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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结合工程项目专业特点, 提出项目管理式组织模式设置的原则, 再根据具体工程项目的情况, 提出 4 种可供选择的项目管

理组织模式: 专题项目的项目组织模式; 工程公司式的项目组织模式; 矩阵式项目组织模式; 简化事业制项目组织模式。从工程项

目的特点出发, 对项目管理组织模式的适应性作出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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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　述

勘测系统作为我院是不可缺少的一个大专业,

多年来为水电建设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随着市场

环境的变化, 我院勘测系统不满足于单纯的水电地

勘工作, 组建了成都水利水电建设工程公司 (以下简

称水建司)。从九龙县石门坎水电站工程总承包开

始, 十余年来, 水建司已发展成为一个集勘测、基础

处理及工程施工为一体的、实力较强的综合性企业。

由于水建司拥有国内一流的工程技术人员, 具有较

为丰富的基础处理和工程施工技术管理经验, 在国

内基础处理工程和水电水利及工程施工方面具有独

特的技术管理优势, 从而有能力从市场中获得很多

工程项目。目前, 水建司无论是从院下达的地勘任

务, 还是从市场承接的基础处理或施工任务, 多实行

项目管理, 按照项目管理模式进行操作。根据项目任

务类别不同和规模及工程技术难度的差异, 其项目

管理模式亦会有差别。而项目管理的组织模式决定

着项目管理的模式, 项目管理的组织模式亦应同工

程项目特点相适应。笔者从工程项目的特点出发, 对

项目管理组织模式的适应性作出探讨, 以供参考。

2　项目管理组织模式设置的原则

2. 1　实现项目目标的原则

应以产生项目组织功能, 以实现项目总目标为

根本原则。根据这一根本原则, 在考虑组织模式时应

因目标设事, 因事设置机构, 因机构定编制定岗位。

2. 2　效率优先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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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项目管理是为了提高项目的管理效能, 在满足

项目所要求的工作目标的条件下, 尽量简化机构, 避

免机构冗员, 避免办事效率反而下降的情况发生。

2. 3　管理跨度适当原则

根据项目经理和项目管理者能力的大小和项目

的规模来确定, 适当的管理跨度能使管理具有方便

性和可操作性。

2. 4　机动性和适应性的原则

由于项目一般是野外作业, 受地形地质条件以

及季节、气候影响较大, 有很多因素无法预计, 这就

要求项目管理组织模式有一定的机动性, 不能一成

不变, 要根据项目的情况变化调整组织模式。

2. 5　要与公司组织设置一体化原则

项目组织是公司的有机组成部分, 公司是它的

母体, 项目组织机构的设置是由公司组建的, 项目管

理人员都是从公司来的, 该项目管理组织解体后, 其

人员仍在公司。因此, 工程项目的组织模式与公司的

组织形式有关, 不能离开公司的组织形式去空谈项

目管理的组织模式。

3　工程项目管理组织模式的选择

3. 1　专题项目的项目组织模式 (见图 1)

专题项目主要是指以地质为主开展的项目, 如

滑坡论证专题, 泥石流对工程影响专题, 地震影响专

题等, 这类项目主要牵涉地质专业, 并且这种专题一

般工作时间相对较短。根据这些特点, 一般由公司安

排给地质处负责, 由地质处统一组织、协调, 由地质

处在本单位内部负责实施项目管理。负责该项目的

项目经理及其工作人员都是短期性的, 项目终止后

都回到原来的岗位, 由于它不打乱地质处现行的组

织模式, 因而使得这种组织模式从接受任务到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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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专题项目的项目组织模式图

运转具有时间短、调动人员方便、能充分发挥人才的

优势, 可以将最恰当的人员放在最适合的岗位上; 并

且职责明确, 职能专一, 不存在复杂的组织关系; 再

者, 项目经理一般由该项目的技术负责人承担, 无需

专门培训即可担当这样的角色。这种组织模式的实

施能很好地适应这种专业性强、不需涉及更多专业

的项目在地质处中采用, 其效果是明显的。

3. 2　工程公司式的项目组织模式 (见图 2)

图 2　工程公司式的项目组织模式图

此类项目是在与业主签订合同后, 由公司内部

抽调项目经理及相应的项目管理人员组成项目管理

机构 (工程公司) , 由项目经理统一指挥, 独立性较

强; 项目管理人员在工程项目工作开展期间与原所

在职能部门 (或分公司等) 没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

系, 一般只存在业务指导及业绩考察, 原所在职能部

门不能随意干预其工作, 若要调回人员, 则要等到机

构撤销、项目结束后方可进行。项目管理组织与项目

同寿命。

工程公司式的组织模式是按照对象原则组织的

管理机构, 可独立地完成公司的任务。公司的职能部

门可以提供一些供项目组织人员参考的意见, 为项

目提供服务。但项目管理指标要符合公司要求。要

求项目经理必须具有较高素质、指挥决策能力强、协

调能力强, 要有快速组织队伍及善于指挥具有各种

能力人员的组织技能。此种模式较好地集中了各个

职能部门 (或分公司)中的具有丰富经验的人员。在

项目管理过程中, 人员相对集中, 减少了等待与扯皮

的时间, 解决问题一般采用现场办公方式, 速度快,

办事效率较高。由于减少了向职能部门汇报的程序,

从而也减少了行政干预, 使项目经理的工作易于开

展。项目经理的权力集中, 故决策快, 指挥灵活。当

然, 由于公司职能部门人员成为项目管理人员后, 直

接为项目经理所指挥, 弱化了职能部门的优势。同

时, 由于职工长期离开原工作岗位, 而项目机构又是

短期性等特点, 容易产生消极和不满情绪。

这种工程公司式的项目组织模式较适合于项目

要求完成时间较紧, 要求各专业密切配合的综合型

施工项目 (如象丁村坝水电站引水隧洞项目) , 还适

合于比较偏远地区的勘测项目, 如西藏自治区的很

多勘测项目。这种项目管理组织模式运用起来可操

作性强。

3. 3　矩阵式项目组织模式 (见图 3)

图 3　矩阵式项目组织模式图

公司开展工程项目很多, 但由于职能部门人员

编制的限制, 不可能将专家级的技术管理人员抽调

到各个项目中去。采用这种模式, 可以把职能原则和

对象原则结合起来, 充分发挥了职能部门的纵向优

势和项目管理组织的横向优势。公司的各个职能部

门是永久的, 而项目组织是短期的, 职能部门的负责

人对参与项目组织的人员有组织调配、业务指导和

管理考察的责任, 而项目经理将参与项目的职能机

构人员在横向上有效地组织起来, 为实现项目目标

工作, 节省了时间, 提高了效率。由于项目经理有公

司职能部门支持, 项目经理没有人员包袱; 当人力、

财力、物资等资源不足时, 可以通过良好的信息沟通

渠道取得相应资源; 项目管理组织成员特殊的双重

身份, 使得他们同时在短期和固定两种组织之间发

挥沟通与交往作用, 为项目的顺利完成创造了良好

的条件。当然, 项目管理组织成员在短期组织中的压

力往往比在固定组织中的压力要大, 当两者发生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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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冲突时, 项目人员无所适从, 所以要求项目经理在

与公司职能部门负责人之间要有良好的沟通的同

时, 还要有严格的规章制度, 使项目人员在两种组织

形式之间能较好地发挥沟通与交流的作用。

这种矩阵式的组织模式, 能充分发挥公司项目

管理和职能部门管理的优势, 特别是职能部门管理

的优势。

3. 4　专业分工的项目管理组织模式——简化事业

制组织模式 (见图 4)

根据公司机构设置情况和分公司业务专长情况

成立简化事业编制组织。各分公司 (处)根据主要业

务情况, 在公司领导下开展此类生产经营业务。这些

分公司 (处)在公司统一领导下, 既是相对独立经营,

相对单独核算, 自负盈亏的组织单位; 也都是公司相

对独立的利润中心, 并且又是实现公司目标利益的

责任单位。分公司下设项目部, 项目经理由分公司选

派, 一般直接对分公司负责。由于各分公司 (处)相对

独立, 有利于各自进行业绩比较, 形成内部竞争格

局, 有助于激发公司活力。当然, 由于公司简政放权,

有可能使公司对项目经理部的约束力减弱, 协调指

导的机会减少, 所以, 公司必须通过分公司 (处)加强

对项目部的约束力度, 以增强公司的综合协调能力。

图 4　简化事业制组织模式图

4　小　结

实行工程项目管理较之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
管理更能适应市场, 更利于成本的控制和业主单位
建设性目标及企业利润目标的实现。项目管理组织
模式只是项目管理的一个步骤, 而项目管理还有进
度管理、费用管理、质量管理、人力资源管理、风险管
理等等, 只有作好项目管理的各个步骤并正确处理

好它们之间的相互紧密关系, 才能使项目管理发挥

其真正的作用; 同时, 对项目管理的组织模式, 应根

据项目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整, 以适应项目管理发展

变化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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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术期刊 (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培训会议在蓉召开
　　1999 年 6 月 9 日, 为贯彻执行国家新闻出版署新出音
[1999 ]17 号文件“关于印发《中国学术期刊 (光盘版) 检索与
评价数据规范 (试行)》的通知”精神, 推动我国学术期刊编辑
工作的规范化和文献信息资源建设的数字化、网络化, 由中
国学术期刊 (光盘版) 编辑委员会、中国学术期刊 (光盘版) 电
子杂志社在全国组织《中国学术期刊 (光盘版) 检索与评价数
据规范》的宣传贯彻和培训四川省的活动在四川大学举办。

会议由《中国学术期刊 (光盘版)》成都办事处负责人张
祖权教授主持, 清华大学教授万景堃做有关“中国期刊网”建
设方案和“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规划”的报告, 并传达“宣

传贯彻《中国学术期刊 (光盘版) 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全国
培训工作会议精神, 对《规范》要点进行讲解, 介绍刚刚出版
的《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四版) 以及对《规范》执行中常见
的问题进行解答。万景堃教授还向与会者报告了 6 月 18 日
正式开始实施“中国期刊网”的好消息。

来自省内光盘版入编期刊的各编辑部代表聚精会神地
听取了万教授的报告, 并结合执行规范情况进行提问。整个
活动进行的紧张而富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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