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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项目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343)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测试技术有限公司、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微薄之力(北京)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委员会、厦门开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上海真赛机电

科技有限公司、中国标准化协会、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基金会、中国标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市质量技

术监督检测院、国家海洋标准计量中心、山东省标准化研究院、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慧翔天地管理咨

询(北京)有限公司、北京高远华信科技有限公司、广东新泰隆环保集团有限公司、北京易卡智行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认证认可技术研究中心、滕州市农村经济事务中心、东莞深圳清华

大学研究院创新中心、西安雄健助能项目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胜利油田

分公司、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超高压输电公司电力科研院、中仪英斯泰克科技有限公司、嘉兴市

标准质量建设促进会、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化学品安全协会、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青岛标益科技有限公司、青岛市工程咨询院、西安市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青岛青咨工程咨

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文文、吴峰、吴相科、肖杨、姚歆、靳朝阳、刘洁白雪、徐子强、王飞、仲春兰、

曾卫鹏、俞彪、贾宝山、胡柏松、汤奕荣、曹阳东、宋虒韬、童俊、郑虹、张燕歌、周瑾、刘志强、谢淑娟、
朱振祥、戚俊丽、赵弘、张会宾、辛永光、欧宏森、邓云峰、张博、陈帅、邬新国、徐递、欧立雄、朱金粟、李嘉、
刘婉莹、梁正、何寅、刚勇、曹燕、李剑杰、高红刚、时军、路念明、王达、王青海、王先成、安华娟、马中骏、
李华、马松涛、石利军、崔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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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咨询服务指南 项目管理

1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项目管理咨询服务原则,提供了项目管理咨询服务资源、服务分类、服务流程的指南。
本文件适用于项目管理咨询服务机构提供规划、咨询、培训、数字化等单一或组合服务,其他相关方

参考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19001 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GB/T23691 项目管理 术语

GB/T37507 项目管理指南

GB/T41831 项目管理专业人员能力评价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B/T2369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项目管理 projectmanagement
为达到项目既定目标而进行的策划、组织、实施、监测和控制的协调活动。
[来源:GB/T23691—2009,2.1.4]

3.2
管理咨询服务 managementconsultancyservice
在管理咨询领域内为了创造价值或促进变革,通过提供建议、解决方案,考虑应对措施或形成可交

付成果,开展的一系列跨学科脑力活动。
[来源:ISO20700:2017,3.11]

3.3
管理咨询机构 managementconsultancyserviceprovider
提供管理咨询服务的组织。
[来源:SB/T11222—2018,2.3]

3.4
技术实现 technicalimplementation
利用信息技术和其他新兴技术,融合到管理咨询方案中,通过技术固化和优化咨询成果,把管理咨

询成果转变成咨询方案的结果交付方式。
[来源:SB/T11222—201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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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原则

4.1 价值原则

以实现项目目的为导向,通过提供规划、咨询、培训、数字化或其组合服务,帮助组织将方法、工具、
技术和能力综合应用于项目管理中,持续提升组织的项目管理能力,稳定实现收益,增强可持续竞争

优势。

4.2 可实施原则

4.2.1 项目管理咨询服务实施方案宜落实GB/T37507和本文件的相关内容。

4.2.2 项目管理咨询服务机构宜引导组织有效发挥主体作用,推动组织的最高管理者、有关职能与层

次充分参与、有效协同。

4.2.3 项目管理咨询服务机构服务资源充分、及时、有效,服务过程闭环可控,服务成果可量化考核。

4.3 道德和职业行为准则

4.3.1 项目管理咨询服务机构宜制定道德和职业行为准则,包括但不限于:

a) 职业行为;

b) 可持续性;

c) 社会责任;

d) 利益冲突;

e) 诚实守信。

4.3.2 项目管理咨询服务机构在提供服务时,宜将适用的行为准则与客户磋商,并记录在协议中。

4.3.3 项目管理咨询服务机构可采用服务提供方、客户、利益相关方、行业协会或专业机构的行为

准则。

4.4 保密原则

项目管理咨询服务机构宜通过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对从事咨询服务时获得或产生的所有信息

承担管理与保密的责任。除客户自己公开或客户允许管理咨询机构公开的信息外,所有其他信息均视

为保密信息。当项目管理咨询服务机构根据法律要求提供保密信息时,宜通过正式渠道将提供的信息

内容通知客户。

5 服务资源

5.1 专业人员能力

GB/T41831给出的项目管理咨询服务机构专业人员能力的相关内容,可供使用。

5.2 服务运行机制

项目管理咨询服务机构具备的基本运行机制,包括但不限于:

a) 业务、行政支持、专业服务等明确的职能分工;

b) 顾客投诉处理机制;

c) 保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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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服务能力

项目管理咨询服务机构具备的服务能力,包括但不限于:

a) 项目管理的需求分析、方案策划和实施能力;
b) 实施指导、培训、咨询方案制定等综合能力;

c) 内部档案管理与行政支持能力;
d) 信息化技术支持能力;
e) 合规能力。

5.4 管理体系和质量保障能力

5.4.1 管理体系

项目管理咨询服务机构宜建立、实施和保持一个文件化的、能够支撑并证实其始终满足本条款内容

的管理体系。项目管理咨询服务机构可以选择按照方式A或方式B建立管理体系。

a) 方式A
通用的管理体系,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 通用管理体系文件;
2) 文件控制;

3) 记录控制;
4) 内部审核;
5) 管理评审;
6) 纠正措施;

7) 应对风险和机遇的措施。
b) 方式B

与GB/T19001一致的管理体系。

5.4.2 质量保障能力

项目管理咨询服务机构具备的质量保障能力,包括但不限于:

a) 配置所需的资源,如资金、人员、设备等和相应的制度;

b) 在服务的关键节点设定评审措施,确认服务过程与客户要求的符合程度;
c) 明确服务过程中保留的记录;
d) 制定和客户及利益相关方的联络与沟通规则;
e) 制定内部纠错机制,定期组织内部人员对服务项目进行评估,并对未达到预期效果的项目进行

偏差纠正;
f) 评估和管理服务活动中的风险和责任,并制定相应的措施。

6 服务分类和服务流程

6.1 服务分类

项目管理咨询服务机构提供的服务包括以下内容。

a) 规划:根据客户的规划需求,收集相关信息,进行整体策划,形成可实施的业务规划。
b) 咨询:根据客户的咨询需求,对客户现状进行诊断,并提出改进目标和方案,与客户就改进方案

达成共识后,开展方案的实施。
c) 培训:根据客户的培训需求,设计培训方案(含教练或辅导服务),开展培训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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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数字化:根据客户的数字化需求,对客户现状进行评估,设计数字化解决方案,选择合适的数字

化产品,与客户就数字化方案达成共识后,实施数字化解决方案。
e) 其他:其他专业性强的项目管理咨询服务。可参考该专业领域、行业规范的服务分类或组合实

施项目管理咨询服务。
注1:项目管理咨询服务中的“咨询”是广义的咨询,包括规划、咨询、培训、数字化、其他等服务。
注2:服务分类中的“咨询”是狭义的咨询,不包括技术实现。
注3:项目管理咨询服务进行分类的目的是满足不同类型项目、项目群管理的阶段/个性化需求。

6.2 服务流程

项目管理咨询服务流程包括但不限于:
a) 业务洽谈;
b) 现状诊断;
c) 方案设计;
d) 执行或实施指导;
e) 技术实现;
f) 项目评估;

g) 项目总结;
h) 持续改进;
i) 其他。
注1:本文件的服务流程是指项目管理咨询服务的全生命周期的服务流程,包含服务过程和服务结果。
注2:其他专业性强的项目管理咨询服务,按照该专业领域的特点增加服务流程。

6.3 服务分类和服务流程的矩阵

项目管理咨询服务宜明确其服务分类或其组合。表1概括了项目管理咨询服务流程中,各类服务

的工作流程,各类服务组合的工作流程的矩阵同样适用,以便这些服务应用于复杂的项目管理咨询服务

领域。

表1 项目管理咨询服务分类和服务流程的矩阵(第1页/共5页)

项目管理咨询

服务流程
工作流程

服务分类及组合

规划 咨询 培训 数字化 其他

业务洽谈

1.对客户的基本情况做初步调研,包括访谈、问
卷、资料收集和现场观察等方式

√ √ √ √ √

2.向客户提供项目管理咨询服务报告和其他附

加需求说明材料
√ √ √ √ √

3.通过沟通研讨,确定项目管理咨询服务需求的

范围和深度,并据此提供服务协议,协议内容包

括但不限于:服务及交付成果、角色和职责、验收

标准等

√ √ √ √ √

4.配置适合的项目组成员,并获得客户认可 √ √ √ √ √

5.依需开展预诊断时,宜签订预诊断合同,明确

目标、权责和分工
√ √ √ √

6.如需通过招投标方式采购服务的,项目管理咨

询服务机构按招投标流程进行投标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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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项目管理咨询服务分类和服务流程的矩阵(第2页/共5页)(续)

项目管理咨询

服务流程
工作流程

服务分类及组合

规划 咨询 培训 数字化 其他

现状诊断

1.拟定诊断计划,包括但不限于:诊断组织现状、

客户目标、任务范围和限制、服务和可交付成果

等内容

√ √ √ √

2.策划诊断方法,准备所需工具,包括访谈大纲、

问卷、资料和数据收集清单
√ √ √ √

3.按诊断方法进行信息收集、分析评估,并撰写

诊断报告
√ √ √ √

4.提交诊断报告后,与客户决策层或相关人员进

行研讨、沟通,确定诊断结论的符合程度
√ √ √ √

5.诊断报告通过客户评审后,确认实施项目管理

咨询服务的种类和可交付成果
√ √ √ √

6.现状诊断时,注意识别项目中涉及的潜在约束

和风险以及超出变化控制过程范围的任何重大

变化

√ √ √ √

方案设计

1.整理方案设计所需的标准、方法、制度、流程、

表格工具、培训、配套的信息技术工具等
√ √ √ √ √

2.策划实施规划、咨询、培训、数字化等服务的具

体工作计划,包括但不限于:服务内容和方式,数
据、信息和技术资源,里程碑时间表、项目预算、

沟通渠道,质量和风险控制方法,可交付成果及

验收标准等

√ √ √ √ √

3.与客户决策层或相关人员研讨方案、具体实施

方式、验收标准等内容,并明确分工
√ √ √ √ √

4.整理待实施的任务清单及其对应的预期目标

与交付物,获得客户认可后,确定实施方案
√ √ √ √ √

5.将方案和实施计划提交给客户决策层,经确认

后,完成方案设计
√ √ √ √ √

6.方案设计过程宜考虑数据、信息、技术资源和

技术实现方法,咨询服务质量监测与保障措施宜

包括:验收条件、验收标准和方法、阶段目标和阶

段成果等

√ √ √ √ √

7.根据客户需求,可采用试点、敏捷或迭代验证

的方式,完善方案和确定实施计划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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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项目管理咨询服务分类和服务流程的矩阵(第3页/共5页)(续)

项目管理咨询

服务流程
工作流程

服务分类及组合

规划 咨询 培训 数字化 其他

实施指导

1.宣贯项目管理咨询服务设计方案,使客户了解

设计思路、背景和实施要求
√ √ √ √ √

2.根据实施需要和方案的安排,组织相关培训 √ √ √ √ √

3.研 讨 实 施 过 程 的 偏 差 和 分 歧,做 好 变 更 控

制,如存在超出变化控制范围的重大变化,可作

为新的项目重新进行商议

√ √ √ √ √

4.达成预定目标时,进行综合评价和总结,提交

总结报告
√ √ √ √ √

技术实现

(需求评估)

1.确定技术实现需求类型、内容与范围,宜体现

需求量、质、效的客观技术指标;确定技术实现的

数据基础与数据来源,并明确需求的最终预期目

标指标及其可实现程度、伴随的风险、需要的资

源、客户的支持与配合程度、需求的迫切程度等

√ √ √ √ √

2.与项目管理咨询服务方案相对应的管理、运营

流程保持相对稳定
√ √ √ √ √

3.技术应用和维护能力 √ √ √ √ √

4.决策层借助技术实现的方法固化项目管理咨

询服务成果的决心和能力
√ √ √ √ √

技术实现

(策划)

1.技术类别、功能、达成的目标、方法和路径 √ √ √ √

2.相关的措施、技术、时间、成本与效益评估方法 √ √ √ √

3.成果的验收宜和项目管理咨询服务成果验收

保持一致,确定成果评价和验收方法
√ √ √ √

技术实现

(途径)

1.项目管理咨询服务机构或技术实现机构自行

开发,并通过试运行获得期望的成果
√ √ √ √

2.通过整合或购买功能符合要求的第三方产

品/服务或其他技术措施
√ √ √ √

3.与客户联合开展设计、开发和试运行,最终满

足方案和成果交付要求
√ √ √ √

4.依需可采用试点验证或迭代交付的敏捷方法 √ √ √ √

项目评估

1.制定评估计划,包括:参加人员、方法、进度、预
期目标、结果确认等内容

√ √ √ √ √

2.评估方案宜明确方案实施的过程、成果和效益

评估的内容、方法和工具。评估重点是项目管理

咨询服务项目实施的有效性、项目计划执行状

态、项目成果的符合性及项目绩效改进点。项目

管理咨询服务评估报告包括但不限于:实施的计

划、任务内容、客户操作环境、项目范围变化等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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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项目管理咨询服务分类和服务流程的矩阵(第4页/共5页)(续)

项目管理咨询

服务流程
工作流程

服务分类及组合

规划 咨询 培训 数字化 其他

项目评估

3.制定关键节点的评估和评审计划,明确项目进

展状态和相应的后续实施变化
√ √ √ √ √

4.与客户进行沟通评估结果,并获得客户认可。

必要时,以量化数据反映项目管理咨询服务实施

所带来的各种价值。评估结论宜反映项目目标

的实现程度

√ √ √ √ √

5.完成与客户的沟通后,与客户方召开项目管理

咨询服务验收会议,获得客户方正式的书面验收
√ √ √ √ √

6.整理项目管理咨询服务过程中形成的相关文

件、资料、成果、设备设施等,连同评估报告一并

移交给客户

√ √ √ √ √

7.确认已满足合同中规定的尾款支付条件,并按

合同中规定的后续提供的相关服务继续履约
√ √ √ √ √

项目总结

1.基于项目管理咨询服务的策划、实施、评估等

资料,进行项目综合总结
√ √ √ √ √

2.对客户的反馈、诊断的准确性、方案的修订、实
施的偏差及修正、实施过程中项目管理咨询人员

的表现等信息进行综合整理,编撰总结报告

√ √ √ √ √

3.总结报告通过评审后,过程文件和评估报告归

档管理
√ √ √ √ √

4.项目管理咨询服务验收时,如实施了技术实现

措施,同步验收技术实现的成果
√ √ √ √ √

服务质量

持续改进

(过程监测)

1.充分宣贯,确保项目管理咨询服务机构相关人

员了解监测要求、目的和方法
√ √ √

2.明确执行过程监测的责任人、方法和要求 √ √ √

3.建立清晰的数据和信息收集的方法、工具和

责任
√ √ √

4.监测信息包括项目计划的实施、客户的反馈、

投诉和满意度评价
√ √ √

5.定期对项目管理咨询服务过程监测进行评

估,确定项目管理咨询服务过程符合预定目标的

程度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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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项目管理咨询服务分类和服务流程的矩阵(第5页/共5页)(续)

项目管理咨询

服务流程
工作流程

服务分类及组合

规划 咨询 培训 数字化 其他

服务质量

持续改进

(实施)

1.制定改进措施对项目偏差进行纠正 √ √ √ √

2.围绕数据的分析和项目运行状态监测,组织研

讨制定纠偏措施
√ √ √ √

3.改进的要求以书面、培训、沟通等方式告知项

目管理咨询服务机构相关人员
√ √ √ √

4.进行中项目管理咨询服务的改进,宜将改进措

施和期望效果告知客户
√ √ √ √

5.定期培训员工及专业人员,如项目管理咨询人

员、技术顾问、信息技术工程师等,持续提升其专

业服务能力

√ √ √ √

6.项目管理咨询服务机构主要负责人参加管理

咨询服务的持续改进活动
√ √ √ √

服务质量

持续改进

(效果评估)

1.对比改进结果评价是否达成了预定目标 √ √ √ √

2.适时对项目管理咨询服务过程、方法、质量保

障等的标准、规范、流程、规则和工具等进行修订
√ √ √ √

3.改进的方法包括研讨、总结、数据分析、评估和

培训等
√ √ √ √

4.改进评估结论、策划方案、相关措施等整理后

归档管理
√ √ √ √

服务质量

持续改进

(机构)

1.项目管理咨询服务机构建立改进管理过程机

制,包括但不限于:知识数据库、技术和方法、知
识管理等

√ √ √ √ √

2.项目管理咨询服务机构建立分享与改进机

制,包括但不限于:案例研究、培训、分享、内部沟

通等

√ √ √ √ √

3.项目管理咨询服务机构设计客户满意度评价

方法、程序和配套工具
√ √ √ √ √

4.即便服务合同未包含持续改进,项目管理咨询

服务机构宜具备一套流程收集反馈信息,并从中

积累经验,并将其用于改进

√ √ √ √ √

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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