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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Plan Management of WZ16

计
划管理是项目管理的九大知

识体系之一，是确保项目成

功的基础。中国航发东安在

WZ16 发动机产品的研制过程中，根据

项目目标，建立了三级项目计划体系，

并辅之以各类行动计划和专题计划。项

目计划的实施过程也是完成整个项目任

务的过程，在计划管理过程中开发了大

量的工具对计划加以管理，通过对资源

的合理分配和对生产进度的详细安排，

做到快速响应、以满足客户需求。

建立三级计划管理体系
为适应与国际先进企业管理的对接,

中国航发东安WZ 16发动机项目计划

管理体系分为三个层次 ：战略层，指

总体计划，即第一级计划 ；管理层，

指分项计划，即第二级计划；执行层，

包含第三级计划、行动计划、专题计

划。项目的第一级、第二级、第三级

计划，全部以合同和双方合作执行委

员会的决策为依据，工作目标均指向

项目的最终完成，取得型号合格证。

对于第一级总体计划，如图1所示，

涡轴16（WZ16）发动机项目涉及中法两国多个利益相关方，而中法两国的语言、文化、理念均有较大差异，

且利益相关方的诉求也各不相同，决定了项目的沟通和协调非常复杂。通过WZ16发动机产品研制计划管理，

建立起良好的沟通机制，有助于各方有效交流、分工协作、化解分歧、达成共识，使决策更加合理、有效，

实现共同愿ఀ。

图1  图示化的WZ16项目第一级计划（2013—2015）



64 菔瑟⸓⸂�*�"FSPTQBDF�1PXFS��������䎃�痦�劍

嶴鲶��고湡盗椚аWZ16 Project Management

做到了全员了解，保证了全体成员目

标明确。第二级、第三级计划则是谁

执行、谁编制、谁维护，提高了计划

的可执行性，避免了“拍脑门”计划

无法落实 ；专家参与计划评审，有效

保证了计划的合理性 ；通过实行过程

预警和补救计划的实施，加强了计划

控制。

项目计划中制造计划是重点，

执行层面的第三级计划直接指导具体

工作，在制造的具体工作未进行之前，

由专人结合工艺流程，分析制订详细

全面的实施网络计划，内容包括设计

图样状态、工艺规程、工装准备、设

备能力、工艺攻关难点、特种工艺认

证、生产加工、原材料及组合件采购、

首件鉴定等。对这些方面进行详细分

析，计划的最终确认由设计、工艺、

质量、生产和采购的相关负责人共同

完成。因此，编制成的第三级计划涉

及到了制造全过程的各个环节，落实

到每个制造工序，明确了人员、设备、

物料、加工方法、环境、测量等各个

要素。同时，项目计划明确了每项工

作的责任者和资源，有利于责任落实

和资源调配。在项目计划制订过程中，

通过计划评审保证计划的合理性。在

计划跟踪方面，各级计划设专人进行

追踪，定期汇总、通报。计划执行前

须识别过程中的风险，以便尽早采取

预防或纠正措施。在执行过程中对计

划工作进行细微化管理考核，并制

定、完善考核制度以保证计划的有效

运行。在执行过程中,定期根据实际

生产中出现的偏离情况做出相应的调

整，制订补救计划，2012年共编制和

调整项目第三级计划6次，保证了计

划的有效性和可执行性。图2为采用

Project软件编制而成的第三级计划样

例。

为加强对项目研制计划之外的

项目工作的管理，中国航发东安在

原有“拉条挂账”管理方式的基础上，

借鉴国际合作通用的做法，实施“行

动计划”管理。行动计划主要针对

临时决定的一次性工作，每项行动

均落实了责任人、标的物、完成时

间三要素，在每周例会上检查、更

新行动计划，用不同颜色区分完成、

进行中和拖期等不同状态，使相关

行动项得以有效落实和跟踪，保障

了各项临时性工作顺利开展，行动

计划的样例如图 3 所示。

在项目的实施和推进过程中，

以第三级计划、行动计划为主线，

辅之以项目专题计划。专题计划是

基于风险管理和根据适时出现的管

控活动的要求而制订的各类专题管

理计划。例如，压气机关键件回流

器内流道的测头问题，针对内流道

测量制订了多种方案，按不同方案

须进行相应测头的设计制造工作。

相关工作组立刻针对该问题制订了

专题计划，如图 4 所示。落实专项内

图2  附件机匣第三级计划

图3  项目行动计划样例 图4  回流器内流道测头专题计划

任务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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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工序按计划进行，红色代表工

序拖期，绿色代表提前按计划完成，

橘色横线代表最终节点。该图可以

直观地反映出需要重点关注的工序，

或计划不合理的工序，以便调节和

掌控。

在计划追踪方面，中国航发东

安采用投产 / 完成生产来绘制柱状图

对制造进展进行追踪。如图 6 所示，

红色曲线代表计划投产数量，蓝色

曲线表示计划通过首件鉴定的数量，

红色柱状图表示实际投产数量，蓝

色柱状图表示实际通过首件鉴定的

数量（其中零件于 2012 年年底均已

完成制造）。计划曲线为 2013 年 3 月

经赛峰直升机发动机公司和中国航

发东安双方共同确认的计划版本，

柱状图为每周统计的实际情况。该

图能清ఀ地反映出实际与计划的偏

离程度，以便及时预警和采取相应

的补救措施。

此外，中国航发东安在 WZ16 项

目中还采用红旗程序和停产通知单

对关键重要零件和影响生产的重要

问题进行预警。实现了出现问题单

位和责任单位之间的直线沟通，提

高解决问题的效率。

建立风险防范机制
项目除了在立项前进行全面的风险

识别，在管理过程中还进行了全面

风险分析和制造风险分析。识别方

法以头脑风暴法、计划检查法、交

谈沟通为主，辅之以核对表分析、

图解技术、专家判断等方法。

风险识别完成后风险项目将列

入风险管理矩阵进行追踪、管理，

并由项目团队根据风险矩阵对风险

项目进行必要的分析并明确初步解

决措施、责任、时间节点。

图5  民机与科研分厂整体件号进展表

图6  投产/完成生产柱状图

容，明确时间节点和负责人，经过

两轮的完善，最终将问题归零。整

个过程均有计划、有落实、有监控、

有反馈，形成闭环管理。

应用多种计划监控工具
计划执行与控制是计划管理的关键环

节，在计划管理过程中，中国航发东

安还开发了大量的工具对计划加以管

理，建立有效的计划控制机制，收到

了良好的效果。WZ16项目用第三级

计划、生产进度表、停产通知单、红

旗程序、每周投产/完成生产绘制柱

状图等工具对生产状态实时监控，对

偏离计划的零件及时查明原因，并采

取相应措施，以保证生产顺利进行，

任务按节点交付。

为了更好地指导现场工作，制

订的第三级工作计划、单件生产进

度表等工具真正深入应用到了生产

现场的示板上，使工人和现场管理

者对产品进展状态和存在的问题一

目了然，以便管理者对制造信息实

时掌控，提高了问题的解决效率。

图 5 为 民 机 与 科 研 分 厂 全 部

WZ16 零件的按计划进展情况，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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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所示的是项目最紧张的工

业 化 阶 段（2012 年 9 月 28 日 —12 月

19 日）的零件拖期件号数和对应的

拖期天数曲线图，图示显示少数零

件所占的拖期天数较多，体现出了

经济学中的“二八”原则，是关注

的重点。

对于高交付风险零件，采用红

旗程序管理，但抓大不放小。具体

执行为 ：给予高风险零件高的优先

级别 ；确保完成零件在到达某工序

前的所有准备工作，该道工序结束

后立即被转移到下道工序 ；每天检

查工作现场以确保红旗程序得到有

效的执行 ；继续执行直至该零件加

工完成或者风险已被成功消除。

统一计划沟通管理
计划的过程沟通和执行监督是计划

管理的重要工作，生产协同系统构

建了项目信息平台，实现了信息共

享 ；借鉴了赛峰直升机发动机公司

的协调函模式，在项目中推行内部

协调函，保证了项目信息的有序传

递和可追溯 ；通过多层级多对象的

会议保证了项目的沟通效率。      

会议也是项目沟通有效的传递

手段。WZ16 项目定义了多层级的会

议沟通机制，在生产计划管理方面，

通过定期召开生产计划和进度沟通

会议，共享项目进展、识别重大风险、

制定解决措施，以保障项目按计划

目标进行。如每周召开 1 次副总经理

会（VP 会议），由赛峰直升机发动

机公司项目管理副总裁与中国航发

东安主管产品研发的副总经理参加，

总结制造进展，协商重大制造问题。

这些直接沟通机制也加深了双方高

层的互信，有利于项目的顺利开展；

工作组会议（MWG 会议），由中国

航发东安和赛峰直升机发动机公司

制造经理、相关主管人员参加并讨

论本周双方项目进展情况，协商需

双方共同解决的问题等 ；每两个月

召开一次的制造状态回顾会（ISM 会

议），由中国航发东安和赛峰直升机

发动机公司项目经理、各业务域经

理和相关主管人员参加，回顾制造

进展、制定风险应对措施、修正项

目里程碑节点等 ；每天召开的现场

工作会，由中国航发东安制造管理

人员和赛峰直升机发动机公司驻场

代表参加。每次会议都形成会议纪

要，各方签字确认。同时，会议纪

要要明确各项会议决议的行动计划、

责任方（人）、完成时间等，纳入项

目行动计划进行管理，会议纪要以

各方约定格式进行规范编号，便于

存档、查阅。保障了沟通的有效性

并加强了计划的严肃性。

细化计划考核范围
WZ16 发动机项目经理对项目成员和

其所在单位同时拥有考核权。生产

管理部门对生产单位和协作单位进

行考核，考核的依据为项目第三级

计划、专项计划和行动计划。其中

第三级计划考核到工序级计划执行

情况。在项目进展关键阶段，通过

日报的方式在项目成员范围内对当

日完成情况和风险进行通报，并制

定行动措施督促执行。

在项目计划管理过程中通过利

用多种工具对项目的执行过程进行

预估、监控、考核和评价，实现了

零件准时交付率和项目总体节点完

成率的提高。

结束语
WZ16 发动机项目计划是项目所有活

动的指南，贯穿于项目管理的始终，

它是一个由宏观到微观、由粗到细、

逐渐分解、逐渐细化的过程。通过

高度重视计划、严格执行计划，当

项目实施出现偏离时及时制定措施、

修正行动，使项目计划始终处于受

控状态，才能使项目始终沿着既定

的轨道运转，也只有这样，才能最

终实现项目目标。                   

（刘玉萍，中国航发东安，中级

经济师，主要从事航空发动机生产

管理和生产信息化推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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