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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有两种：我们自己所知道的，

要么我们知道在哪里能找到这方面的信息。

萨缪尔·约翰逊，1709-1784

在第 4 章中，讨论了项目管理系统中的子系统。其中一个子系

统，项目管理信息系统（PMIS），包含对有效地计划、组织、领导和

控制项目很重要的情报。PMIS 的基础理论会在本章讨论。大多时

候，项目是由很多数据区别的，而不是由充分的相关信息区分的，

这些相关信息根据项目的时间、成本、技术性能目标以及项目战略

同总体组织战略的一致性说明了项目所处的位置。

在管理项目时，信息对于分配资源的决策的制定和实施非常关

键。源于项目的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的决策必须基于及时的和

适当的信息。项目团队的激励和所有与项目相关的经理领导责任的

履行需要信息，通过这些信息，才能制定和实施英明的决策。

任何企业的运营都需要信息。在组织中，决策的制定和实施依

赖于对决策制定者有效的信息的特征。信息流在速度和数量上都是

一个关键的因素，有了这个，才能有效地和高效地使用资源，满足

企业的目的。

各种规模的组织都需要信息，以设计、生产、营销提供给客户

产品和服务，并为其提供售后服务。在大型组织中，信息流可能是

不完全和不连续的，通常人们不能及时得到他们工作所需的信息，

以作出最好的决策。信息可能被发现正“隐藏在”组织中，等待着

有权作决策的人。如果信息不能及时地提供给那些需要的人，最好

的信息也会失去价值。

项目管理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制定一个很好的战略，用于理解和



管理一系列程序和文件，它们确立了用于项目管理的信息。一位学

者提出了制定这种文件的一种方法。蕖

蕖 Henry J. McCabe，“Assuring Excellence in Execution in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

ment，”PM Network，October 1995，pp. 18-21.

蔻 Tom Waldoch，“From CIM to Spelled Success at 3M，”Industrial Engineering. February

1990，pp.31-35.

有时候，为了企业的某个因素而制定的信息系统项目的启动会

拓宽对信息的使用。例如，在 3M 公司，在为公司制定一个计算机

整合制造（CIM）方法时，产生了一个所有信息技术的总体整合，这

种工作结果被命名为整合制造系统（ IMSS），把管理系统放到 CIM

结构中进一步扩大了组织管理系统中的协作方法。蔻

12.1 非正式的信息

组织的信息系统包括正式的信息，用于描绘组织的状态、战略

和业绩。广义上说，信息还包括非正式的信息，它包括来自于非正

式的、非官方组织的谈话。这种非正式的信息能使项目经理看到人

们对项目的真实感受。人们的感觉可能比事实更重要，可能会影响

他们的想法和行动。知道人们对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感觉能使经理更

好地知道项目团队工作的有效性。一个聪明的项目经理会找到联结

非正式信息渠道的途径，而且通过这么做，他会发现团队成员和干

系人对于现在的战略的感觉如何，以及这样的战略如何能够最好地

改变以保证项目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12.2 信息失败

并不是所有的项目都是通过使用相关的可靠的信息系统来管理

的。例如，在肖亥姆项目上，行政管理法法官发现长岛照明公司

（LILCO）核电站的：

度量和汇报系统一直不能准确的描述肖亥姆项目的成本和进度

状况。Lilco 的经理不能使用 Lilco 的度量系统得到现场进展的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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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而且报怨 Lilco 的汇报系统是混乱和杂乱的。蕖

蕖 Recommended Decision by Administrative Law Judges William C. Levey and Thomas R.

Matias，Long Island Lighting Company-Shoreham Prudence Investigation，case no. 27563，state of

New York 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March 13，1985.

蔻 同上

蓿 Keith c. Crandall，prepared direct rebuttal testimony，Alaska Public Utilities Commis-

sion，Trans-Alaska Pipeline System，Federal Energy Regulatory Commission，Washington，D.

C.，January 10，1984，pp.8-9.

对于 LILCO 董事会在肖亥姆的责任，法官的态度也很坚定：

我们认为，呈送给董事会的有限信息不足于确定项目的状况或

关键管理决策的合理性，或为 Lilco 的管理提供必要的指导。蔻

在穿过阿拉斯加管道系统（TAPS）项目中，不充分的信息系统

会导致不充分的控制。兰德尔（Crandall）证实：

毫无疑问，TAPS 的控制要求一个充分的、良好设计的、正式

的控制环境为高级经理提供信息。计算机要处理的数据的容量至少

在这种控制环境中部分地表明了这种需要，因此，如果在 1974 年

早期，在项目一开始就进行成本控制的话，那么管理者就能够使成

本最小化，但仍能达到现在的计划目标⋯⋯因此，我的观点是，如

果谨慎的成本控制作为综合控制环境的一部分，在建造的开始使用

的话，就会保证项目按时甚至是提前完成。蓿

尽管这些项目是很久以前实施的，但是由于缺少合适的项目管

理信息所造成的项目的不足仍然是值得注意的。

12.3 描述一个 PMIS

PMIS 有多种描述方法，例如，在图 12-1 中，图曼（Tuman）用

信息和控制的内容提出了一个信息系统的模型。在描述这个模型

时，他说：

根据这个简单的“系统”图，我们可以把项目管理信息和控制

系统定义为人员、政策、程序和系统（计算机化的和手工的），它们

为计划、安排、预算、组织、领导和控制项目的成本、时间和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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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 信息和控制系统

资料来源：John Tuman，Jr.，“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Effective Project

Management Information and Control Systems，”in David I. Cleland and William R. King

（eds.），Project Management Handbook（New York：Van Nostrand Reinhold，1983），p.499

的实现提供了方法。这个定义暗示着这样的观点：人设计和控制项

目，系统通过生产信息服务于人。把人和系统综合到一个整体的程

序和方法的设计和实施既是一种艺术，又是一种科学，要考虑这些

程序和方法的一些更实用的方面⋯⋯蕖

蕖 John Truman，Jr.“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Effective Project Management

Information and Control Systems，”in D. I. Cleland and W. R. King（eds）. Project Management

Handbook（New York：Van Nostrand Reinhold，1983），p.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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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系统的目标是为整个项目和组织的战略指导提供计划、监

控，进行综合的项目评价，以及为表现成本、时间和技术性能之间

的相互联系提供基础。另外，信息可以提供一种前景看法，在项目

出现问题前识别它们，这样就避免它们发生或使它们的影响最小

化。

项目团队需要信息，以连续的监控、评估和控制项目中使用的

资源。同样，更高级别的管理层必须时刻知道项目的状况，以实行

它的战略责任。当项目状况需要高级管理人员和 /或项目所有者的

积极参与时会有一些时滞。因此，当把项目状况汇报给高层管理者

时，报告应当包括陈述问题的重要资料、问题的详情、原因，对项

目成本、进度和其他相关领域的潜在影响，建议采取的行动，行动

的预期结果，以及需要从高级管理人员那儿寻求什么样的支持。

即使存在一个有效的项目管理信息系统，其他几种方法也可以

用于跟踪项目的状况。一个简单而重要的方法是走下去，观察项目

中正在进行什么。在这些访问调查中同项目团队成员进行非正式的

讨论，也有助于了解项目的状况。正式的书面和口头报告的分析和

解释是有用的，如信息的图形展示。保持消息灵通的一个重要方式

是举行正式的项目评估和控制会议。

任何管理工作最困难的都是：有制定“正确决策”的责任，却

没有合适的信息。一些公司发现项目评估和控制过程如此重要，就

成立了一个项目“作战室”以促进评估过程。“作战室”或信息中

心对于提高项目管理有重大的意义。在一个航空公司，一个信息中

心提供信息和信息服务，如用户信息需求分析、专业支持、技术支

持、教育和培训。作为一个信息数据交换场所，这种机构提供数据

库查询以及帮助用户决定要使用什么样的服务和产品。

12.4 共享信息

同干系人共享项目信息正变得越来越普遍。当项目管理信息系

统为干系人提供信息时，就促进了干系人的协作。当项目问题、成

功、失败、挑战和其他问题受到项目干系人的注意时，就可能更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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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地认同项目中的人员。干系人认为项目经理保留信息，就有这

样的风险：由于信息没有共享，干系人可能认为项目经理不相信他

们。信息的共享可以促进干系人之间的信任、投入和更成熟的相互

关系。而且，当项目干系人审查项目信息时，例如项目面临的问

题，他们可能会提出对问题的解决有促进作用的建议。

项目信息的共享在利用项目资源、保持项目团队工作的凝聚力

和共同协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这种共享通过人际交流和对话

可以促进干系人之间的网络建设。通过使用技术和自愿交流，项目

团队可以设计信息系统帮助每个人在制定和实施使用项目资源的决

策时做得更好。

每一个项目经理应当对可用于管理项目的信息数量和质量提出

几个重要问题：

8� 作为项目经理，我需要运用哪些信息来完成我的工作？

8� 我必须和项目干系人共享哪些信息以使他们了解项目的状

况？

8� 在组织中，我需要与我的项目相关的其他项目的哪些信息？

8� 我需要关于公司的哪些信息？它使我知道项目是如何同组织

的总体战略相一致的？

8� 我需要哪些信息协调我的项目活动与组织中的其他活动？

8� 如果我没有我的项目的充分信息，会有什么样的代价？我的

项目同企业的总体组织战略中的其他项目的关系怎样？

8� 在做我的项目管理工作时，我不需要哪些项目信息？记住，

我会被不合适的和不相关的信息累垮的。

12.5 信息的价值

信息为管理项目提供情报。信息必须经过加工，然后被用于制

定和实施决策。在项目计划中信息为制行项目行动计划、进度计

划、网络图、预算和计划的其他要素提供了基础。信息对于促进理

解、确立项目目标、具体目标和战略、制定控制机制、交流状况、

预测未来业绩和资源、认识变化以及加强项目战略都很重要。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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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计划功能为管理信息资源确立了一个结构和方法体系，包括定

义、构造和组织项目信息，预测其流量，评估其质量，控制其使用

和来源，并为项目的信息政策提供了关键点。蕖

蕖 M. D. Matthews，“Networking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Its Use by the Project

Planning Function，”Information and Management，vol 10，no.1，January 1986，pp.1-9.

蔻 R. D. Gilbreath，Winning at Project Management -What Works，What Fails and Why

（New York：Wiley，1986），p.147.

蓿 同上，146-147 页

信息是由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职能经理、工作包经理、

项目专业人员和项目所有者———开发、提炼和管理的一种有价值的

资源。项目信息是与人员、原材料和设备同等重要的资源。项目也

是一个促进项目管理进程的重要工具，事实上，这对项目管理是极

其重要的。信息用于准备和使用项目计划，制定和使用预算，创造

和使用进度计划，并引导项目团队达到一个成功的项目结果。于

是，信息成为项目干系人的一种重要资源，而且是相关的人员开展

工作的一种工具。信息是重要的，但是其作用也是有限的。如同吉

尔布莱斯所说的：

它不能取代管理技能、计划、项目控制、经验、好的指导意见

或其他项目要素。它不能弥补组织、方法或个人中的固有的不充分

性。蔻

吉尔布莱斯区分了数据和信息，他认为：

一个常见的错误观念是数据等于信息，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数据只是信息的原材料，不经过提炼它什么都不是。通过提炼，我

们意味着把数据构建成有意识的元素，分析其成分，在数据和已存

在的标准之间做比较，例如 C、S 和 T 基线。只有这样，数据才转

化为信息。除非数据转化为一定结构的、有意义的和相关的信息，

数据才有价值，同样，只有信息引起了所需的管理活动或预先排除

了不必要的活动，信息才有价值。蓿

除非信息被有效地使用在项目管理中，否则信息没有真实的价

值。它不会自动地引起有效的管理过程。信息不能保证成功，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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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信息会导致项目失败。

信息并不长久。项目管理需要资源的计划、组织和控制，在一

个变动的目标上，在项目生命周期中不断发展。在项目生命周期中

一个特定时间点的项目信息在新的项目问题和机会出现时，要能够

迅速变化。

吉尔布莱斯认为信息不会增加项目的价值，除非它根据在不同

的具体标准上的公司和项目组织，有不同等级的结构。正确的有条

理的项目管理信息综合了有关项目的数据。它经过组织的阶层传

播，而且能追溯到信息的来源。信息帮助项目团队了解他们去过哪

儿，现在在哪儿，以及项目团队向哪儿发展。信息也必须能和项目

计划和标准相比。最后，阿奇博德认为信息必须和项目团队的观点

相关，关注于他们的目标和过程，同正在进行的事情相一致，而且

目标是评估项目的风险。蕖

蕖 R. D. Gilbreath，Winning at Project Management -What Works，What Fails and Why

（New York：Wiley，1986），p.148.

当项目经理同项目分开后，信息为管理项目提供了基础。换句

话说，信息系统是在项目中工作的项目经理的一个替代品。项目经

理和项目所有者离项目越远，这些关键的决策制定者就越依赖于信

息告诉他们项目的进展情况。尽管直接的观察和参与是获得关于项

目进展情况的最好信息的方法，但这在大型复杂的项目中是不可能

做到的。项目经理同项目的距离越远，信息对于性能标准以及监督

和控制这些标准就越重要。

使用项目管理信息系统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如果系统能够适当

地组织和实施，就能够及时地识别出那些在他们工作包旁“随波逐

流”的人。

信息开发和使用上的技术创新拓宽了设计和使用信息系统的地

理因素。

因特网的解释当然超出了本书的范围。一些通过网络实现的例

子，包括制定代码指令，干系人如商会的信息、会议记录、不同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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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数据库，从会计到动物学、设计和工程数据、传真、文件发

送、政府信息、行业信息和专利文献，而且这些内容在不断扩展。

因特网使项目经理可以搜索、提问、找到可以融入到项目管理中的

海量资料，因特网还可以为项目团队提供超过 150 个国家的 5600

万个联接。蕖

蕖 要想知道因特网是如何使项目管理受益的，请参考“The Internet and the Pro-

ject Manager，”PM Network，October 1996，pp.17-26.

蔻 Brent Bowers，“Technology Allows Small Concerns to Exploit Distances，”The Wall

Street Journal，October 28，1991.

蓿 Andrew Kupfer，“Ma Bell and Seven Babies Go Global，”Fortune，November 4，

1991，pp.118-128.

今天的公司正在逐渐分开它们的业务，而且这些业务之间相距

甚远。仓库建在俄亥俄是因为其地处中心地带，数据处理办公室建

在能熟练操作农业运输带工人的地方。在这种业务分离的后面，是

通讯技术的不断成熟。传真机、手机和精密的免费电话设备已经减

少了距离的不利影响，在过去几年内计算机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例

如电子邮件和传真机，通过促进远程站点之间的即时通信，使得这

种在远距离分散地点的移动成为可能。通过航空转移人员正变得不

太必要，在飞机上花很多时间才能同几千里外的人坐下交流正变得

不那么重要。蔻

电信是一个全球范围内快速增长的行业。全球每年 6000 亿美

元的通讯业正从一个垄断卡塔尔（企业联合）和不可越过的供应商变

为一个全球自由竞争的行业。公司客户需要全球电话网络，建造网

络的人需要全球利润。发达国家正尽力鼓励竞争，而发展中国家也

看到了提高通信技术以吸引商业投资的明确需要。一些发展中国家

正需要紧迫的条件。例如，印度尼西亚政府制定项目计划招标建设

容量为 350 000 条电话线的数字交换器。只有在投标者能够在支付

到期前提供一个 25 年的优惠期，政府才会考虑这种招标。这些条

件超出了所有公司的能力，尤其是对于这种规模项目的资金因素来

说。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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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飞机制造商相信商务飞机旅行在成熟的通信设施和技术实

施后会变得不太重要。这家公司认为，商务旅行者从一个地方到另

一个地方带着“一堆信息”，而这些信息要送给旅行终端的其他人。

一旦信息送到了，旅行者登上返航飞机回到本地办公室。通过现代

的通讯技术，这些信息可以快速地传送而不再需要人们的飞机旅

行。

12.6 PMIS 的问题

在制定 PMIS 时，存在一些真正的挑战。要想制定一个充分的

PMIS，就必须避免或克服这些问题。吉尔布莱斯举例说明了信息的

使用和滥用。他认为信息的滥用是普遍的，通常有迷惑性，而且只

受到我们想象力的限制。蕖他描述了信息正确的使用和普遍的滥用

情况。如果正确地使用，信息有助于：

蕖 Gilbreath，op. cit，p.152

（1）促进理解（项目“立方体”）

（2）目标控制（通过量化风险，测试计划的控制以及提出更正活

动）

（3）消除项目幻觉（虚假的失败因素）

（4）预计项目记录（如进度支付）

（5）沟通状况

（6）预测未来

（7）回答外部询问

（8）加强资源使用（效率）

（9）使计划生效

（10）理解变化

（11）使观点敏锐和强化

（12）检测预期

（13）承认失败

信息经常被滥用，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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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欺骗或混淆

（2）拖延行动

（3）在“信息部门”制造错误

（4）逃避错误

（5）放慢或转移进程

（6）支持维持现状

（7）掩饰错误（或美化错误）蕖

蕖 Gilbreath，op. cit，152-153 页

信息能保证项目成功吗？当然不能。一个成熟的基于计算机的

信息系统能保证成功吗？当然不能。很多使用了计算机信息系统的

大型项目失败了。通常信息，缺乏信息或不充分的信息成为经理不

能制定和使用适当的信息系统的原因。如果信息不能用于澄清项目

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状态，信息就缺少同项目管理系统的相关

性；如果信息和预定的项目标准缺乏可比性，就会很快失去价值；

如果信息不能提供分析资源使用的有效性的基础，它就没有用处。

不能及时的揭露项目问题的信息会很快失去其价值。然而，在许多

项目中，在工作包或更低层次存在着坏消息，而这些坏消息通过项

目管理信息系统并不能发现，在系统中可能被项目决策者适当地使

用。坏消息绝对不会在组织中向上流动。

吉尔布莱斯认为，管理报告只会同它们所包含的信息一样有

用，这些信息促进了项目的分析和评估。根据吉尔布莱斯所说的，

最好的报告可以

（1）隔离显著的变化并识别出发生的原因。

（2）加强了定量的和具体的，而不是定性的和一般的。

（3）描述了具体的成本、进度和技术（C、S 和 T）对其他项目因

素（其他合同、区域、贸易、进度计划、组织、计划）的影响。

（4）说明了对于项目基准的影响（需要什么修改，什么时候，为

什么）。

（5）描述了采取的和计划的具体的改正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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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为行动分配责任，给出了改进的预计日期。

（7）在以前的报告中提出改正行动计划（发生了什么事？）。蕖

蕖 Gilbreath，op. cit，160 页

蔻 Russell D. Archibald，Managing High Technology Programs and Projects（New York：

Wiley，1976），pp.204-210.

蓿 Harvey Levine，Project Management Using Microcomputers（New York：Osborne Mc-

Graw-Hill，1986）.

蓼 见 Harvey A. Levine，“The Software Scene：Good News from PMI’96，”PM Net-

work，January 1997，pp.19-21，as an example of his excellent contributions to the software scene

in projects，In the same issue of PM Network an addendum to the 1996 Project Management Soft-

ware Survey is provided on pp.46-47.

蕙 Gilbreath，p.160

12.7 PMIS 软件

用于项目管理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对于项目经理很有价值。在早

些年，项目经理通过重要的基础设施运用计算能力。现在，个人计

算机引起了项目管理软件包的大量出现。阿奇博德把项目管理计算

机软件分成三类———进度计划、成本和资源控制以及成本 /进度 /综

合和报告蔻。下面的参考书讲述了项目管理软件的使用。

莱文注重通过微机计划、安排、跟踪和控制项目蓿。这本书包

括项目管理的简介、项目管理软件的特征和项目管理软件使用的案

例历史。细读莱文的书会帮助项目经理挑选满足项目特定需要的最

合适的项目管理软件。莱文是《项目管理网络》杂志的特约编辑，他

有一个项目软件的专栏。他为在项目管理中使用什么软件提出了一

个指导方针，即依赖于项目的要求蓼。

吉尔布莱斯为使用什么样的项目管理软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即我们要了解我们的信息需要以及我们想如何组织和使用这些信

息。他指出，由于软件不能和需要、组织以及预期的应用相匹配，

软件失败经常发生。他得出结论，认为不好的计划或实施项目不能

得到软件的帮助。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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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好的信息系统为项目决策制定者提供了重要的资料。陷入

困境的项目经常会发现缺少信息或有太多错误的信息。一个好的项

目管理信息系统会增加项目数据的价值，而且当这些数据被适当地

组织和构造后，项目管理团队就有了一种有价值的资源以供使用。

12.8 组织经验

通过回顾组织设计和开发自己系统的经验，我们可以获得项目

管理信息系统的理论和实践的看法。约翰斯顿讲述了在阿布奎基山

多（Sandia）国家实验室，在研究和开发建筑项目时使用 PMIS 方法的

经验。他描述了一个在实验室使用的流程，通过这个流程，完成了

一个成功的管理信息系统，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主要经理受到大

量的、复杂的数据以及复杂的软件的困扰，而且缺乏信息促进决策

制定过程。山多国家实验室发明了一个三步的程序使“MIS 中存在

的混乱”变得有条理。这个过程包括：

（1）评估和分析现在的数据库和相应的计算机程序，如我们现

在在哪儿？

（2）对预期结果确立一个明确的定义，如我们将要到何处去？

（3）确定一个合理的进展从而在二者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如我

们如何从这里到达那里？蕖

蕖 Dawn M. Johnston，“Establishing a Successful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for Pro-

ject Management ，”Proceedings，PMI Seminar /Symposium，1985，vol.1，pp.1-2.

“我们现在在哪儿”的评估包括下面的一长串问题说明：

总体计划中的失败：

8� 缺少完整的总体计划。

8� 数据集任意增加，没有考虑界限。

8� 每个领域区域划分利益，没能确立整体责任。

8� 忽略了建立单独的 MIS 的目的———或者根本没有这种目的。

没能定义用户的需要：

8� 没有一条给定的要使用的数据的定义或对这条数据的需要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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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说明。

8� 没有汇总报告的定义，这个报告是详细数据汇总得来的。

8� 缺少用户定位的报告格式。

不能为有效的实施作设计：

8� 细节水平增加时没有确定细节、时间或资源的来源，它们与

获得数据有关。

8� 重复创造轮子———公司系统有效数据的重复。

8� 没有确定的界限———没有分析对特定信息的需要相对于获得

这些信息的成本。

8� 缺少硬件 /软件销售商的系统支持和培训，导致了过长的学

习曲线。

8� 复杂的软件设计耗费了太多的时间去调试。

8� 缺少数据或数据库之间关系的逻辑定义。

不能有效地实施：

8� 在同一时间，不同的报告格式，一个项目的货币价值会显示

出不同的数量。

8� 由于复杂的数据库结构的使用，不能从一个报告中恢复相关

的简单信息。

8� 没有充分的数据输入编辑用于检查。蕖

蕖 Dawn M. Johnston，“Establishing a Successful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for Pro-

ject Management ，”Proceedings，PMI Seminar /Symposium，1985，vol.1，pp.3-4.

在制定信息系统的过程中，当决定实验室职员将要走向何方

时，经理应当询问下面的问题：

（1）系统为什么目标服务？

（2）应当提供哪种类型的信息？

（3）存在什么样复杂的信息需要？

（4）独立的和相互独立的信息需要是什么？

（5）不同的信息面是如何统一的？不同类型的信息系统的相对

重要性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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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什么是信息处理和转变的必要条件？

通过回答这些问题，实验室经理能够确立信息系统必要条件的

参数。

一个综合的跨部门的团队分析了信息系统的必要条件。当信息

系统被最终设计时，团队会采取如下的步骤来实施它：

（1）调查数据元素

a. 通过询问下面的问题分析每个数据集中的每一个数据

元素。
8� 这个数据元素需要什么？

8� 它属于这个数据集吗？

8� 它按正确的顺序确定了吗？

8� 有应当除去的数据元素吗？

8� 有需要增加的数据元素吗？

b. 列出所有的团队识别出来要除去的数据元素和新的要

增加的元素。

c. 识别每个数据元素属于哪个数据集。

（2）设计数据库

a. 画出代表每个主要区域的数据的一部分，它表明了数

据元素之间的联系。

b. 通过综合团队的设计，准备数据结构的初步设计。

c. 举行团队联合会来讨论和评论新设计，确定任何需要

的变化以适应相互关联的数据的整合。

d. 重复所需要的变化并完成新的数据库结构。

（3）开发软件

a. 为用户设计最终结果的报告。

b. 识别用户和程序员所需的过渡期报告，识别需要编写

的所有计算机程序。

c. 决定编程工作的优先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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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为程序的完成制定进度计划，包括检查和反复的时

间。蕖

蕖 Dawn M. Johnston，“Establishing a Successful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for Pro-

ject Management ，”Proceedings，PMI Semtnar /Symposium，1985，vol.1，p.7.

在回顾中，管理山多国家实验室信息系统开发的人员认为在这

个过程中最困难的任务是：在那些有不同的信息需求的信息职员

中，找到一个可以接受的折衷办法。团队方法的使用促进了综合的

数据库框架的形成，它能服务于所有人。

12.9 为 PMIS 制定计划

为 PMIS 制定计划是项目总体计划过程中的一部分。因此，为

项目开发的信息系统应当反映那个项目的工作分解结构，例如总体

工作范围应当分解为一系列不断增加的、详细的和可以识别的工作

任务。所有的时间和成本编码系统也应当有一个同样的结构组织。

在项目的成本和进度信息系统中，三个要素应当相互关联：一个可

识别的工作包、其相连的成本代码和进度计划以及负责工作的组

织。

在 PMIS 的计划内容中，许多因素对于信息系统的建立很重要。

项目的母组织应当准备好以下的因素：

（1）一个信息数据交换所的功能，尤其在设计和执行项目以支

持公司战略时。

（2）一个确定了的组织设计，具有支持政策、程序、技术和管

理组织信息基础的方法。

（3）合适的人员，能在信息技术和项目需要的交界处工作。

通过促成项目工作活动和综合的信息成分在项目工作中的系统

描绘，项目经理能够分析把信息转化为对生产有用的信息格式的最

好方法。在一个信息中心，项目信息网络对于在项目生命中组织信

息的结构和连续性也是一种工具。这些网络提供了项目工作包和它

们的相互关系的一个综合观点。网络提供了识别工作包、信息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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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渠道、信息流和决策参数的方法论。蕖

蕖 节选自 M. D. Matthews，“Networking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Its Use by the

Project Planning Function，”Information Management，vol. 10，no，2. January 1986，pp.1-9.

一个项目计划可以看作是一个信息系统，它提供了一个按时间

分阶段的工作包的安排，根据资源估算按 WBS 的顺序排列，以在

合适的时间框架内完成项目计划的工作范围。这种基准的项目计划

使监督和控制更加容易，通过提供所需的信息度量合适的控制点。

当项目制定后而且有实际的状态数据时，项目计划和网络就得到更

新，就能提供跟踪和监督过程。

12.10 PMIS 准则

在设计、开发和运作项目管理信息系统时，可能会用到几个准

则：

8� 需要信息管理项目———计划、组织、评估和控制项目资源的

使用。

8� 项目管理的质量和项目信息的质量是相关的。

8� 工作包经理、项目经理、职能经理、总经理、高级经理和其

他项目干系人需要有关项目的信息以履行他们在项目中的责任。

8� 项目 WBS 确定了管理项目信息的一般特征。

8� 对于高层经理的信息需求形成了对项目中其他经理的信息的

需要。

8� 在项目的生命周期及项目的开始前和开始后阶段都需要信息

以管理项目。

8� 信息是综合和协调一个项目中不同系统的媒介。

8� 管理项目的信息来自于非常多的渠道———包括正式报告、非

正式渠道、观察、项目回顾会议和调查———辅以正式的评估和分析

以及对信息所述的关于项目状况的直觉。

8� 信息为项目干系人制定明确的决策提供了基础。

8� 信息系统必须反映用户在管理项目资源中对于制定和实施决

２１３ 项目管理———战略设计与实施



策的管理需要。

8� PMIS 应当同更大的组织信息系统相连接，这样项目作为设

计和实施组织战略中组成元件的状况才能容易澄清。

8� 除非进行了关注，否则项目会遭受数据超量和相关信息缺乏

之苦。

8� PMIS 应当是可预测的并能在项目的当前状况和可能的状况

两方面提供情况。

另外，PMIS 应当做到：

8� 能适应不同客户的需要。

8� 同组织和项目政策、程序和指导方针相一致。

8� 使项目经理对项目的发展感到惊慌的可能性最小化。

8� 提供有关项目的成本-时间-性能参数和这些参数的相互关系

以及项目的战略一致性的重要信息。

8� 提供标准化形式的信息，强化它对所有经理的作用。

8� 是决策导向的，因此报告的信息应当关注于所需的经理的决

策。

8� 是排除导向的，因此它把经理的注意集中在那些需要关注的

领导领域而不仅仅是汇报所有的领域，要求经理注意每一个领域。

8� 是用户和分析师之间的集体努力。

8� 被一个跨部门的团队完成，把信息系统的设计、开发和实施

看作一个项目本身，服从于项目管理的方法。

小结

本章的主要内容包括：

8� 项目管理信息系统是项目管理系统的一个重要的子系统。

8� 相关的和及时的信息对于企业的管理和项目的管理很重要。

8� 计划、政策和程序实际上是一个信息库，它为如何管理企业

或项目提供了指导。

8� 在项目中存在着非正式信息，项目经理和项目团队应当把它

看作是一种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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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给出了几个案例，指出大型项目的失败，部分是由不充分和

不适当的信息系统引起的。

8� 在信息和项目计划与控制间有直接的关系。

8� 如果项目不存在一个充分的信息系统，项目的谨慎管理就更

加困难，如果不是不可以的话。

8� 在本章中，给出许多重要的关键问题，项目经理可用于询问

对项目管理有效的信息的质量和数量。

8� 信息应当被看作一种有价值的资源，它受项目经理处理。

8� 项目的真实价值源于在项目管理中的作用。

8� 计算机和通讯技术的出现———集中于因特网，使信息的有效

性和用途发生了重大革命，成为了企业管理中的关键因素———对项

目来说也是。

8� 通过项目软件获得的信息成为项目团队和其他干系人的一个

主要来源。在管理行业的人应当精通这种有价值的信息来源的使

用。

8� 信息必要条件的评价和补救战略的设计与制定，用于选择和

规定大型实验室辅助性信息资源的使用，在本章中论述了。

8� 制定项目管理信息系统的一系列的复杂的准则在本章中给出

了。遵守这些准则，可以强化合适的项目管理信息的设计和使用。

8� 及时的、相关的正式和非正式信息的有效性对于实施项目的

监督、评估和控制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在审查项目进度的会议中

很有价值。

本章可进一步参考《项目管理指南》（ ＦｉｅｌｄＧｕｉｄｅｔｏＰｒｏｊｅｃｔＭａｎ鄄
ａｇｅｍｅｎｔ，New York，Van Nostrand Reinhold 出版社，1997），由戴维·I 克

利兰编写。和本章相关的是第 24 章“项目管理信息系统中包含什

么”，由丹尼尔·F·格林（Daniel F. Green）编写；第 25 章“选择最好

的项目管理软件”，由哈维·A·莱文（Harvey A. Levine）编写；第 10

章“计算项目合同的成本并保存记录”，由詹姆士·J·欧布恩（James

J. O’Brien）编写。

适用于本章的项目管理案例的讨论材料，选自《项目管理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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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Ｐｒｏｊｅ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Casdaook ，项目管理协会出版），由戴维·I 克

利兰、卡伦·M·波斯克、理查德·J·波而兹和艾伯特·Y·维拉塞克等编

写；布兰特·罗杰（Brant Rogers）“将堆放在拉里市场上的食物废品变

成肥料”， ＰＭＮｅｔｗｏｒｋ，1995 年 2 月，第 32 耀 33 页；朱莉·M·威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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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章将讨论项目监督、评估和控制的技术。

讨论题

1. 信息子系统对于项目管理系统（PMS）的重要性是什么？这种子系统和

PMS 的其他子系统的关系是什么？

2. 数据和信息的区别是什么？

3. 列举和讨论项目管理信息系统（PMIS）的重要因素。PMIS 的目的是什

么？

4. 什么给予了信息价值？信息是如何用作项目干系人的资源和工具的？

5. 在开发 PMIS 时，有哪些挑战？

6. 讨论对信息的使用和滥用。

7. 从你的工作或学习中，找出一个项目管理的例子。信息是如何管理的？

在项目控制中，它是一个有效的工具吗？

8. PMIS 对于管理项目很重要。为了确定合适性，项目经理需要评估软件

的哪些特征？

9. 讨论在确立一个信息系统时的关键因素。

10. 信息系统同 WBS 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如何管理这种关系以产生出对

每个工作包都有用的信息？

11. 列举和讨论 PMIS 的一些准则

12. PMIS 的“除外导向”性质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这种特性是重要的？

思考题

1. 你所在组织的每个项目都有 PMIS 吗？为什么？

2. 项目团队成员理解数据和信息之间的关系吗？他们使用度量和报告系

统产生数据或信息吗？为什么？

3. 描述你所在组织中的项目信息流，什么样的信息可以被有效沟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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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缺乏什么信息？

4. 你所在组织中项目使用的信息系统包含本章中描述的 PMIS 的所有要素

吗？为什么或为什么不？

5. 考查你所在组织最近完成的项目，信息被有效地管理了吗？信息的管

理对于项目的成功有用吗？

6. 你所在组织的项目经理了解 PMIS 的目的吗？为什么？

7. 你所在组织的项目经理了解信息的价值吗？信息被有效地用作一种控

制项目的工具了吗？

8. 你所在组织在信息系统上存在哪些问题？这些问题在未来项目中是如

何管理的？

9. 在你所在组织中，有信息的滥用吗？为什么？

10. 你所在组织使用什么 PMIS 软件？怎么使用的？软件合适吗？存在其

他什么样的选择方法？

11. 在你所在组织中，组织经理花费时间评估信息系统的有效性了吗？为

什么？

12. 项目的工作分解结构融入到 PMIS 中了吗？如何融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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