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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situation of backwardness of project management at home and abroad and the fierce com-
petition between market players and resources, the company has gradually promoted the 
in-depth integration of PMBOK (project management body of knowledge) Concept and construc-
tion project management. Based on PMBOK Concept, general templates of project management 
manuals for different construction specialties were prepared. At the same time, through the com-
bination of PMBOK Concept and computer software, the management functions of time, resources 
and cost are integrated, it provides a unified platform for project management, especially streng-
thens the combination of cost and resources, and provides an advanced tool for project informa-
tio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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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国内外油气管道项目管理落后、市场主体和资源竞争激烈，公司逐步推进PMBOK (project man-
agement body of knowledge)理念与施工项目管理深入融合。基于PMBOK理念，编制不同施工专业的

项目管理手册通用模板。同时，通过PMBOK理念与计算机软件相结合，为项目管理提供了集时间、资源、

成本等管理功能于一体的统一平台，尤其加强了成本和资源之间的结合，使其成为了先进的项目信息化

管理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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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1.1. 应用 PMBOK 理念是实现“国际化”的核心标准 

随着国内油气管道工程项目增长速度放慢，国际工程却呈现出蓬勃发展，潜力巨大。尽管国际市场

工作量较为饱满，但管理落后、成本居高不下导致缺乏竞争力是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当务之急，

“国际化”成为了公司最重要的转型方向之一，不仅需要提前布局、占领国际市场，而且需要提前出击、

积累丰富经验，更需要提前行动、培育大量人才，只有这样，才能为公司可持续发展赢得先机，为广泛

参与国际竞争争得一席之位。 

1.2. 应用 PMBOK 理念是实现“精细化”的重要手段 

随着国内市场开放进程加快，外资、民资、民营、社会资本加速进入油气领域，市场主体和资源来

源日趋多元化，竞争更加激烈。提升核心竞争力是油气管道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标准，是其获得市场、

创造效益的基本保障，也是支撑发展的“法宝”。PMBOK (project management body of knowledge)理念的

应用程度已经成为一个衡量项目导向型公司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指标。当前，在公司范围内推广 PMB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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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项目管理模型，形成“精细化”管控模式，是公司标准化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快油气

管道企业技术进步、加强科学管理的重要手段。 

1.3. 应用 PMBOK 理念是实现“标准化”的最佳实践 

项目管理是一门专业技术、一套知识体系，有国际通用的标准；同时，项目管理也是一种与时俱进

的最佳实践，通过现场经验的积累，不断地总结、完善。对于专业公司来说，项目管理体系尤为重要，

必需建立施工层面的项目管理体系模板，逐步推进 PMBOK 理念与施工项目管理深入融合。基于 PMBOK
理念，编制不同施工专业的项目管理手册通用模板。“标准化”的建立，是提升企业管理水平与运作效

率、防范经营风险的重要举措。 

1.4. 应用 PMBOK 理念是实现“信息化”的重要途径 

PMBOK 是世界项目管理领域公认的、项目管理知识要点的系统性集成，包含了由启动、规划、执

行、监控、收尾等 5 大过程和 47 个项目管理过程组成的 10 大知识领域，上述知识体系已被 IBM、美孚

石油、国家电网等国内外知名公司成功应用。同时，通过 PMBOK 理念与计算机软件相结合，为项目管

理提供了集时间、资源、成本等管理功能于一体的统一平台，尤其加强了成本和资源之间的结合，使其

成为了先进的项目信息化管理工具。 

2. 基本内涵 

将 PMBOK 理念应用在油气管道企业项目管理中可以最大范围内复制和推广，并搭建起资源共享的

项目管理平台，对于现场管理制度、人员配备标准、过程控制要求等，可以最大限度地节约管理资源。

对于推行统一的作业标准和施工工艺，可以有效避免施工过程的质量通病和安全死角，为建设精品工程

和安全通畅提供保障。对各种制约因素进行提前规划和防控，可以有效减少各种风险，避免重蹈覆辙[1]。 
该成果的研究与分析，旨在确保 PMBOK 理念真正融入项目管理中，一方面推动项目管理水平与国

际理念接轨，一方面推动国际理念在“中国式思维”下的项目管理中“接地气”，从而实现项目管理手

册软件化、项目规划信息化、项目运行数字化、项目预测可控化，真正实现项目的高效管理。 

3. 主要做法 

3.1. 践行国际管理标准，突破油气管道企业管理“舒适区” 

1) 学习国际先进项目管理理念、管理模式，统一思想。国内油气管道企业管理旧思路难转变和长期

处于“舒适区”有关，一种新的知识被引入、接纳、应用的过程，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针对现状，公司

力求突破，收集、学习国际先进项目管理理念、国际知名企业管理模式，定期跟踪、分析、学习、思考

国际优秀项目管理案例。 
2) 设试点、立课题，实践应用 PMBOK 知识体系。为了使学习先进项目管理理论知识能在工程实际

中落地，公司一把手担任课题长，组织开展“盾构项目管理标准化研究”课题立项，并在盾构业务板块，

设置试点工程。盾构中心已完成该课题研究，形成了《盾构项目管理手册》与盾构工程 P6 软件模板，并

在多个盾构、顶管工程中进行了推广应用，产生了明显效果。 

3.2. 转变管理模式，突出项目核心理念，全面应用“PMBOK 知识体系” 

公司管控模式，是指公司为实现其经营目标，组织资源、经营生产活动的基本框架和方式。基于项

目管理体系和施工企业特征，依据 PMBOK 知识体系建立“项目导向性”公司管控模式，是实现公司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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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基本要求。 
1) 推进公司各管理主体明确在项目管理方面的责、权、利，实现“职责归位”。 
2) 通过构建“公司职能部室–项目部”和“具体业务项目管理中心–项目部”二组矩阵，分别打通

机关职能部室与项目部具体专业、项目管理中心与项目部具体业务之间的壁垒，使人才、专业技术和经

验能够在其之间流动，分别从具体专业、具体业务角度支撑项目。 
3) 搭起一座沟通桥梁，即以“具体业务项目管理中心”为责任单位，在“项目部”和“公司领导班

子”、“公司职能部室”、“资源单位”之间搭建一座快速沟通、快速协调的桥梁，协调解决项目存在

的重大突出问题，给予项目部更直接、更有力的引导、支持和服务。 

3.3. 注重规划、建立“赢在起跑线之前”的工作机制 

利用 PMBOK 知识体系，将项目管理的时间关口前移至筹备阶段，从得到项目信息、初步确定参建

意向后，就立刻开始收集项目所有相关信息，了解项目现场实际情况、识别项目特点，研究制定和统筹

平衡项目重点难点方案、施工组织设计、资源配置计划、进度计划和成本计划等各种详细计划，指导项

目筹建、投标、前期组织工作，从源头就使项目在掌控之中。 

3.4. 运用 PMBOK 管理专业工具，理清项目内、外部责任 

“矩阵式管理”是指通过横向联系和纵向联系的管理方式，平衡企业运营中分权化与集权化问题，

使各个管理部门之间相互协调和相互监督，更加高效地实现企业的工作目标。这种组织结构是在克服单

项垂直式组织结构缺点的基础上形成的，其最大的优点就是信息线路较短、信息反馈较快、提高工作效

率而降低成本，强化组织的应变生存能力[2]。 
运用责任分配矩阵管理工具，显示工作包或活动与项目团队成员之间的关系，可以确保任何一项任

务都只有一个负责人，从而避免职责不清。 

3.5. 进度管控实现实时预测 

工程的项目管理，都是基于工程进度的管理，一个完美的进度计划，对于工程优质、高效地实施，

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 PMBOK 知识体系中，规划进度管理是为规划、编制、管理、执行和控制项目

进度而制定政策、程序和文档的过程。 
进行 WBS (工作分解结构)分解，防止遗漏项目的可交付成果；帮助项目经理关注项目目标和澄清职

责；建立可视化的项目可交付成果，以便估算工作量和分配工作；帮助项目团队的建立和获得项目人员

的承诺；帮助分析项目的最初风险；为绩效测量和项目控制定义一个基准；辅助沟通清晰的工作责任；

帮助改进时间、成本和资源估计的准确度；为其他项目计划的制定建立框架。 

3.6. 掌握干系人需求，实现有效沟通 

1) 制定干系人管理策略。项目始于干系人需求，终于干系人满意。项目干系人是指受项目影响或能

影响项目的任何个人、小组或组织。对于该项目来说，干系人包括项目组成员、业主、监理、设计单位、

上级部门人员、六合区行政人员、玉带村村委人员、化工园区管理委员会等，目的是调动积极因素，化

解消极影响，确保项目成功。 
2) 有效沟通管理策略。项目沟通管理是项目整个活动过程中的神经中枢。有效沟通是在人、思想和

信息之间建立连接，是进行项目各方面管理的纽带，是项目成功的关键因素。如果缺乏有效沟通，必将

影响项目的整体运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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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全面风险管控，为项目成功保驾护航 

对每种风险可能产生的影响和概率进行了估计。在对某一风险承受力不可接受时，采取规避、转移、

减轻、接受风险的控制措施，同时在控制风险过程中跟踪已识别风险、监督残余风险、识别新风险，对

施工过程的风险进行管理，并且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 
概率和影响矩阵是把每个风险发生的和一旦发生对项目目标的影响映射出来的表格(表 1)。根据风险

可能对项目目标产生的影响，对风险进行优先排序。通常由组织来设定概率和影响的各种组合，并据此

设定高、中、低风险级别。 
 
Table 1. The probability Impact Matrix 
表 1. 概率影响矩阵表 

概率 威胁 

0.90 0.05 0.09 0.18 0.36 0.72 

0.70 0.04 0.07 0.14 0.28 0.56 

0.50 0.03 0.05 0.10 0.20 0.40 

0.30 0.02 0.03 0.06 0.12 0.24 

0.10 0.01 0.01 0.02 0.04 0.08 

 0.05 0.10 0.20 0.40 0.80 

 
并通过以下步骤(图 1)，形成风险登记册的内容和格式，以及所需的其他风险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用

于规定将如何对风险管理过程的结果进行记录、分析和沟通。 
 

 
Figure 1. The analysis project-knowledge domain of project management 
图 1. 分析项目–项目管理知识领域 

3.8. 成本(赢得值)管理 

控制成本是监督项目状态，以更新项目成本，管理成本基准变更的过程。该过程的主要作用是，发

现实际与计划的差异，以便采取纠正措施，降低风险。项目的成本控制主要包括见识成本执行以寻找与

计划的偏差；确保所有有关变更被准确地记录在费用预算计划中；防止不正确、不适宜或未核准的变更

纳入费用预算计划中；将核准的变更通知有关项目干系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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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施效果 

1) 建立科学的项目管理机制，提高项目管理水平。通过 PMBOK 理念的应用及实践，形成的项目管

理手册能够补充、完善项目标准化建设，填补公司该领域空白，对于项目管理的规范化、标准化提升取

得了较好的效果。在新建的工程中，可以直接应用该成果，能缩短项目规划阶段制作时间 30%以上，并

且使项目在规划阶段的工作有章可循，大大减少相关人员的工作强度。已编制完成的关键工作流程指导

书，能够直接指导项目开展关键工作，同时也可加大对关键工作的管控，从而使各工序工作高效、准确

的完成。 
2) 应用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实现项目管理“软件化”。通过应用项目管理软件进行辅助管控，主

要采用以进度为主线、以质量和安全为重点、以合同为约束、以成本控制为目标的管理模式，最终实现

资源的最优利用和各工序的良好衔接，使项目的工期达到最合理化，提高人员、材料、设备的使用率，

实现成本的最佳控制。 
3) 运用标准化和规范化的管理模式，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运用标准化的成果可使项目管理工作效

率提高，标准化的项目管理对于公司的项目管理发展具有很好的推动作用。在竞争如此激烈的形势下，

建立企业级项目管理的标准化模式，尽快完成由施工型向管理型的转变，对于提高全公司项目管理水平，

凝聚企业核心竞争力、保持长久的领先优势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5. 结语 

经过长达两年多的探索和实践，公司基于 PMBOK 理念，编制了项目管理手册，加载了各种资源、

标准和经验库，同时通过新建工程，不断充实、完善相关内容，实现了项目管理手册的规范化、信息化，

真正建立起了一套适用于工程项目的标准管理模式与模板，为今后其它项目的运用，提供了依据和基础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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