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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将过程管理技术引人到实验室管理中 ，能更有效地利用教学资源 ，提高教学服务 的水平和质量。但同样存在风 

险 ，实施过程管理的组织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 ，还要注意执行过程管理的组织其体制因素、个人的心理素质 因素及领导决策能力 

等多种因素对实施效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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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troduce the process managern∞ t to laboratory could raising the quality of service and res0urc utilization ratio． It has 

risk too．The organ ization  must possess essential condition．W 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unfavorable effects by the system of organ iza— 

tion-the physiology factor and the ability of l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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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 多人在谈到 “过程管理”时 自然就会联想 到企 

业 。过程管理是企 业特 别 是现代 大 型企业充 分利 用 

资源 、提 高生产 效率 、增 强竞 争 力 的有 效手段 ，它 同 

样适 合其他类 型的行业 。笔者作 为一名高校实验室 

的管理人员 。深刻地体会 到 ，将过程管理 的思想 和方 

法引入到实验 室(特别 是大型的教学服务型实验室 ) 

管理 中 ，能更有效地利 用教学 资源 、充分 调动人员 的 

积极性 、提高教学 服务 的水 平和质量 。 目前 ，我 国关 

于高校实验室 过程 管理 的研 究 刚刚起步 ，本 文将 提 

出若 干 观 点 及 方 法 供 大 家 共 同 探讨 。 

一

、过程管理的含义 

所谓 过程就 是一 系列 事先定 义好 的、受一定 条 

件 约束的活动 ，通过 这种 活 动可将 输入按 照预期 的 

目标转化为输 出 。人类 的绝大多数活动 和操作均可 

作为过程对待 。 比如教学行为就是将各种 教学 资源 

作为输入 ，将学 生作 为输 出 的一个 过程 。为 了更好 

地实现组织的职能 。管理者必须定义 、管理若 干相互 

联 系的过程 。系统地 、科学地识别 和管理组织 中所运 

用的各种过程 ，将 复杂 、烦琐 的系统简化成若 干清晰 

和便于操作过程 。尤其 注重过程之间 的接 口，这就是 

过程 管理 。过程 管理 追 求 的 目标 是 充 分 地利 用 资 

源 ，最有 效地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 ，及时准确地克服 

不利 因素 ，求得相对高质的管理效果 。 

过 程管理方 法 中包 含两个 核心 元素 ：即输 入 和 

接 口。通 常 情 况 下 输 入 可 分 为 静 态 和 动 态 两 种 形 

式 ，静态输入是指不包 含 人为 因素 的输入 (如设 备 、 

资金等)，动态输入是指有人为参与 的输入 。过程管 

理更侧重于对动态输入 的控制 。在包含若 干过程 的 

复杂系统 中，一个 过程 的输 出往往 将直 接形 成 另一 

个过程 的输入 ，输 出与输入的连接部分被称 为接 口。 

国际 标 准 化 组 织 制 定 的质 量 管 理 体 系 标 准 

ISO0000中八 项 管 理 原 则 之 一 就 是 过 程 管 理 ，与 

1994版 ISO9000不 同 的 是 ，ISo9000／2000更 强 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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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各过程之 间接 口的控制 ，以这种模 式设计的过程 ， 

不但便于审核 ，更便 于操作者 的使 用 (见图 1)。 

制度f 
l 

图 1 过程的定义 

二、过程管理实施的条件 

在 20世纪 80年代 ，由著名 的哈 默教授等人 提 

出 的 业 务 过 程 重 组 (BPR)管 理 理 论 在 美 国 风靡 一 段 

时间之后 ，人们逐渐发 现能有效实行 BPR的企业太 

少 ，且风险 太大 。成 功 的实 例仅 有柯 达 公 司 、IBM 

信贷公 司 、福特汽 车公 司等 。评论者们认为 ，哈默教 

授 的业务过程 重组 太绝对 化 了，他把过 程重 组看成 

是企业 唯一 的改进途径 ，排斥小改小革 ，也排斥 原有 

行之有效 的管理 方法 。有鉴 于此 ，很 多学者 对 哈默 

教 授 的业 务 过 程 重 组 理 论 进 行 了 改 进 ，提 出 了过 程 

管 理 (process management)理论 和方 法 ，并 已在 美 

国 、菲律宾 和泰 国等 国家 的企业 中开展 了实施 和应 

用 ，取得 了好 的成 效 J。 ISO9000已将 过 程 管理 纳 

入其八大管理 原则之一 。 

从理 论上说 ，作为 通用 的质量体 系管理标 准 的 

过程管理 可适 用 于各类 组织 ，不 受组 织类 型、规 模 、 

专业范 围或 技术活动领域 的影 响和限制 。但事实 上 

并非完全如 此。过 程管 理强 调思 维 的逻辑 性 、控制 

的精 确性 、管理 的细 节化 、实施 的连续性 、整 体 的一 

致性 以及协作 精神 ，这 些 特点使 过程 管理 技术能 在 

很 多企业 成功应用 ，特别是在大 型的生产 型企业 ，近 

年 来实施 过程管理 的成 功案例基本上都集 中在这类 

组织 。同时 ，一些 组 织在 实施 过程 管理 时却遇 到人 

为阻力大 、投人大 收益 小 、效率 降低 等现象 ，最 终导 

致过程管理 的失败 ，其 根本 原因是 ，他们不具备实施 

过程管理 的条件 。经过对 成 功与 失败案 例 的分 析 ， 

我们认为 ，过程管理 的实施必须在管理体制 、生产规 

模 、工作性质 三方 面具备 一定 的条 件 。在 管理体 制 

方 面 ，必须是一 个独 立 的、分 工 明确 和精 简 的组织 ， 

决策者应具有绝对权威 ，能决定组织 内部一切 事务 。 

否则 ，将 可能出现无法控制 的过程 和接 口；过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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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一 个 很 大 的 系 统 工 程 ，实 施 的 前 期 投 人 大 ，执 行 过  

程 中的监控成本 高 ，如果组 织的生产规模小 、生产 流 

程简单 ，这样 的高投入有 点得 不偿 失 ；过程管理强调 

的是不 折不 扣地执 行制度 ，不 可否认 ，这 一定程度上 

会 影 响 到 员 工创 造 力 的发 挥 。对 于那 些 结 构 相 对 松 

散且工作性质 以创造 性思 维为 主 的组织 ，过 程 管理 

的效果 并不理想。 

过程管理成功实施 的案例大 多集 中在大型 的生 

产型企业 ，能否将 其引入 到 高校 的实验 室是 本 文讨 

论 的重 点。 目前 ，高校 的实验 室 大致 可分 为三 种类 

型 ：研 究 型 、开 发 型 、教 学 服 务 型 。 前 两 种 类 型 的 实 

验 室 一 般 都 有 人 员 结 构 松 散 、管 理 多 重 化 等 特 点 ，在 

这 两 类 实 验 室 实 行 过 程 管 理 的难 度 较 大 。教 学 服 务 

型实验室主要是为 实践 教学服 务 ，一般都 具 有工作 

量大 、工作 内容繁杂 、服务对象 广泛 、重 复性 工作多 、 

人员 结构稳 定 、人 员 归 属单 一 等 特 点 ，这 些 特 点 表 

明 ，在大型的教学服务 型 实验 室实 行过 程管 理是 有 

必 要 且 可行 的 。 

三、实验室过程管理 

在未引入 过程管 理技 术之前 ，很 多实 验室 也结 

合实 际情 况采用 一些 简捷 实用 的管 理措 施 ，比如在 

20世 纪 90年代 在 我 国推行 的事 务 流 程化 管 理 技 

术。它虽 然 有较 强 的实 用性 ，但 普遍 不 够 系 统化 。 

事务 流 程化 管 理 往 往 着 眼 于 单 个 过 程 ，缺 乏 对 全 局 

的通盘考虑 ，不 太注重过程 与过程之 间的接 口 ，缺乏 

对过程执行 的诊断 和维 护 ，当系统过 于复杂 ，可能会 

因为过程不 可控制 导致执行 的失败 。 

图 2 总体的工作流程图 

过程管理一般应包括过程描 述 、过程设 计 、过程 

诊 断 、过程 实 施 和 过 程 维 护 五 个 部 分  。不 同 的 组 

织在实施过程管理 时总是根据 自身 的特 点设计 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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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方案 ，绝不要指望有一个 现成的方案可供使用 。 

笔者所在单位 是一个 每年 教学 工作 量达 60万人 学 

时 的大型教 学服务型实验室 ，在实施过程管理 时 ，首 

先 由单位总负 责人依 据单 位 所承 担教学 任务 、现 有 

的各种 资源 以及最终 的教 学 目标设计 出总体 的工作 

流程 (如 图 2所示 )，各执行 部 门根据 总 体方案设 计 

具体 的子 过程 以及检 验标 准 。方 案汇 总后 ，再 由总 

负 责人组织人员进行讨论 、修改 ，并协调各过程之 间 

的接 口，最 后交 由各部 门实施 。在实施过程 中，部 门 

负 责人负责对执行 情 况进 行记 录 、监 控 、考 核 ，及 时 

发现存在 的问题 ，以便 对 方案进 行修 改 。每学 期结 

束时 ，还要依据学校组 织的教学检查结果 、学生和教 

师反馈 的意见对 方 案重新 评定 ，尽 量 使方案 趋 于合 

理 和完善 。 

在 实验室 的过程管理 中应 注意 以下几个问题 ： 

第一 ，总体 工作流程应尽 可能包 含所有 内容 ，保 

证 实验室各部 门工作流程的一致性 。 

第二 ，各子过程应尽 量详 尽 ，要考虑 到每一个 细 

节 以及在不 同条件下 的过程分枝 问题 。 

第三 ，要减 少过 程执行 中人为决策 因素 ，过多的 

人 为决策会使执行 的随意性增大 。如果必须有人为 

决策 ，同一个 事件的决策人应相对 固定 。 

第 四，必 须有全面详 细记 录 ，特别是在过程 的关 

键 点 ，比如任课 教师 验 收软件 安装 后 的签字 就是典 

型 的 关 键 点 。记 录 有 助 于 过 程 的诊 断 和维 护 。 

第 五 ，执行者应 与检验者分离 ，只有 这样 才能保 

证检验结果 的公正可靠 。 

第 六 ，明确 各子过程 的接 口内容 ，一个过程输 出 

到另 一个过程 的参 数必须 固定 。 

不合 理 

教学秘书 

l"F~J,lOt 
转入执行子过程·输出参 I行部门 
量包括：任务来；晕、课程

． 
j[ ． 

名称、班级、任诼教师、上 l修改课程任务l 
课时问、上课地点、所需l数据库 I 
设备。 —_-『—一  

图 3 课程调整流程图 

图 3提供 了实 验室课 程调整 子过程 的流程 图 ， 

该流程 图明确定 义 了过程 的输 入 、输 出 以及所 有 执 

行 细 节 。 

四、影响过程管理效果的因素 

1．体 制 因 素 

执 行 过 程 管理 的 组 织 应 该 是 一 个 独 立 的 、分 工 

明确和精简 的组织 ，决策者 能决 定 组织 内部 的一 切 

事务。因此 ，该 组织 体制优 劣将 成 为影 响过程 管理 

的重要 因素 ，目前我 国很多机关 、企事业单位普遍存 

在人员臃肿 、责权利 不 明 、办事效 率低 、多重 管理 等 

现象 ，这种 不 良的 组织机 制就 不具 备过 程管 理 的基 

本条 件。 

2．个人 的 心 理 因素 

过程管理要求对事物进行逻辑 推理 、周 密分析 ， 

必然涉及一些寻根求源 的问题 ，相应 地工作 协调 、协 

作更加频繁 ，各 管理 系统 的相 互渗 透也 在增 强 。执 

行过程 中还可 能要触及 人 的权力 、责任 、利 益 ，故 而 

使一些人在心理 上有些 顾 虑 ，不 可 避免地 出现避 重 

就轻 的现象 。过程管 理来不 得 半点 马虎 ，它 是严 细 

管理 的集 中表现 。所 以 ，过程 管理 比传统 管理 要更 

精心 ，更要下 功夫 。人们 对 过程 管理 模式 的心 理 负 

担 ，将 在一 定 程 度 上影 响过 程 管 理 模 式 的功 能 发 

挥 。 

3．领 导 的 决 策 能 力 

由干我们 的认识 和决策 能力 的 限制 ，必 然会 存 

在从辨识 到行 动所 需的时 间。过程管理 要求决策者 

未雨绸缪 、行动迅 速 ，思考 周 密 ，在实施 之前 作 出正 

确的选 择 ，尽量减 少失误 带来的损失 。总之 ，过程 管 

理对决策者 的能力有很高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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