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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多项目航天产品研制进度控制管理是当前推动我国航天事业发展的重要方法。本文首先分析

航天产品研制项目的特点，探讨国内外多项目研制进度管理研究现状，进而就多项目航天产品研制进

度管理方法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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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ulti-project space product development progress control and management is an important method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pace industry.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erospace 

product development projects, discusses the research status of multi-project development progress management 

at home and abroad, and then studies the progress management method of multi-project aerospace product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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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航天产品研制项目的特点 
航天产品的结构普遍比较复杂，具有很高的科技含量。产

品研制工作会涉及多个技术科学领域，是科技、知识、资金集

中的成果体现。相较于普通的工业产品，航天产品的研制具有

明显的特点： 

1.1 技术难度及研制风险大 

航天产品研制的技术难度高、研制风险大。航天产品的研

制工作是一个漫长、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新材料、新技术、

新工艺的运用，同时不同产品研制后总装调试、规模化生产风

险大，大量新技术第一次使用，导致航天产品的研制风险是当

前工业技术风险 大的领域。 

1.2 投入资金大 

航天产品研制所需投入的资金量十分庞大。由于航天产品

的研制工作需要采用新材料、新工艺，这些材料和工艺尚且处

于探索阶段，无论是材料支持、资源支持、人员支持等方面都

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并且航天产品的每一代产品研制过程中

所产生的费用都需要以万元为单位来计算，产品研制完成后的

测试、定型、产品升级也同样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 

1.3 质量与可靠性要求高 

航天产品的研制质量和可靠性是影响产品使用的关键因

素。产品的质量与可靠性会直接影响整个研制工作的成败，一

旦研制质量存在问题，可靠性无法保障，就会对国家和企业带

来严重的经济损失，甚至对国家安全产生严重影响。 

1.4 管理难度大 

航天产品的研制工作涉及的部门多、学科复杂，需要项目

的管理人员对横向、纵向进行交叉式管理，处理好研发人员、

研发单位之间的关系，提高协作水平，这就使得产品研制的项

目管理工作难度大大提高。 

2 国内外多项目研制进度管理研究现状 
多项目研制进度管理研究在国外已经发展比较成熟。多项

目研制进度管理已经成为解决航天产品研制问题，降低研制风

险，提高研发效率，节省研发经费为重要方法。在国外的重大

研发项目中，多项目研制进度管理实践已经形成普及。如“北

极星”导弹研制计划就采用了多项目进度管理的模式，利用

PERT 的方式，项目研制工作以进度研究为主线，利用计算机辅

助工具进行建模，对项目所需的技术、资金等资源进行合理规

划、统一安排，大大缩短了该项目的研制周期，节约了研发资

金。 

国内的多项目研制进度管理研究起步于 20 世纪 60 年代，

并主要在航天产品的研制工作中进行应用探索与实践。航天产

品研制领域由于其基于资源约束下的进度关注度较高，国内的

学者针对该问题进行了理论研究，并逐渐将多项目进度管理的

方式应用于航天产品的研制实践中，从而实现在不同因素约束

下的进度监控、进度控制，推动航天产品研制项目的效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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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多项目进度管理研究 
随着多项目进度管理模式在航天产品研制实践当中的应

用，产品的研制周期大幅度缩短、研制的效率大大提升，该管

理模式也逐渐成了我国航天产品研制工作的主要特点。长期以

来，我国的航天产品研制项目的成功率是核心目标，这就使得

研究人员在进行研发工作和管理工作时过度注重产品质量因

素，忽略了研制进度和资金投入等其他因素，很容易产生产品

研制成本过高、进度缓慢的问题。特别是在航天产品研制中，

多项目并行研制时这种问题更加明显，某一个环节的脱节就会

导致整个产品的研制工作陷入停滞，对提高研制效率十分不

利。因此，建立起一套能够适应航天产品多项目研制的、科学

有效的进度管理办法和体系意义重大。 

多项目航天产品研制进度管理方法包括了项目进度计划

与控制两个部分。进度计划主要是指在航天产品的研制项目

中，对研制工作进行拆分，规定不同环节的研发时间，并以此

建立起对整个研发进度的控制。进度控制则是指对航天产品研

制过程中的进度计划进行监控，优化不同研发环节的时间使

用，并达成按时完成研制计划的目标。多项目航天产品研制进

度管理的主要目标就是协调资源、进度、质量等因素，并推动

项目研制工作向预定方向稳步推进。 

多项目进度管理是针对多个项目进行生命周期管理的一

种综合管理方式。其通过进度计划、进度控制的方式，对多个

项目进行管理协调。在大型的航天产品研制中，多项目进度管

理方法不断普及，实现了管理推动研制效率提升的目标，以管

理手段实现了研制风险降低、节约研制经费的目标，为推动我

国航天事业发展提供了重要帮助。 

4 多项目管理与单项目管理的区别 
单项目管理是指将所有的资金、技术等资源都服务于一个

项目时所采用的管理方法。单项目管理的方式是通过前提条件

计算后期结果，从而实现对项目进行管理的目标。多项目管理

则是针对多个项目在共同资源下使用的管理方法。多项目管理

的方式需要对资源进行合理分配，科学制定资源使用计划，协

调不同研究人员和机构间的关系，从而获得 佳项目结果的目

标。单项目管理与多项目管理之间的区别如下： 

4.1 长远战略性 

多项目管理相较于单项目管理而言更加重视未来，是站在

项目全局对项目实施过程中进行统一协调和资源分配的方法，

是对所有项目进行有计划调节和控制的手段。但项目管理则主

要关注于执行层面，对资源调配的关注稍显不足。 

4.2 动态性 

多项目管理过程中所面临的管理问题更加复杂，需要采用

动态管理的方式，根据研制项目的内外部环境变化和不同研究

人员、单位的需求进行计划调整，从而减少不同单位之间的分

歧与项目之间的矛盾，解决资源冲突。单项目管理则变化较少，

直接向着 终目标前行即可。 

4.3 资源利用率更高 

单项目管理的资源配置比较充足，项目资源能够得到完全

保障，因此其主要关注研制项目的 终结果，对过程中的资源

使用关注较少。多项目管理则需要与其他项目分享有限资源，

并通过内部的管理机制优化和协调，达成 优配置，资源使用

的效率更高。 

4.4 整合性 

单项目管理的模式比较传统，项目的研究人员、管理人员

各自为政，缺乏有效的信息交流与沟通，不利于项目进展。在

多项目管理的过程中，不同机构、人员分享固定资源，所有人

员必须同意合作，对信息进行及时交流与共享，才能在有限的

资源条件下完成研制任务，研制人员之间的沟通效率与整合度

较高。 

5 多项目航天产品研制进度控制过程 
为了提高多项目航天产品研制进度控制水平，提高多项目

进度控制能力，就需要管理人员遵循状态跟踪、比较分析、偏

差识别、调整控制这个项目控制流程。在多项目进度控制管理

中，航天产品的研制状态跟踪是面向多个项目的，这个过程主

要分为两个阶段： 

5.1 项目进度监督，捕获偏差 

多项目航天产品研制进度控制首先要对项目的进展进行

监督，捕获不同项目之间的偏差。项目管理人员需要实时对多

个项目研制工作进行跟踪，检查项目在研制过程中的进度是否

与计划相符，对执行的过程进行监督与状态监控，全面搜索和

整理项目实施和执行当中的信息数据，并将其作为分析问题的

依据，目前，计划执行过程中的监控和反馈是多项目进度控制

的主要手段。通过 P6 系统或者人为落实等方式，将各个项目

的实际进度反馈给项目管理人员，在各个项目内部完成偏差捕

获，然后将信息汇总。 

5.2 处理偏差与识别 

多项目航天产品研制进度控制管理第二阶段就是对采集

到的数据和信息进行比较和偏差识别，通过整理统计各个分项

目的信息，形成偏差分析汇总和执行情况汇总，判断是否需要

对整个综合计划"进行调整。如果偏差的出现影响到其他关联

项目，则需要结合资源再调整策略，完成多项目资源再调整，

判断应该采取哪种策略对偏差进行纠正处理，形成新的计划，

并与原有的“综合计划”相结合，共同完成预定的多项目整体

目标。 

6 多项目航天产品研制进度管理关键 
6.1 项目优先与权限管理 

多项目航天产品研制进度管理中需要首先关注不同项目

的优先权与权限管理问题。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如果发生冲突，

则需要管理人员判断哪个项目需要优先推进和实施，哪个项目

可以稍微放缓。在确认项目优先权与权限管理后，项目管理人

员再对资源使用情况进行调整，保障优先的项目能够占用关键

资源，从而缩短整体项目进度。 

下转第 2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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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必须根据国家的规定进行接地，并由专门的人员对电气装置进

行检修，才能使其正常运转。若在空旷、湿润的地方或在金属框

架上作业，则应使用手持动力工具，其负载线路应为耐风雨型橡

胶外罩铜芯软质电缆，且无接缝。要对手持式动力工具进行检查，

确保没有任何损伤，然后再使用。 

（4）健全经营体制。此外，还应制定健全的电力安全法

规，提高电力安全管理的有效性。建立了安全管理体系,电气

工程师们才能够根据场地的工艺特点,有针对性的对某些故障

多发的工程项目进行严密的监管,这对提高施工现场的施工安

全性是十分有益的。同时，还要设立一个特别的监管机构，来

监督和管理电气安装工作，从电气工程的设计到施工完成，都

要全程参与，如果在监管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就要立即

指出并加以纠正，以确保电气工程的质量。 

（5）加强用电单位的安全管理，及时做好用电单位的维

护工作。电力用户在使用电前,要有相应的安全意识,不能乱拉

乱接,在雷雨气候下,应关掉功率交大的电器。除此之外，电气

设备和电线等都应该与热源和火源保持一定的距离，避免因电

气设备受热而产生漏电现象，从而危及到人们的生命安全。 

四、电气火灾的应急处理 
首先，遇有火情，应先关掉电源，防止电击，防止电器和

电线短路，使火警蔓延。在火场中，由消防队员组成的紧急自

救队，一般由当班的电气工人、消防队员、消防队员等担任。

其次，紧急自救机构的工作人员要承担的职责包括：加强对设

备的控制，保证设备正常运转，及时发现火警等危险情况，及

时进行自我救援，尽可能减少因火警造成的生命和财产损失。 

五、触电事故的应急处理方法 
（1）一旦有人触电，首先要尽快断电。为了防止二次触

电，救援人员不得用手触摸被电者。应根据现场的实际状况，

采取适当的措施关闭电源。在发生低电压的电击时，如果有电

闸或电闸靠近被电击的人，应迅速将电闸关掉，以切断电流。

并准备好足够的灯光，以便于施救。如果开关距离被电击的位

置比较远，就需要用绝缘的工具将其切断。第三，当被电击的

人和导线交叉时，应使用木材等干燥的绝缘物，迅速地将导线

分开。第四，如果被电击的人的衣服很干，身上又没有被电击，

那么就可以将他从电击当中解救出来。第五，如果被电击的人

在高空中被电击时，要做好防护，防止被电击的人掉下来受伤。 

（2）被高压电击时，首先，我们要马上联系相关部门，

切断电力，然后，我们要做好隔离措施，使用相应的隔离设备，

同时，将没有隔离层的电线，扔到地面上，将电线拉入地面，

然后再将电线拉回地面，强行切断电力。不过，在掷出金属线

以前，必须得使纯金属线的一端接触后地面上，之后才能够抛

落尾端；但要特别注意，扔下去的一端，切记别接触到被过电

的人，也别接触到任何人。 

总结： 
在建设项目中，进行的电气操作是非常危险的，也是非常复

杂的，这对于工作人员的人身影响是极其巨大的。目前，在国内

的电气工程建设中，还存在着许多的问题。只有把这些问题都处

理好，并做好对电气的管理，才能提高电气工程的品质，确保电

气的安全。除此之外，还应该对电气用户的安全意识进行强化，

让他们能够安全地使用电气设备，防止发生电气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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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共享资源分配管理 

在对资源进行分配时，项目的管理人员需要对资源类型进

行合理划分，不同项目所能够占用的资源类型是有限的，对于

不同项目所需的同一种资源被称作共享资源，这类资源的使用

总量有限，需要管理人员对该类型资源进行分配管理，从而确

保项目顺利开展。 

6.3 项目时间安排管理 

由于不同项目的研制周期不同，项目同时启动就会造成进

度不同步的情况。因此，在航天产品研制的多项目进度控制管

理中，需要管理人员科学安排项目的启动时间。项目管理人员

可以通过信息系统帮助，对不同项目的研究时间进行合理安

排，优化项目启动的前后顺序，避免项目同时启动产生的资源

占用冲突与项目进度不匹配问题，从而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 

总结 
在面临日益复杂的航天产品研发任务时，对产品研制的多

项目进度控制水平将直接影响产品的研发工作。因此，项目管

理人员必须采用科学项目管理方法，明确项目的优先权，合理

分配共享资源，科学安排项目启动时间，从而以科学的管理方

法推动我国航天产品研制工作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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