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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将大型复杂项目组织视为一种动态和复杂关联的社会

网络)分析了社会学视角和传统视角下项目管理理念的区

别%利用社会网络分析!

4+,

"方法)分析了复杂项目组织的

网络模型元素)研究了大型复杂项目组织网络的基本模型和

建模方法%通过
$%&%

年上海世博会案例实证分析)建立了相

应模型)利用
)QC;OM

软件进行了计算分析并与传统正式组织

结构模型下的计算进行了比较)给出了组织管理和控制的

结论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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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项目组织的重要单元)而人是主观的*智能

的*主动的和适应性的)因此由人组成的系统是适应

性的
9

正是这种适应性造就了复杂性
9

研究者认为)

社会关系和技术*信息系统以及管理工具一样重

要+

&

,

)项目失败主要在人的方面)社会系统理论

!

MXO7T

W

7UD7QCK8D

W

DMOJD

)

/44

"将是研究复杂项目管

理的一种理论基础+

$

,

9

传统项目管理方法着重关注

技术要素*工具和方法)并尽可能通过制度等固化和

标准化流程)组织结构常用显性的正式结构)而忽略

了一些&软性'管理要素)如心态*行为*文化和信任

关系等)也缺乏从社会学角度审视项目及项目的组

织)即缺乏对非正式的*基于人际关系的隐性组织关

系的关注
9

社会学方法尤其是社会网络分析!

D7QCK8

;OM[7T\K;K8

W

DCD

)

4+,

"是研究复杂性项目组织的重

要视角*理论*方法和工具
9

传统的项目组织理论认为)项目组织是基于合

同和指令的职能*线性或矩阵等组织模式+

!

,

)但这些

固化的组织关系并不能准确反映组织的实际情况
9

基于关系的项目管理方法论认为)项目环境和项目

活动具有固有的社会属性)组织要素间具有复杂的

正式和非正式关系+

&

)

?

,

)是一个&小世界网络'

9

项目

组织网络是由一群行动者*行动者间的关系以及这

些关系所组成的网络结构所组成)因此其具有社会

网络特征+

<F#

,

9

!

!

大型复杂项目组织的网络结构元素

组织之间的关系包括生产连带!外包"*营销同

盟*财团和战略结盟等+

>

,

9

非正式组织关系是除正式

组织结构外的所有关系)包括信息关系*咨询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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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团体*利益关系*信任关系等
9

复杂项目中的人

与人*组织与组织之间的社会关系往往超出项目中

显性和正式关系)而富含难以发现的隐性和非正式

关系
9

构建总体社会网络模型可以为复杂项目组织

提供一个清晰的图案)描述组织关系和组织环境
9

模

型元素包括#

!

&

"节点
9

可以是人!通常是具有重要地位和作

用的人"或组织!团队*部门*公司*子项目组织等"

9

!

$

"关系
9

包括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如组织结构

!指令关系"*合同关系*信息关系*战略$业务关系*

流程关系*兴趣团体*个人私交等
9

!

!

"环境
9

包括内外部环境)如采购模式*政策*

指南*制度*流程*文化*激励*工具等
9

其中节点和关系是模型的基本元素)节点的属

性可能会影响到关系的属性)同时)关系也包括有向

关系!如指令关系"和带有强度!如战略合作紧密程

度"的关系)而环境则会影响节点和关系的数量和属

性
9

为简便起见)本文主要研究等强度的无向关系

网络
9

"

!

大型复杂项目组织网络建模及相关

参数

依据研究视角的不同)组织网络类型包括整体

网和个体网)前者着重&结构'的研究)后者关注&自

我'

+

G

,

)大型工程复杂项目组织网络更多偏重于整体

网)但也关注网络成员的构成
9

图
&

为基于关系的大

型复杂项目组织网络概念模型
9

图
@

!

大型复杂项目组织网络概念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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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组织网络建模的一般步骤为#

%

项目分析

的对象和边界%

&

数据和信息的收集与整理%

'

关

系矩阵的建立%

)

网络变量的计算和分析%

*

结论

和建议
9

根据图论和
4+,

理论)大型复杂项目组织

网络的两个重要参数定义如下#

定义
!

!

组织凝聚力)包括网络密度!

(

"*凝聚

子群!主要是派系")其中

(B

$-

,

!

,

M

&

"

!

&

"

式中#

-

为图中线!路径"的数目%

,

为图中节点!行

动者"的数目
9

定义
"

!

地位和权力)包括程度中心性!

E

A

"*亲

近中心性!

E

6

"和中介性!

E

H

")

E

A

!

(

&

"

B

,

S

!

&

S

!

$

"

式中#

!

&

S

是
%

或
&

的数值)代表行动者
S

是否与
&

有

关系)有取
&

)无则取
%9

E

6

!

(

&

"

B

,

,

S

B

&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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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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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式中#)

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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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为
(

&

与
(

S

之距离

E

H

!

(

&

"

B

,

S*

O

,

S

O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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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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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

S

O

为行动者
S

到达行动者
O

的捷径数%

,

S

O

(

! "

&

为
S

到达
O

包含行动者
(

&

的捷径数
5

以上只是
4+,

中的部分图形化分析方法)但却

是揭示大型复杂项目组织社会网络的关键
9

通过这

些方法既可以对项目组织中的组织单元和联系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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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分析)又可以对组织间社会关系进行整体可视

化分析)方便于理论研究和实践参考
9

以上建模和参

数计算均可以通过
)QC;OM

或
4MT:QM:TO

软件进行
9

#

!

")!)

年上海世博会工程建设项目

组织案例分析

#!!

!

案例背景

作为大型复杂项目)

$%&%

年上海世博会规划控制

范围
#9#G\J

$

)建筑面积
$%%

万
J

$

)总投资近
$%%

亿
9

$%&%

年
<

月前完成所有近
$%%

个建设项目)有
!%%

家

公司*超过
$

万工人和管理人员参与此项建设
9

世博

会已经超出了传统项目的范畴)表现出极强的复杂性

和社会性
9

作为
$%%G

年北京奥运会后中国又一大事

件)受到政府的重视与支持)项目组织模式如下#

!

&

"成立了代表政府的临时性工程建设指挥

部
9

管理人员来自于政府指派*公司借调以及委托的

专业咨询公司)组成集成的项目管理团队
9

!

$

"工程建设指挥部采用强矩阵组织结构模

式)共有
&$

个职能部门和
&$

个项目部)职能部门负

责总体检查*协调和控制)项目部负责项目的实施控

制和现场协调)正式组织结构如图
$

所示
9

图
E

!

上海世博会工程指挥部办公室组织结构图!简化#

A,

B

CE

!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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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2.,T;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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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5,-"

!!

!

!

"项目主承包商*主设计单位和主要咨询单

位为国有大企业)以有利于项目的总体控制
9

鉴于项目和关系的复杂性)本案例仅选取主要

子项目的项目参与单位和管理部门之间的关系作为

研究对象)研究其正式和非正式组织社会网络
9

#!"

!

模型建立

考虑信息的可获取性*有效性以及充分性)本案

例模型#

!

&

"组织关系#主要考虑财团*战略结盟*同一!子"

项目团队*总分包关系*人事隶属关系等组织关系%

!

$

"信息来源#项目规章*组织信息*人员信息*

合同关系*会议制度及专题小组关系等
9

!

!

"关系及取值#如果组织间具有以上关系)则

为
&

)否则为
%9

!

?

"节点#节点为组织)包括承包商*设计*供货

商或咨询等
9

考虑到利益关系)如果指挥部指派*借

调或咨询人员来自于某组织)世博会结束后仍回到

原组织)则将其视为该组织的一个分支机构
9

共选取
"!

个主要组织单元和
&<

个主要子项目

系统)分析相互之间的组织联系)输入
)QC;OM

软件)

结果如图
!

所示
9

图中编码规则为#第
&

位为项目组

织子系统编码)第
$

位为组织属性编码)如
c

代表指

挥部办公室*

,

代表项目管理!监理"公司*

6

代表承

包商*

A

代表设计院等)第
!

和
?

位为流水顺序码
9

#!#

!

组织社会网络分析

在取得项目组织整体资料后更为重要的是测量

个人结构位置或群体结构形态)根据上述资料分析

及
)QC;OM

软件计算结果)分析如下#

!

&

"组织凝聚度

该组织网络密度
(

]%9&G&#

)表明整个组织网

络凝聚度并不高)这主要是由于世博会工程建设采

用的是矩阵组织结构)项目间的联系不紧密所致
9

而

对于凝聚子群中的派系)如果最小团体不少于
<

个

节点)则有
$#

个)如果不少于
G

个)则有
#

个
9

由此

也可说明此项目组织基本以子项目为团体)项目间

组织关系较少)这有利于各项目部的独立运作和绩

效考核
9

!

$

"节点地位和权力

考察标准化后的
E

A

)

E

6

和
E

H

等参数)选取每

项指标最高的前
<

个节点)见表
&9

!

!

"角色分析

图
?

为根据本项目组织的阿基米德矩阵转化的

柱状图)从中可以看出有哪些节点具有相同的职位

或角色)如
&c

系列
9

但从阿基米德距离可以看出)本

项目组织除
&c

系列角色类似外)其他角色类似性并

不高)由此可见本项目组织的结构同型性比较差)也

就是难以实行标准化*规范化管理)这也是大型复杂

项目管理的难点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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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F

!

上海世博会工程建设项目组织整体网络

A,

B

CF

!

+̂

B

.1,Y.0,$1.&?2$&"1"0?$+Q5$+T;

4

$EP@P/2.1

B

2.,-$1#0+)-0,$1

表
@

!

上海世博会工程建设项目组织中心性分析表

H.=C@

!

+̂

B

.1,Y.0,$1-"10+.&,0

8

.1.&

8

#,#$5T;

4

$EP@P/2.1

B

2.,-$1#0+)-0,$1

序号 节点编号
E

A

社会网络 正式结构

E

6

社会网络 正式结构

E

H

社会网络 正式结构

& $6%& ??9<#< $<9%%% #!9??G <!9?GG $&9<"> $9%G#

$ $,%! ?%9$&> $<9%%% <>9G#$ <#9%"G G9$?" #9&"%

! "A%& !G9%?! <9?!< <G9$$G ?!9#%$ "9&%! %9&>%

? <A%& !<9G>% &?9&!% <"9>?% ?>9?$! &%9G&G $9#!$

< &c%$ !"9&!% !?9>G! <"9>?% #%9&!& &%9<!$ >9#G<

# $6%< $"9!?G &!9%?! <>9<%% ?#9"!" !9"&$ %9#&!

> $,%# $!9"&! >9#%" <<9><G ?!9!"# G9G>& %9<>%

!!

注#表中
6

表示承包商%

A

表示设计单位%

c

表示指挥部部门%

,

表示项目管理单位
9

#!$

!

组织社会网络模型和传统正式组织结构模型

下的比较分析

从
!9!

中的社会网络分析可以看出#

!

&

"

$6%&

不管是中心性还是中介性都最高)因

此应保证对该组织的绝对控制)否则该组织可能形

成对信息和知识的垄断)从而使项目经理失去项目

总控的主动权
9

!

$

"

$,%!

也具有较高的中心性和中介性)该组

织属于指挥部总体管理咨询单位)因此有利于其获

取直接*全面的项目信息)有利于项目总体控制
9

!

!

"中心性和中介性较高的单位!

/(̂<

"都包括

设计*咨询和承包单位)这有助于项目的组织与协调
9

!

?

"从角色分析看)大型复杂项目的结构同型

不高)应加强标准化*程序化和制度化管理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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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G

!

上海世博会工程建设项目组织角色分析图

A,

B

CG

!

H+""6"+,'.0,$1.1.&

8

#,#$1$+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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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

中传统正式组织结构模型下和基于社会

网络的组织结构模型计算比较可以看出#

!

&

"从程度中心性!

E

A

"的比较来看)除指挥部

各职能部门!

c

系列"相差不大外)其他有显著差异)

这说明非正式组织关系对项目管理单位!

,

系列"*

设计单位!

A

系列"和承包商!

6

系列"在组织结构中

的位置影响较大)加强非正式关系的管理是必要的
9

!

$

"从亲近中心性!

E

6

"的比较来看)各参建单

位影响并没有显著性差异)这说明扁平化的矩阵式

组织结构有助于缩短组织间关系)其接近于网络化

的的组织结构关系
9

!

!

"从中介性!

E

H

"的比较来看)除指挥部各职

能部门!

c

系列"相差不大外)其他有显著差异)这说

明非正式关系显著增加了参与单位的中介桥梁作

用)加强非正式关系的管理是必要的
9

由于指挥部领

导!如
&c%$

"处于组织结构的高层)其中介性功能受

非正式关系影响较小
9

除对项目组织做小团体*中心性*中介性和角色

分析外)本案例还可利用统计方法及
4̂44

软件对

"!

个组织的社会关系特征做总体分析)以反映群体

组织的规律特征及对大型复杂项目的影响
9

$

!

总结

项目组织无法脱离于人和社会环境而存在)因

此从联系的角度分析项目组织可弥补以往项目管理

方法论的不足)即考虑更多&软性'因素
9

对大型复杂

项目组织而言)其社会性特征更明显)联系更复杂)

因此
4+,

方法有助从非传统项目管理视角研究复

杂性项目管理)对大型复杂项目组织的小团体*中心

性*中介性和角色等的分析不仅有助于研究组织的

地位*作用和关系)也有助于建立基于组织联系的项

目控制方法)提高项目组织绩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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