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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AE_AF_E5_B7_A5_E7_c41_66042.htm 1. 通讯工程项目的特

点A. 市场为买方市场，设备供应商之间竞争惨烈，但为了保

证网络调整稳定，运营商多和两家到三家的主要设备供应商

形成较稳定的长期合作伙伴关系；B. 项目标的大，涉及面广

：工程标的高， 尤其是重大工程的主设备项目，有的一期即

高达几亿美元。工程往往涉及多家设备供应商以及客户内部

多个部门协同（如传输专业／无线专业／电源专业／空调专

业），而各方又互不相属。如果没有有效的管理，项目极易

陷入多方扯皮，进度严重滞后。C. 项目风险大：1）新技术带

来的不确定性：迫于市场的严酷竞争， 各厂家往往不断推出

新版本／新技术， 造成系统不稳定， 原承诺的功能无法实现

等问题。2） 项目进度受多方未知条件，很难控制：例如一

个新交换局的割接入网要受到是否与全网的重大调整相冲突

，是否得到相关分公司的配合，各分项工程是否都进展顺利

，甚至其它运营商的配合，都会影响到工程的进展。而这些

限制条件往往是不可控的甚至是不可预见的。比如某个外国

元首来访，突然宣布封网（所有工程停工）一周；又比如不

同运营商之间展开非正常竞争等等。3）风险承受度低：因为

通讯行业的特点，一旦发生网络瘫痪／计费错误等重大通信

故障，对运营商而言，将引发大批用户投诉甚至转网；对设

备供应商而言，将面临运营商的高额索赔，并严重影响公司

形象和市场竞争力。2. 国内主要通讯公司的项目管理形式 运

营商方面多采取传统的功能型组织结构，在建设期由工程部



牵头，项目初验后移交运维部负责维护和优化。因为国内通

信市场的迅猛发展，工程往往一期接一期的上， 并没有明显

的运维期， 有些省也有将这两个部门合而为一的。设备提供

商方面多采取矩阵式组织结构，即设专门的项目经理负责协

调各职能部门负责整个项目的事务，主要分两类：一类项目

经理较强势：项目有独立的成本中心，项目经理对项目的预

算有控制权，工程师等人力资源也由他向其它职能部门按工

时数购买。工程师／外包工程队的绩效评估也由项目经理打

分。这类项目经理多是工程部门出身。另外一类项目经理只

负责对客户的接口和协调，对其他部门的人员影响力较小。

一般而言， 这类项目经理是由原销售部门转来的。 100Test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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