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书以作者经历为原型， 以虚拟人物小 M 的案例故事为线索， 从一

个项目管理实践者的角度介绍了 IT 项目管理的实用工具和实战经验。 本

书围绕小 M 从一个技术人员走上 IT 项目经理岗位， 并逐步成长为项目总

监的过程， 以 IT 项目经理岗位为主， 介绍了在项目管理的不同职业阶段

遇到的问题和挑战、 解决过程和经验教训。 在每个阶段， 围绕小 M 经历

的实际案例， 分别从项目管理、 质量管理和软技能三个方面进行说明， 并

将侧重点放在了将理论 “落地” 的实战经验， 以及管理组织和人际关系

的 “软技能” 上。
本书非常适合作为国内众多 IT 企业中的项目经理、 质量经理、 项目

总监， 以及主管交付的总经理或公司高管提升管理技能的案例教程， 同时

也为有志于向项目经理方向发展的软件开发和测试人员描绘了一条极具参

考价值的职业发展路径， 并有助于读者从组织级高度理解项目管理， 拓展

更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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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潘东提出让我给他的书写点什么。 我犹豫了一下， 还是答应了。

犹豫的原因， 我不是项目管理专家， 无法给出专业的评价。 一怕辱没了潘

东的成就， 二怕误导读者。

答应的原因， 我们是战友， 曾经一起艰苦奋斗。 由于年长， 也见证了潘东

毕业后的成长历程。 他把自己的经验和心得写出来， 我很高兴。

读了周教授的序， 我就释然了。 周教授的评价是中肯的。 有了专家的评

价， 我就不用担心我有误导的嫌疑了。

第一次见到潘东， 是我们在一个大型银行的项目上， 因为需要同另一家国

际知名的 IT 企业合作， 所以压力来自两方面。 整个项目经历了两年， 三方演

绎了一场三国演义， 虽然过去快十五年了， 但记忆犹新。 这也许就是我和潘东

一起真正体会什么是项目管理的开始。

神州数码的转型，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核心能力的改变。 作为 IT 服务的综

合提供者， 项目管理是核心能力之一。 而其他核心能力的积累也往往依靠项目

管理能力的转化。 譬如， 核心技术的积累， 首先是基于最佳实践， 而最佳实践

只有依靠强有力的项目管理能力才能脱颖而出。 而把最佳实践转化成解决方

案， 也是靠项目管理能力的支撑。 最后再通过项目管理， 把解决方案转化成核

心技术产品或平台。

潘东的作品是对我们过去项目管理工作的总结和提升。 作品中甚至用了很

多我们的习惯用语和案例。 在读的过程中， 很多画面跃然纸上： 我们对方法论

的争论， 我们被合作伙伴挤兑的痛苦， 人员流失的烦恼， 项目经理权限的讨

论……项目管理不仅会涉及内部员工， 还有客户、 合作伙伴。 它是典型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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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 如果没有系统思维是无法理解和完成项目管理的全部内容的。

在工业化的过程中， 中国最缺少的就是流程化和项目化。 而两化融合的过

程中， 我们又往往忽视了信息产业的工业化。 因此从一个实践者的角度， 完成

这样一部作品， 可贵， 可敬。 本书对从业者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神州数码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郭为

2012 年 12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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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目前我们所处的信息化时代， 是人类进入综合利用物质、 能量和信息三种

资源的知识经济时代， 许多组织的未来， 将取决于它们驾驭信息技术的能力，

与之相应的 IT 项目管理已经成为一个热门的前沿领域。 在这方面的理论著作

很多， 有描述经典软件开发的项目管理㊀； 有描述新型软件开发的项目管理㊁；

还有描述迭代增量式开发的统一软件开发过程㊂。

在总结项目管理最佳实践方面， 最具有代表性的有美国项目管理协会组织

编写的 《项目管理知识体系指南》 （PMBOK® GUIDE）， 以及美国 CMU / SEI 主持

编写的 《能力成熟度模型集成》 （CMMI DEV V1. 3）。 项目管理是把知识、 技能、

工具和技术应用于项目活动， 以达到项目的要求， 前者通过合理运用和整合启

动、 规划、 实施、 监控和收尾 5 个过程组的 42 个项目管理过程来实现， 后者则

从直接涉及项目管理的需求管理、 项目策划、 项目监控、 集成项目管理、 定量

项目管理、 供应商协议管理以及风险管理等 7 个过程域的 59 个实践的优化组

合来实现。

㊀ Bob Hughes， Mike Cotterell. 软件项目管理 [M]. 周伯生， 廖彬山， 任爱华， 译. 北京： 机械工

业出版社， 2004.
㊁ Walker Royce. 软件项目管理 [M]. 周伯生， 廖彬山， 译.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2.
㊂ Ivar Jacobson， Grady Booch， James Rumbaugh. 统一软件开发过程 [ M]. 周伯生， 冯学民， 樊东

平， 译.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2.

但是， 迄今为止， 系统介绍一线实战经验的项目管理书籍很少， 因此，

《IT 项目经理成长手记》 一书就显得特别珍贵。 我有幸率先拜读了这本著作。

本书以项目管理、 质量管理、 软技能三个方面进行组织的案例为基本单元， 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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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叙事的风格， 首先结合 IT 项目的特点介绍项目经理应具备的知识和职业规

划， 接着介绍单项目管理的实战技能和经验教训， 再进一步介绍项目群管理的

实战技能和经验教训。 其中的重点是介绍实战中如何将理论联系实际， 项目经

理如何处理好客户关系、 人员沟通以及团队建设。

本书不仅可供一线项目经理、 质量经理和项目总监阅读， 也可供有志于向

项目经理方向发展的软件开发和测试人员， 以及公司的各级高管阅读， 当然还

可以供对项目管理领域感兴趣的其他读者阅读。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

周伯生 于北京

2012 年 6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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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我 1998 年博士毕业后加入联想， 后随集团的分拆转入神州数码。 十多年

来一直从事应用软件领域的项目管理工作， 从一个普通技术人员开始， 踏上了

项目管理的职业生涯。
从最初负责几个人的小型项目都很吃力， 到慢慢地能硬着头皮顶住 60 ～

70 人的大项目， 再到后来逐渐成为一名管理十几个项目的项目总监。 2005 年

初， 我担任了神州数码融信软件有限公司副总裁， 开始全面管理西安开发中

心， 这是我项目管理职业生涯的最高点。 这期间虽然工作压力非常大， 但我有

幸亲历了一个开发中心从小变大的全过程， 也有机会从公司的角度思考项目管

理的一些问题。
2007 年底， 我调任神州数码的一个合资子公司任 COO， 开始负责公司的

整体经营， 也离开了我熟悉的项目管理领域。 本来一些项目管理的经验教训只

会成为一段回忆了， 但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促成了我写此书的想法。
2009 年我在软件协会过程改进分会的大会上作了一个关于组织级项目管

理实践的演讲， 引起了圈内很多朋友的兴趣； 后来， 又多次以沙龙的形式与同

行朋友们分享。 交流中我发现很多问题都是我曾经遇到过的， 一些经验教训对

大家很有帮助。 在一次沙龙活动之后， 一位资深的 IT 圈朋友向我提议： “为什

么不把你遇到过的问题整理成一本书？ 现在国内的理论书籍非常多， 但是关于

实战经验的书籍就太少了。”
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提议， 但是写书对我来说却是件非常有挑战的事。 因

为自己虽然有一些实践经验， 但理论水平有限， 写出来的东西都很 “土”， 与

主流的项目管理书籍相比实在拿不出手。
犹豫中想起了发生在郭为先生 （神州数码董事局主席） 身上的一个小故

事： 2005 年郭总带领神州数码一些干部参观西安开发中心， 在了解了开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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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情况之后非常开心。 同行的人员中一部分很振奋， 但是也有一部分不以为

然， 觉得与国际化的开发中心相比， 西安开发中心无论规模上、 水平上都有很

大的差距。
当时正值神舟 5 号载人飞行成功， 听到这些意见之后郭总就问了个问题：

“虽然神舟 5 号载人飞行比美国晚了整整三十多年， 你们感觉高兴吗？”
在座的人异口同声地说： “当然高兴了！”
郭总继续又问道： “为什么高兴呢？”
“因为这次是我们自己的！”
是的， 国际的先进经验再好， 那是别人的； 我们的管理经验再 “土”， 但

是毕竟是我们自己的！ 想到这个故事， 便有了如何写这本书的思路： 我虽没有

能力写一本理论水平很高的书， 但可以将一个项目管理实践者所经历的、 看到

的案例整理成 “手记”， 如实地告诉大家我们曾经遇到了什么问题、 采取了什

么解决方法、 获得了什么经验和教训……这样， 对于遇到类似问题的读者来说

就有了一条可以参考的路径， 至少可以多一个选择、 少走些弯路。
于是， 从 2010 年初开始我就和共事多年的好友韩秋泉一起着手撰写本书。

其中， 韩秋泉负责了质量管理相关的第 6 章和第 9 章， 我则撰写了其他章节。
在撰写的过程中， 重点从三个方面分享了我们个人的一些实践体验。

第一， 项目经理的职业生涯规划。 对很多从事技术工作的朋友来说， 项目

经理不仅是个 “光环笼罩” 的职位， 也是走向管理的一条 “捷径”。 但是，
“捷径” 并不代表最快， 更不代表最容易。 回想我刚刚满心欢喜地成为项目经

理的时候， 前任曾经意味深长地对我说： “以后无论多难， 都要记住一点： 只

要别人不赶你走， 你就厚着脸皮待下去， 这样你才有可能熬到项目成功。” 后

来发现， 项目经理其实是个实实在在的苦差事， 过程中我曾经几度想要放弃，
但正是前任的这句话支撑着我 “熬” 了下去， 并走到今天。 为了给想做项目

经理的朋友一些职业规划的参考， 本书开头花了一些笔墨， 说明了项目经理是

干什么的， 什么样的人适合做项目经理， 项目经理的知识和技能要求， 以及今

后可能的发展路径。 希望读者在了解了这些之后再慎重做出职业选择； 而一旦

选择， 也必须要有 “熬” 下去的心理准备。
第二， 如何跨越理论到实践的距离。 在我踏上项目管理岗位之前， 就看过

一些项目管理的书籍， 接受过一些培训； 对如何制定计划、 如何管理项目

“胸有成竹”。 但是进入项目之后才发现， 理论好比是教人如何在地图上规划

一条路， 而实践则好比是要在现实中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完这条路。 虽然从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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