“周期”这两个字呢？这也许同理解Project life cycle的含

义有关。关于life，翻译成“生命”实在很好，因为项目同生

命个体（特别是人之生命）一样，有始有终。但是，cycle应

当如何理解呢？《新英汉词典》[11]上是这样写的：“①周

期；循环；一转；②（一段）长时期，（一个）时代③⋯⋯

”。cycle的确有“周期”之意，但在这里不能取此意，而应

取“（一段）长时期”，简称“期”。因为人生的cycle一般

是几十年，足够长了。作者建议今后使用“生命期”表达“

项目所有阶段的全体”这一概念。不但简洁、生动、传神，

而且还可提醒项目管理人员像珍惜生命那样，管好项目，“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3 项目管理、项目目标和制约因

素阅读过“指南”各年版本的人，可能会发现，该文件很少

使用“目标”这个词。1994年8月出版的征求意见稿，将项目

管理定义为“应用知识、技能、工具和技术，以便满足或超

过利害关系者对项目的要求。要满足或超过利害关系者的要

求就必须权衡以下各方面彼此之间互相冲突的要求：reg. 具有

不同要求的利害关系者。reg. 对于范围、时间、费用、风险和

质量方面提出的互相冲突的要求。reg. 已明确的要求。”“指

南”2000年版中的定义与前两个版本的重大区别是：（1）将

“或超过利害关系者的要求”和（2）“未明确的要求”去掉

了。（3）将项目利害关系者在“范围、时间、费用，以及其

他项目目标”方面提出的互相冲突的要求明确为“对于范围

、时间、费用、风险和质量方面提出的互相冲突的要求”，

删掉了“目标”二字。很明显，“指南”的这三个版本关于

项目管理的定义都强调项目管理的目的是“满足要求”，而

不是“实现目标”。相比之下，国内一些项目管理教材，普



遍强调项目管理的目的是实现“项目目标”。例如：“项目

管理就是研究在时间和资金一定的条件下，如何通过科学地

计划、控制和组织达到既定目标的科学。”[8]“项目管理是

通过项目经理和项目组织的努力，运用系统理论和方法对项

目及其资源进行计划、组织、协调、控制，旨在实现项目的

特定目标的管理方法体系。”[9]“项目管理是为使项目取得

成功（实现所要求的质量、所规定的时限、所批准的费用预

算）所进行的全过程、全方位的规划、组织、控制和协调。

⋯⋯项目管理的目标就是项目的目标。该目标界定了项目管

理的主要内容，那就是‘三控制、二管理、一协调’，即进

度控制、质量控制、费用控制、合同管理、信息管理和组织

协调。”[10]讨论项目和项目管理的定义中是否应当有“目

标”二字有什么实际意义呢？简单说来，在现在的市场竞争

日益激烈，项目利害关系者的要求越来越高的新形势下，即

使上述所有的目标都达到了，项目的成果也不一定达到项目

的要求，也不一定能使项目利害关系者满意，因而也不一定

能保证项目的成功。关于施工项目管理的主要内容就是“三

控制、二管理、一协调”的说法，我国已经有人提出异议。

他们认为，即使将进度、质量和费用都控制在事先规定的“

目标”之内，项目的成果也不一定满足业主的要求。鉴于这

样的事实，不但制定一些无法实现的目标没有意义，而且项

目和项目管理的定义应当突出项目管理的目的是创造出令项

目利害关系者满意的产品或服务，让项目管理人员将其注意

力集中在创造使项目利害关系者满意的产品或服务上，而不

是撇开这一主要问题，将精力分散到各个“目标”上。“目

标管理”在上个世纪80年代传入我国的过程中，为了适应“



中国特色”， 经过了种种“加工、处理”，产生了一些消极

后果。“目标管理”在用于项目和项目管理时，一定要当心

。在“指南”中没有明确“目标管理”这一概念。项目利害

关系者在项目范围、时间、费用、风险和质量方面提出的互

相冲突的要求，一般情况下，应当将这些要求理解为制约因

素，而非目标。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容易将制约因素视为目标

。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担心各级官员不对国家投入的

资金和其他财产负责任，为了制止他们的铺张浪费行为，也

为了提高国有企业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就为各级官员、各国

有企业职工制订了许多目标，并“层层分解，落实到人”。

但是，这种做法并不能解决计划经济固有的弊端。实际上，

有些官员和职工为了达到为他们制订的“目标”，采取了许

多不正当的手段。对于这些做法，有些作者未经过认真思考

，就将其移植到项目管理教材中来，实在值得我们重新研究

。另外，由于项目的独特性、一次性，以及需要逐步完善的

性质决定了其范围、时间、费用、风险和质量方面往往不能

作为确定的目标而提出。固然许多项目，例如按照合同进行

的施工项目，在上述方面可以制订出某种基准作为项目控制

的依据。但是这些基准也要根据项目的实际进展进行修改。

既然如此，就不宜将其作为目标而提出。4 施工组织设计与

“指南”有关单位正在编写我国的建筑和土木工程施工项目

管理标准。其中将施工组织设计放在了“项目管理规划”一

章的“项目管理实施规划”一节。施工组织设计在我们国家

已经施行半个多世纪，是施工企业指导施工的综合性文件，

其中包括若干项目管理过程和施工技术过程。从上述正在编

写的那份文件的征求意见稿（下文简称“征求意见稿”）来



看，若将施工组织设计纳入上述标准，并使该标准跟上世界

现代项目管理的发展，与国际广泛认同的一些类似文件衔接

，最好重新组织其内容。笔者觉得“征求意见稿”目前编排

的主要问题是：由于施工组织设计中所涉及的若干项目管理

过程和知识领域不完整；若另设章节详述，又有重复之虞。

产生这种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施工组织设计将管理过程和技术

过程混在一起，结果必然就是“剪不断，理还乱”。而“指

南”将项目管理涉及的过程分为两大类，即管理过程和技术

过程。1994年的征求意见稿说：“除了上述管理过程之外，

所有的项目都还有某些种类不同的技术过程。这种技术过程

因应用领域而异。”1996年和2000年版将“技术过程”改称

为“同成果有关的过程”。“同成果有关的过程规定和创造

项目的成果。同成果有关的过程一般都在项目生命期中定义

”，“而且对于不同的应用领域彼此之间相差很大”。“项

目管理过程和同成果有关的过程在项目自始至终的过程中彼

此重叠，互相影响。例如，对于如何创造项目的成果若没有

基本的理解就不能确定项目的范围。”应当指出的是，“同

成果有关的过程”要比“技术过程”范围广，有时也包括管

理过程。例如设计和施工项目的投标过程。由于“指南”做

了如上分类，就可以将同具体成果有关的过程弃在一边，而

将全部笔墨用于说明各管理过程和知识领域。其效果是，思

路清晰，全面、准确，既无遗漏之虞，又无重复之累。“指

南”对项目管理各过程的分类方法告诉我们。如果要编写我

国的施工项目管理知识体系指南（此处姑且将其与上述“征

求意见稿”等同之），就应当在把施工组织设计纳入该体系

之时，将其中同施工工艺有关部分分离出来，作为单独的过



程进行说明。其中的管理过程也应单独说明。在说明管理过

程时，将“指南”中有，而“征求意见稿”没有的内容补充

进来。按照这种思路重新编排之后，就有可能既保证我国施

工多少年来行之有效的现有做法的连续性，又可以刷新我国

施工项目管理知识体系的面貌。具体做法就是将原来施工组

织设计中“施工进度计划”和“进度控制”合并，单独成章

，冠以“进度管理”；将“分包规划”和“劳务吸纳计划”

分离出来，补充“指南”中人力资源管理，并应单独成章。

须知，国外对于人力资源的管理越来越重视，然而，“征求

意见稿”却没有这方面的内容，实在是很大的缺憾。施工组

织设计中的“资源供应计划”和“物资供应计划”、“分包

规划”、“劳务吸纳计划”完全可以合并起来，冠以“采购

管理”。在增添“采购管理”一章时，需要考虑施工项目管

理的特殊性。在“指南”中，项目采购管理这一知识领域是

从买方的角度编写的，包括招标过程。而施工项目的管理者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扮演的却是卖方角色。同买方（业主）达

成交易的过程，即投标过程，若按照“指南”的编排，则难

以纳入其中的任何知识领域。因此，按照“指南”附录E的语

言，需要扩充知识领域，即单独作为章或节加以编写。“征

求意见稿”将其放在了第12章“合同管理”之中。这样安排

，有些勉强。因为，许多施工项目经理部并不参加投标过程

。笔者以为，最好将其分离出来，作为供项目经理部根据具

体情况加以选择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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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