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管理之工作分解结构(WBS) 

 

 
 

1．概述 

1．1 定义 

工作分解结构是将项目的可交付物和活动按照其内在的逻辑结构

或实施的过程顺序进行逐层分解而形成的结构图。从这个定义，我们

可以分析出如下的内容： 

●分解的可选角度有两个：按可交付物分解和按活动分解。按可

交付物分解而得到的产出物用于进行项目范围确认，以及建立项目验

收标准；按活动分解而得到的产出物用于项目时间管理部分的活动定

义。 

●工作分解结构是一张树型结构的逻辑示意图。 

●通过对项目范围说明书的分解，会得到不同详细程度的工作分

解结构。 

工作分解结构是一种工作分解技术，是项目在不同细节水平上的

概述或描述，它将为项目范围确认和项目活动定义提供支持。 

 

1．2 工作分解结构的意义 

化繁为简，将项目分解到易于管理和控制的程度，并为后续的工

作，包括：项目范围确认，项目进度控制，项目质量控制，项目成本



控制，人员的安排等方面提供有力的支持。这就是制定工作分解结构

的目的。如下图所示： 

 

 

 

 

2．制定工作分解结构 

2．1 工作包 

工作包是进行工作分解结构的最终产物。它是一系列相关工作或

任务的集合，它位于工作分解结构的最底层，是易于被项目组成员所

掌控的事物。它同时也是进行后续项目管理工作的基础和依据，所有

的进度计划，质量管理计划，成本计划，人员安排都是以它为基础而

进行的，它是开展项目管理的最小单位。 



在进行工作结构分解，产生一系列工作包的时候，我们可以参考

如下原则： 

●工作包是独立地可交付单元，它应该是明确的，唯一的。 

●工作包中的工作任务应该能够明确地落实到某个组织或个人。 

●工作包的生命周期应该是最短的。 

●明确工作包与其他工作包的关系。 

●工作包能够确定实际的成本预算，人力和资源的需求。 

●工作包中的大多数工作任务对项目组中相同类型的人员应该具

有适应性。 

2．2 关键要素 

在上一节里介绍了在产生工作包时应该注意或参照的一些原则，

也就是说，这些原在在生产工作包的时候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那么，

当一系列工作包被分解出来以后，项目组应该如何处理这些工作包，

或者说，项目组拿到这些工作包以后，接下来需要做哪些工作呢？ 

建议如下： 

●内容或活动过程描述。根据项目范围说明书，对每一个工作

包进行描述，表明工作包的性质。 



●分配责任人。指明相关的组织和个人对工作包的任务负责。

即：由他们来完成这个工作包的任务。 

●确定工作包的生命周期。即：确定工作包的开始时间和结束

时间。 

●依据工作包制定相关计划或分配必须的资源。如：为每个工

作包制定进度计划，成本估计，质量管理计划等。 

2．3 工作分解结构与里程碑 

在工作分解结构的单元（工作包，或者是工作分解结构的某个

中间层）完成的时候，都会产出一系列的可交付成果。同时，根

据项目的实际情况，项目组可以将这个工作单元与一个里程碑关

联起来。 

里程碑标志着某个成果或者阶段工作的完成。通常，里程碑是

和可交付成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达到里程碑的时候，项目组

成员可以对项目进行总结，反思。如果发现问题，可以采取必要

的补救措施。里程碑的存在能够使项目组的目标比较专一，与项

目的主要目标和可交付成果相比，里程碑的实现更加容易和可控，

能够减少项目风险。 

根据工作分解结构，在项目运行过程中的某个时间点社顶里程

碑是有意义的。 



2．4 制定工作分解结构的思维过程 

2．4．1 概述 

在 2.4 这一节里，将会详细的讲述如何指定工作分解结构这一问

题。首先，让我们先仔细阅读下面的阐述。 

在项目管理方面，我们已经拥有了前人为我们总结的一系列的理

论、知识、技巧。然后，项目管理是一门重视实践的学科，项目经理

是干出来的。仅仅熟读几本项目管理方面的书是不会成为一名合格的

项目经理的。合格的项目经理是理论结合实际，长期锻炼的产物。因

此，同样道理，在制定工作分解结构方面，我们没有一种一试百灵的

方法，没有一种让我们可以直接套用的模式、结构或者公式。没有一

种这样的东西，让我们一但得到它就能简单地制作出工作分解结构。

我们拥有的是前人给我们总结的一些理论，知识，技能和一些原则。

然后，这些东西还不是足够地。这些理论，知识，技巧还需要结合项

目的实际情况，经过仔细地思考，才能创造出满意的工作分解结构。

因此，可以这样来说，制作工作分解结构地过程，也就是项目管理人

员利用已有的理论，知识，技巧结合项目实际情况进行权衡，取舍，

思考的这一个过程。而学会制作工作分解结构的这一过程，也就是学

会如何进行思考的这一个过程。这里重点在于如何思考，如何去分析

问题。最终，我们达到的目标就是：形成自己的风格，形成自己的东

西。其实，我们学习项目管理，也就是在改变我们原来的自发的思维

方式，学习作事情的方式、方式而已。 



接下来，我们将结合项目管理的方法，理论，知识，技巧和一些

原则，从思维的角度来介绍如何制作工作分解结构。这将会设计到思

考问题的顺序，看问题的角度，分析问题所把握的深度，做事情的方

式、方法，以及一些常用原则。 

2．4．2 分解步骤 

在制作工作分解结构的时候，有两个输入。他们分别是： 

●详细地项目范围说明书。我们就是要将范围说明书中所描述地

项目目标以分解图形的方式表达出来。它相当于这一工作步骤的原材

料。这里的详细范围说明书可能是某个项目的整体描述，也可能仅仅

是一个工作包的描述。 

●项目范围管理计划。它是一个指南。项目范围管理计划里面列

出了项目管理者的一些规范，要求，在制作工作分解结构的时候，项

目组成员需要遵循它。 

首先，让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流程图： 



 

接下来，根据管理者所站的层次，决定分解的深度。确定分解

的层次深度这一知识将在 2.4.4 节进行详细讲述；然后，就开始进行

项目目标的分解。关于分解的基准和角度，将在 2.4.3 节讲述；分解

的方法，将在 2.4.5 节讲述；最后，得到了本次分解工作所需要的工

作分解结构图，并依据工作包进行职责分配，以及进行相关的过程控

制。 



在进行职责分配以后，接手这个工作包的组织或个人，根据项

目的实际情况，可以对这个工作包继续进行分解，直到得到能够掌控

的工作包。如图中的循环部分。 

2．4．3 分解基准 

在这一节里，我们讲述这样一个问题，棉队详细的项目范围说明

书，我们应该如何下手，从什么角度来看问题，按什么样的标准来进

行分解。 

对于一个项目系统来说，存在多种分解方式，常用的分解方式描

述如下： 

●按照项目的组织结构进行分解。 

●按照项目范围的构成进行分解。即：根据一级交付物，二级交

付物„进行分解。 

●按照项目的实施阶段进行分解。 

在进行项目目标分解的时候，需要将项目的进程，范围，组织这

三种结构形式综合考虑。实际上，在创建工作分解结构的时候，就是

这三种方式的混合使用。比如：工作分解结构的第一层是按组织结构

进行分解，而一层可能就是按照项目的范围今昔功能分解。具体情况

看参照下图： 

 



 

在制定工作分解结构的时候，应采用何种方式进行分解，需要

结合项目的实际情况而定。而在决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参考

如下要素： 

●采用哪一种方式会更有意义？ 

●如何将生成的工作包分配给组织或个人？ 

●如何去实现这个工作包？ 

也就是说，我们采用了一种分解标准分解出工作包以后，这个

工作包是可以被分配地，并且是能够被完成地。 

2．4．4 分解的详细程度 

在这一节里，我们主要讨论的是一个“度”的问题。在建立工作分

解结构的时候，需要将项目的目标分解到什么程度才算合理呢？ 



实际上，在建立一个工作分解结构的时候，并没有一个标准的模式，也

不存在一个标准的详细程度，一切都需要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而定 

 

首先，对工作分解结构的详细程度起到影响作用的第一个因素是：管理

者所站的高度。项目的工作分解结构，尤其是大型项目，它不是由一个项目

管理人员来制定地，它是由不同层次的管理人员相互协作，共同制定地。制

定这个工作分解结构的具体流程如下图： 

 

接下来，为了更加详细地说明这个问题，我们来看下面的表格： 

                   层 描述 目的 

              

管理层 

             

1 总项目 工作授权和解除  

2 子项目 预算编制 

3 任务 进度计划 

              

技术层 

             

4 子任务 

内部控制 

5 工作包 

 

由上，我们可以看出，管理者所站的层次越高，那么由他所分解

出来的工作分解结构的详细程度就越低；反之，管理者所站的层次越

低，那么由他所分解出来的工作分解结构的详细程度就越高。因为，

越接近底层，就越接近具体实施，就要求分解的程序更详细。 

其次，对工作分解结构的详细程度起到影响的二个因素是：分解

出来的工作包是否可控。如果可控，则实现之；如果不可控，则继续



分解，直到可以被项目组成员完全掌握。需要关注的是，分解出来的

工作包的大小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这里有一个原则：8-80 原则。

也就是说，这个工作包最少需要 8 个小时完成，最多完成时间不要超

过 80个小时。在计量项目时间进度的时候，可以以天为单位来计算，

而一些大的项目则以周为单位。 

另外，在整个制作工作分解结构的过程中，需要生成一些配套文

件，这些配套文件需要和工作分解结构一起使用。这些文件称为：工

作分解结构词汇表。工作分解结构词汇表的主要内容有： 

●工作说明，负责人。 

●进度里程碑清单。 

●质量要求，计划活动，资源和费用估算等。 

●其他。 

2．4．5 分解的方法 

在进行工作结构分解的时候，有如下四种方法可以使用。 

●自上而下法。即：先从总体考虑，然后逐层分解，知道底层。 

●自下而上法。即：先从底层考虑，然后不断归纳。 

●两者混合。对前面两种方法结合使用。 

●模板法。在组织过程资产中寻找相关类型的模板，然后使用。 

2．4．6 分解的基本原则 

   在制定工作分解结构的时候，存在一些需要主要的事项或原则，如

下： 

●一项任务只能在工作分解结构中出现一次。 



●某一级别的工作任务应该是下一级别的工作任务之和。 

●工作分解结构的底层应该支持计划和控制。 

●工作分解结构中的每一项任务必须有人负责，且只有一个人负责，

尽管实际有多人参与。 

●尽量使项目团队中的成员都参与工作分解结构的制定。 

●工作分解结构并非一成不变，项目范围的变更会对它产生影响。 

 

由上图可以看出，在拿到整个项目的范围说明书以后，项目的高层管

理人员将项目分解成几个子项目，然后对这些子项目进行职责分配，

由处于下一个级别的管理人员对这些子项目负责。当下一个级别的管



理人员接收到任务以后，继续对他们手中的子项目进行分解，将这个

子项目分解成一系列的子任务，然后进行职责分配。按此规则进行循

环（项目越大，这种循环的次数就约多），直到获得一系列的工作包，

并由项目组成员对其进行实现。当然，这些工作包是可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