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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巨项目管理》可作为相关研究人员和实践工作者的参考用书，也可以作为高等院校本科生、研
究生的教材。
　　进入21世纪，人类基于大规模活动的巨项目越来越多。
巨项目管理是一个崭新的管理领域，实践中迫切需要理论突破和技术创新。
《巨项目管理》适应巨项目实践的要求，提出了巨项目管理的理论、整体管理框架和技术方法。
全书共八章，系统、全面地阐述了巨项目管理理论体系的建立、管理框架的构建和技术方法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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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绪论　　“巨项目”和“巨项目管理”这两个词是任宏教授2004年在中国工程院工程管理学部
香港年会上初次提出的，任宏教授将那些规模庞大、特别复杂和社会影响巨大的项目称为巨项目，将
对巨项目进行的管理称为巨项目管理。
与一般项目（常规投资规模的项目――笔者注）比较，成功管理巨项目的模式和方法体系要复杂得多
，实践中迫切需要理论突破和技术创新。
直到不久以前，我们开始更多地注重巨项目管理的科学，才开始思考巨项目管理的理论、技术方法和
管理模式。
　　进入21世纪，基于大规模活动的巨项目越来越多。
一方面是因为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另一方面是因为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如欧洲共同体、八国集
团（Group-8）和20国集团（Group-20）的成立，在体制上、经济上，为大规模的项目活动创造了条件
。
在中国，这种大规模的活动还与中国特色的社会制度和经济现状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在实践中，巨项目管理既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又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它有别于一般项目。
何继善、陆佑楣、殷瑞钰、汪应洛等院士对巨项目管理都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巨项目管理不是一般项
目管理增量的复杂化，其中涉及更深刻的工程哲学思考。
　　巨项目管理特别重要，巨大的社会资源投入，要么像都江堰工程那样泽被后世（图1-1），要么像
三门峡水电站那样遗患诸多。
时下京沪高速铁路工程的降速，再一次说明虽然大规模的项目活动效益非常显著，但如果管理不善，
一旦产生错误，损失也同样巨大。
　　1.1 巨项目导向是社会发展的战略　　从历史记录看，人类文明出现伊始，人们就开始从事巨项目
活动。
人们耳熟能详的巨项目有中国的长城、埃及的金字塔、罗马大教堂⋯⋯这些最古老、最值得尊敬的成
就，都是由巨项目大规模的活动创造的。
　　如果我们再走近一点，可以发现推进社会跨越式发展的巨项目还有美国的阿波罗登月工程项目、
国际热核反应实验堆项目、英吉利海峡海底隧道项目、伽利略卫星定位系统项目、日本新干线工程项
目、韩国先导技术研发项目、中国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项目、中国三江源生态保护与建设项目。
这些成功实施的巨项目都将人类或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它们在社会的发展中起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
　　时至今日，基于巨项目的活动越来越多。
还记得“两弹一星”工程、葛洲坝工程项目吧，这些对中国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巨项目，在20世
纪70年代以前还是屈指可数的。
而今天，仅中国正在实施的巨项目就有南水北调工程、西气东输工程、京沪高速铁路工程、青藏铁路
工程、杭州湾跨海大桥、空间实验室项目、大飞机项目、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项目等（图1-2）。
现在中国正在实施的巨项目的数量，已经超过过去两三千年的总和，为什么巨项目越来越多了呢？
　　1.1.1 复杂性与巨项目　　如今的世界，与100年前、50年前，甚至30年前都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在
社会中所面临的复杂性是前所未有的。
如果有人怀疑这一点，只需拿50年前的一些生活琐事同现在进行比较就会明白，现在的生活确实比以
往更复杂。
　　举个例子，20世纪60年代，当我们还是孩子时，我们的父辈使用的计数工具是计算尺，那时被沿
用了数千年的算盘仍然在使用。
计算尺流行了几百年，到20世纪70年代，才被手持计算器取代。
早期的计算器又大又笨，价格昂贵，性能有限，使用者只能进行几种基本操作。
而今天，你只需用数十元就可以在任何一家超市买到很薄的科研用计算器，它能满足高级的计数需要
。
如果你再多花点钱，你就可以拥有某种不同的性能或特征的计算器，它具有统计分析、绘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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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人们借助这些工具在计算方面比50年代的专业人员还要熟练。
　　同样，我们儿时的生活在许多方面要简单得多。
父母带我们去买衣服时，我们能选择的仅仅是绿色和蓝色军装。
而今，当我们光顾大型超市时，可以在众多种服装中进行挑选。
即便如此，市场中每天都有新产品出现，我们还没有来得及购买，它们可能就已经被更新的款式取代
。
新购买的锃亮的东西，包装还没有扔掉可能就过时了。
　　这些例子说明，现在的生活比我们父辈所处的时代要复杂得多。
人们不需要有太高的智商也能推测得知，将来的生活会更复杂！
事物的复杂性是我们无法逃避的现实。
它影响着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也制约着我们的社会活动。
　　这些与巨项目有什么关系呢？
当人们需要完成一个特别复杂的活动的时候，就意味着一个规模庞大、难度很大的巨项目产生了。
弗雷姆［1］就曾经指出：复杂性与规模有关，规模大的事情，其组成部分就多，比组成部分少的、
规模小的事情要复杂；复杂性与种类多少也有关，多方案的决策比起少方案的决策要复杂；进一步，
复杂性与难度有关。
复杂性造就了巨项目。
比如，登月飞行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科学技术过程，整个登月飞行过程有88个步骤，要实现火箭运载，
登月飞船和登月舱的对接、脱离，安全登月和宇航员安全返回等一系列非常复杂的动作、步骤，必须
周密计划，必须有高超的科学技术作保证，以实现对飞船和运载火箭的极精确控制和各个部件的高度
可靠性，它涉及航天技术、卫星通信、中继通信、移动通信、材料科学、计算机、指挥与控制技术等
各个学科，是航天技术中最具挑战性的领域，它需要将大规模的活动联系在一起，才能达到预定的目
标。
　　项目的复杂性决定了实施这样一个活动不仅要依赖国家的投入，更要依赖全社会的技术协作。
美国的阿波罗登月工程开始于1961年5月，到1972年12月结束，耗资255亿美元。
参加工程的有2万家企业，120多所大学和科研机构。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巨项目。
　　正如托马斯·弗里德曼［2］所说的，世界是平的，它是资本、技术和信息超越国界的结合。
越是复杂的活动越是需要行业或社会的协调，这样就产生了庞大的系统工程。
1982～1990年，韩国的国家科技计划通常由政府资助的非营利研究机构实施。
大多数非营利研究机构的研究者集中在政府资助的项目上，每个研究者独立监测本领域的技术进展，
提交研究建议，并采取同行评议的方法。
这种科技计划比较注重单项技术，忽视相关技术的优化组合与集成，研究者只注意本领域的最新进展
，很少关心相关工业应用的相关性。
因此，韩国科技政策缺乏一致的技术计划，科技政策方向总是在变动，造成非营利研究机构管理上的
一些混乱。
在这种情况下，自下而上的途径使研究者更关心获得经费，而不是研究与开发（R&D）的战略方向和
目的，因而这种方式对提高韩国整体科技实力和竞争力贡献不大。
　　以巨项目的形式组织韩国的科学研究，通过自上而下的途径制订科技计划，是韩国科技政策的重
要转折点。
1991年，韩国政府提出了长达10年的科技发展“G7工程”，即在21世纪使本国科学技术赶上西方七国
的水平。
“G7工程”也被称做先导技术开发计划，是一个需要政府、产学研各方广泛参与的国家高技术研究与
发展计划，用46亿美元研究开发11项关键产品技术和通用基础技术。
在组织形式上，“G7工程”是跨部门的国家计划，超越了部门的局限，体现着建造国家创新系统的功
能。
　　韩国的先导技术开发事业完全由国家机构负责，它是韩国第一个跨部门、全社会参与的巨型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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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项目，由科技部、贸工部、能源资源部和邮电部共同主持，韩国科技研究院所属科技政策研究所
的研究小组协同，充分体现了国家利益，而不是部门利益。
这样，不仅注意整合国家创新系统的管理职能，而且注重加强国家创新体系组织间的关系和技术转移
机制。
政府在制订先导技术开发事业计划时，采用了自上而下的方法，首先确立了国家目标，一开始就清晰
地设置计划是为实现这一国家总体目标作贡献，然后根据国家目标来确定需优先发展的关键技术，把
科学技术发展直接与国家经济和产业政策联系起来，从而确定新的科技政策。
这种大规模的组织方法强调国家需求导向、市场定向，强调技术的战略发展，达到了卓有成效地开展
大规模的技术前瞻研究工作的目的。
　　显而易见，对复杂的问题，大规模的活动可能是解决问题比较常见的途径，但在大规模的活动中
，还必须充分考虑活动之间的优化组合与集成。
因为单一的手段很难解决复杂的问题，实施具有极好的关联性和集成性的重大活动，可以促进相关事
物群的成长，形成具有竞争力的合力，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其实，早在1986年，我国就动员全社会的科研力量在国家科技领导小组领导下，以巨项目的形式组织
实施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
“863计划”实施10年来，形成的我国高技术研究发展布局，锻炼和凝聚的高技术研究开发队伍，建立
的高技术研究发展基地，形成的遍及全国的高技术研究开发网络，使我国高技术研究开发具有参与国
际竞争与合作的实力。
在此基础之上，国家又开始实施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它将为我国高技术的未
来发展指明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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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巨项目管理(精)》由任宏著：研究结论显示，巨项目管理是一般项目管理在更新、更高层次上的发
展，本书创建的巨项目管理理论体系和管理框架，实现了项目管理理论和方法由“量”到“质”的飞
跃。
后期的验证性研究证明了本书创建的巨项目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能有效地破解实践中巨项目管理的难
题，指导巨项目成功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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