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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基于项目管理的企业培训管理优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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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正处于社会经济升级转型的关键时期，在这一背景下，各行业竞争激烈，企业也逐步开始重视内部的

培训管理体系建设，各企业试图通过优化企业培训管理制度提升自身行业竞争力，达到增加企业经济效益的目的。基于

此，本文从分析项目管理与企业培训管理的关系入手，探究项目管理要素，并对当前企业培训管理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进行

分析，探究基于项目管理的企业培训管理优化策略，以供相关人员参考。

【关键词】项目管理；企业培训；管理优化

Optimization Analysis of Enterprise Training 
Management Based on Project Management

Xiaoling Tan

Wuyang-honda Motorcycle (Guangzhou) Co., LTD., Guangzhou 511350 , 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 it is in the critical period of social and economic upgrading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is context, the 
competition in various industries is fi erce, and enterprises have gradually begun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nal training 
management system. The enterprises try to enhance their industry competitiveness by optimizing the enterprise training management 
system and achieve the purpose of increasing the economic benefi ts of enterprise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starts with the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ject management and enterprise training management, explores the elements of project management, 
analy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shortcomings of current enterprise training management, and explores the optimization strategy of 
enterprise training management based on project management for the reference of relevant perso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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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伴随着国际经济金融形势的剧烈变革，我国正处于产业升

级、经济转型的变革时期，为适应经济市场的变化，提升行业

技术含量，实现高附加值产业转型，各行各业都十分看重人才

培养工作，加深了对人才队伍建设的关注程度。目前，企业的

培训管理体系建设较为完善，但是还存在一些急需解决的问

题，比如培训系统管理缺乏、培训效果不达预期、培训软件资

源缺失等，因此，实行基于项目管理的企业培训管理优化是加

速企业人才队伍建设、提升企业竞争力的可行路径。

1  项目管理与企业培训管理

1.1项目管理要素

项目管理要素有四点，分别是工作范围、时间、质量及

成本。其中，工作范围是指为了达到项目目的需要完成的

所有工作，一般会以交付物、交付物标准制定工作范围。

如果工作范围定义不清、变化明显，则会出现额外工作

量增加、工作进程受阻等情况。时间主要是指进度计划，

计划不仅仅对项目工作所需时间进行判断和计算，还需要

制定项目的开始和完成时间。成本设计项目全过程实际的

所有费用，包括人力物力两个方面，人工成本、原材料及

设备租金是主要的成本，人力成本不仅花费高，工作量也

难以估算，这也是项目成本计算难度最大的地方。质量是

对项目需求完成程度的衡量标准，一般会通过评价交付物



98

Capital and Market,财经与市场,(6)2023,5
ISSN:2661-3263(Print);2661-3271(Online)

标准的形式定义质量。不同的企业会依据项目管理需求的

不同，对项目管理要素进行补充或修改，结合笔者工作经

验，5W2H项目设计分析法就与现代企业培训管理项目管理

要素需求相吻合。5W2H原则又被称为七问分析法，是从是

什么、为什么、谁、时间、地点、如何做、做到什么程度

等七个角度进行分析和讨论，可以有效弥补工作中的疏

忽，避免项目管理出现遗漏。

1.2基于项目管理的企业培训管理现状

企业培训管理是对培训工作的计划、组织、落实、评估

进行监督管理，确保培训效果与预期相符的控制活动，具

有工作内容复杂、工作量大、质量要求高的特点，且时间

及资金会对培训管理造成一定影响。也就是说，培训管理

也具有项目特性，培训管理具有明确的工作目标和工作独

特性，因为培训项目的目标、受训对象的不同都会导致培

训的方法上出现明显的差异，且培训管理具有唯一性和一

次性，一个培训项目只针对一个培训群体有培训作用，时

间、费用也会对培训管理造成一定约束和限制。当前，企

业培训还存在一定问题和疏漏，其中最明显的就是企业培

训工作缺乏系统管理，造成培训质量不稳定、培训效果不

达预期等问题。据调查，培训质量不达标问题频发，且近

几年呈明显递增趋势，通过分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

影响因素。第一，培训管理工作流程不规范，这就会导致

管理工作开展困难，管理范围不清晰等问题。第二，项目

组织构架制定不合理，培训需求分析不到位，既往的培训

目标都是由业务部门直接商定的，这就常常会出现培训目

标与企业发展方向不符、与员工实际工作不符等情况，且

人力资源部门直接进行员工培训的方式也无法真正培养出

符合部门要求的相关人才。第三，关键流程管控不到位。

在员工培训中，企业往往只注重培训目标的合理性，对培

训方法的可行性缺少评估，且内部培训部门的师资质量参

差不齐，培训员工时常会出现缺乏实践经验等问题，培训

的时间和时长也会对培训效果造成一定影响。第四，评估

方法不够完善。目前，二级评估机制依旧是最常用的评估

办法，这种形式虽然可以完成评估工作，但是评估结果常

会出现误差。

2  基于项目管理的企业培训管理优化策略

2.1优化培训管理流程

企业培训管理工作是以培训运作流程为基础展开作业

的，也就是说，流程的合理性和科学性直接影响着企业培

训管理工作质量，通常情况下，一个规范的、系统的培训

运作流程是一个完整的闭环，共有启动、规划、实施、管

控、结尾五大项目管理阶段，而在现代企业培训管理体系

中，一般会将培训流程划分成培训需求分析、制定培训计

划、培训过程监管以及培训质量评估等四个方面，因此，

为实现基于项目管理的企业培训管理，应对培训管理流程

进行优化。首先，企业应进行充分的培训需求分析。在此

环节，企业应转变培训运作理念，摒弃一人冲锋、独挑大

梁的工作方式，而是建立以企业管理层、人力资源部门以

及业务工作部门三者为核心的项目小组，针对企业发展战

略布局、培训任务分析、提升员工综合素养等需求设立科

学的培训目标。其次，应总揽全局，进行培训计划系统设

计。培训工作是按照培训计划进行的，因此，优化培训计

划是提升培训质量、加速培训工作效率的关键因素。为

此，企业应对原有培训计划进行分析，并增加培训质量计

划、风险防范等方面的考量，从而从整体上摆正培训工作

方向，规范培训行为。最后，应建立专门的监管小组，加

大培训监管力度，并对最终的培训质量进行评估分析。在

以往的企业培训管理体系中，往往会缺少监管环节，这就

意味着培训工作的不可控性、风险性得不到有效控制。因

此，基于项目管理的培训管理体系建设上，应该建立监管

小组，对培训内容、质量、过程、成果进行全方面的监督

管理，以此提升培训工作的有效性和科学性。

2.2完善项目组织构架

培训效果是衡量培训工作质量，评价培训工作完成度

的直接反映，因此，要实现基于项目管理的企业培训管理

优化，还应从项目管理角度入手，对项目组织构架进行梳

理，对培训质量、培训目标、培训职责进行综合考量，并

找出不合适、不规范的地方，及时进行改正和修补。比

如，可以将原有的组织构架朝着矩阵型方向转变，这样展

开工作:建立以培训项目为主、其他工作部门为辅的组织构

架，让项目利益所涉及的部门均参与到培训工作中去，并

整合多部门意见和建议，明确各个部门相应的培训责任，

以此增加部门之间的协调性，共同促进企业培训管理的建

设和发展。以大型培训项目为例，在项目开始前，企业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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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组建培训团队，设立人力资源部教育专员，以人力资源部

门为团队核心，下设内训师、相关业务部门主管、外部培训

机构项目经理，建立矩阵型项目组织构架。其中，相关业务

部门主管分管培训对象，外部培训机构项目经理负责项目调

研与开发、课程实施两个方面的培训工作。这种方式可以使

培训构架更清晰、更简单，为项目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坚实的

保障基础。

2.3增强关键流程管控

基于项目管理的企业培训管理体系需要企业人力资源部

门、项目业务部门、外部课程供应商的共同建设，因此，三

方应在培训开始前展开充分的沟通和交流，以此确保培训课

栈与企业发展相符，实行针对性的培训方案。比如在对某一

项目进行培训管理优化时，项目业务部门应先出具书面培训

需求报告，并提交至企业人力资源部门，由人力资源部门对

需求的真实性。项目特点、项目范围进行调查和分析，并完

成项目团队组建工作，最后再由项目经理制定相应的项目需

求说明书。说明书的内容应完备、详细，需要对项目背景及

目标、培训工作成果、培训资源要求、项目风险情况进行陈

述解释。在培训计划阶段，培训负责人应围绕培训目标、培

训需求、培训质量三个方面制定培训计划，设计培训课程，

并书写培训质量保证方案，制定相应的监控措施，为培训工

作的顺利进行作出铺垫。在培训执行阶段，需要注意两个方

面的管理工作。其一，项目里程碑事件发生后，项目经理应

立即书写评审报告，并将评审报告送至人力资源部门，由人

力资源部门进行留档备案。评审报告应涉及项目成果概述、

项目状态评估、下阶段里程碑事件、项目进行遇见的困难及

解决方案等。其二，在项目执行阶段，各部门应及时进行沟

通，围绕项目执行进度、项目执行过程进行讨论和分析，及

时发现项目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风险。

2.4实行培训管理评估

培训管理评估阶段也是基于项目管理的企业培训管理的

关键环节，除了成熟的二级评估机制外，企业还应该增加行

为、业绩评价，即由项目经理和工作人员、业务部门领导进

行综合的行为、业绩评价，建立与矩阵式组织构架相对应的

评估机制。一方面，项目经理对培训的目标、质量、过程

都十分了解，可以提出较为客观、理性的评价结果。另一方

面，工作人员自评、业务部门领导也是衡量培训质量的重要

环节，可以完善评估结果，增加评估结果的真实性和准确

性。评估过后，培训项目经理还需要书写项目终审报告，项

目发起人也应在终审报告中填写评审意见和建议。

3  结论

综上所述，基于项目管理的企业培训管理体系可以满足

现代企业经营管理需要，是提升人才专业能力、完善企业培

训管理、促进企业良好健康发展的可行路径。为此，企业应

优化项目运作流程，根据项目需要和企业发展方向及时调整

培训管理体系，确保企业培训与员工实际工作相匹配，同

时，企业还应该制定合理的项目质量计划，加强项目沟通，

并于项目运营潜在的风险作出应急预案，以此达到强化培训

管控、提升项目质量的目的，从而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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