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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2年在重庆大学召开“技术经济与创新论坛”期间，部分高校中青年教师倡议编写一套技术经济专
业核心课程的教材。
会后，他们自发联合起来，逐步推动了这项工作，并得到了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
2003年，他们又多次商议教材名目和编写大纲，最后暂定编写这套涵盖七门技术经济专业主要课程的
教材。
作者们约我写序。
这对我来说，既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困难。
尽管我多年从事技术经济专业的教学和研究，但毕竟只熟悉其中之一二，并不通晓日益发展的众多课
程。
故为涵盖数门课程的教材作序，实在是一件难度很大的事。
尽管已编写的七本教材是否涵盖了技术经济专业的全部，尚需进一步探讨，但是，从专业发展角度而
言，我认为这是一件极大的好事。
另外，全国有众多高校设有技术经济专业，各校的课程设置也存在差异。
如果从“存同求异”的观点讲，我想所有的学校均会举双手赞成的。
因此，我很愉快地答应了编者的要求。
借此机会提供建议，供他们参考。
一个专业的发展、成长，直到成熟，需要长期的努力，需要众多志士同仁不断地开拓和创新。
经过多年学科建设，特别是年轻同志的参与，“技术经济”已发展成为自成体系、相对完整的学科。
主要表现在：一是技术经济学科研究对象逐步明确，即包括“技术发展的内在规律、技术领域中的经
济活动规律、经济领域中的技术发展规律”。
在中国，目前还没有任何其它经济或管理学科能够全面、系统地涵盖这些研究对象，进而也就没有任
何已有学科可以替代技术经济学科在我国经济发展、学科建设、高等教育中的作用。
二是技术经济学科已形成了对应国民经济各领域的专业分支，诸如工业技术经济学、农业技术经济学
、能源技术经济学、交通运输技术经济学、建筑技术经济学、邮电技术经济学、商业与物流技术经济
学、技术进步经济学、资源开发利用技术经济学、环境保护技术经济学、生产力布局技术经济学、消
费技术经济学、国防技术经济学，以及技术经济学的其它学科。
技术经济学科提供的理论、方法等已在国民经济各行业获得了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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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学校技术经济及管理专业核心课程系列教材：现代项目管理》从项目全过程的管理角度出
发，运用系统工程的观点、理论和方法，对整个项目管理过程中的理论、方法以及应用进行了阐述。
本书共分11章，主要内容包括：项目管理概论、项目组织管理、项目论证与评估、项目融资、项目计
划与控制、项目采购与合同管理、项目质量管理、项目收尾与后评价、项目沟通及冲突管理、项目风
险管理、项目规划综合应用案例。

　　《高等学校技术经济及管理专业核心课程系列教材：现代项目管理》适合作为管理类本科生、研
究生和MBA学员的项目管理课程教材，同时对各类工程技术人员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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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项目式组织形式的优点：（1）目标明确及统一指挥。
项目式组织是基于某项目而组建的，圆满完成项目任务是项目组织的首要目标，而每个项目成员的责
任及目标也是通过对项目总目标的分解而获得的。
同时项目成员只受项目经理领导，不会出现多头领导的现象。
（2）运作简单。
因项目式组织的相对独立性，不像职能式组织或后面介绍的矩阵式组织那样受母体组织的束缚（如信
息的交流沟通、资源的分配管理等）较多，具有更大的自由度与灵活性，项目工作者的唯一任务就是
完成项目，易于在进度、成本和质量等方面进行控制。
（3）组织效率高。
在这种项目团队中，团队成员的凝聚力强，能充分发挥各自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从而有助于项目目标
的高效完成。
（4）有利于全面型人才的成长。
项目实施涉及计划、组织、人事、指挥与控制等多种职能，项目团队的协作精神利于不同领域的专家
密切合作与相互交流学习，项目处于复杂多变环境中，独立运作它需要团队成员拥有强烈的参与意识
与创造能力，这些都为团队成员的能力开发提供了良好的场所。
项目式组织形式的缺点：（1）机构重复及资源的闲置。
项目式组织按项目所需来设置机构及获取相应的资源，这样一来就会使每个项目有自己的一套机构，
一方面是完成项目任务的必需，另一方面是企业从整体上进行项目管理之必要，这就造成了人员、设
施、技术及设备等的重复配置。
同时，为了保证在项目需要时能马上得到所需的专业技术人员及设备等，项目经理往往会将这些关键
资源储备起来，这样当这些资源闲置时，其它项目也很难利用这些资源，造成闲置成本很高。
（2）不利于企业专业技术水平的提高。
项目式组织并没有给专业技术人员提供同行交流与互相学习的机会，而往往注重于项目中所需的技术
水平，因此不利于形成专业人员钻研本专业业务的氛围，在其它一些与项目无关的领域则可能会落后
。
（3）不稳定性。
因项目的临时性特点，对项目成员来说，缺乏一种事业的连续性和保障，当项目快结束时，成员们都
会为自己的未来而作出相应的考虑，“人心惶惶”。
（4）项目与母体组织间的矛盾。
项目团队意识较浓，但项目成员与公司的其它部门之间将会不自觉地产生某种抵触与界线，这种界线
不利于项目与外界的沟通，同时也容易引起一些不良的矛盾和竞争，而且还会在项目完成后小组成员
回归本职单位时，影响他们与本部门之间的融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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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项目管理》为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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