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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相关领导力与胜任力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工程项目经理胜任特征理论模型，对其操作化测度维

度进行了刻画，并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的方法对模型进行了效度检验。结果表明：模型具有很好的收敛效度和区

分效度；工程项目经理的胜任特征可以分为情商、人格魅力、项目管理和认知四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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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Measurement on Project Manager’S Competency

——Model Construction and Validity Test

ZHANG Shui·bo，KANG Fei

(Department ofManagement and Economics，Tianjin University，Tianjin 300072)

Abstract：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model of project manager competency based on the theory of leadership and

competency，with their measuring dimensions depicted．In addition，the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was used for validity

test．The results of validity test show that the model has good fitness with empirical evidence，the convergent validity and

diseriminant validity were confirmed．The project manager’S competency Was comprised of four dimensions，namely emo—

tional intelligence，personnel charisma，project management and cog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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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项目经理是影响工程项目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作为

项目团队这个临时性组织的最高领导，其要对整个项目的

绩效负责，保证项目满足质量、成本、工期、安全的要求，最

终达到业主的满意⋯。但工程项目具有内生的独特性和

复杂性，需要来自多个组织的专业人员的共同合作，由此

对项目经理的工作提出了很高的挑战，需要其具备一系列

的胜任特征以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

胜任特征(competency)是指与卓越的工作绩效相联

系的个体潜在特征，包括知识、技能、自我概念、特质和动

机等。这个概念最早由McClelland正式提出，用于取代传

统的智力测验。1982年，Boyatzis将胜任特征的概念应用

于管理工作，使之迅速普及。作为管理人员中的一个重要

群体，项目经理应该具备哪些胜任特征一直是学术界和实

业界比较关注的问题。很多学者都提出了其认为项目经

理应该掌握的技能和具备的素质，Pettersen更是对优秀的

项目经理应该具备的特征进行了文献综述，给出了项目经

理胜任特征的总体轮廓，如决策技能、沟通技能、人际技

能、谈判技能、大局观、灵活性、适应性、正直、专注等雎o。

Cheng等通过行为事件访谈法，归纳出优秀项目经理应该

具备的12项胜任特征，包括成就导向、积极主动、信息搜

寻能力、关注客户需求、影响力、自信、团队合作能力、团队

领导力、分析思维、概念思维、自我控制能力和灵活性

等口’。Fisher通过个人访谈和焦点小组法得出项目经理

在人员管理方面应具备以下6项关键胜任特征，包括行为

特征理解力、领导力、影响力、真实重要行为、冲突管理能

力和文化意识H。。

在国内，施骞对项目经理需要具备的领导素质和软技

能进行了调研，发现责任感、积极主动性、自信心、口头沟

通能力以及关系协调处理能力等特征对于项目经理最为

重要”。。潘晓丽、廖奇云和任宏根据项目经理的工作内

容，将其能力分为现场管理、人际促进、风险管理和项目控

制等九个部分∞o。强茂山和阳波通过问卷调研和访谈的

方式，得出了对于项目经理最为重要的12条资质要求，包

括领导能力、沟通技巧、人格品质等⋯。齐晓、黄吉欣和方

东平对项目经理领导有效性的研究结果也显示，只有在任

务管理和人员关心两个方面都同时表现良好的项目经理

才能最有效地保证项目绩效"o。吕文学和宋俊认为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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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能、较高的情商、高尚的个人品格和对项目的热情是

项目经理成功领导的支撑要素，具体体现在沟通能力、冲

突解决能力等方面’9o。丁荣贵强调了心态对于项目经理

的重要性，指出技术专家出身的项目经理要在关注人员、

追求满意、管理方式等方面做出调整¨⋯。崔彩云和王建

平则根据访谈和问卷调查的结果，将项目经理的胜任特征

分为组织领导能力、个人素质、目标管理能力和基础知识

技能四个方面¨“。

然而，当前研究主要集中于对项目经理胜任特征的识

别、评估、比较以及与项目特征的匹配性等方面，对胜任特

征的内部结构及其操作化度量的探究明显欠缺。因此，工

程项目经理的胜任特征对于项目管理绩效的实际贡献并

未得到实证数据的检验，这不仅制约了项目经理对于项目

绩效的作用机理的揭示，也使得项目经理的选拔和培训工

作存在理论上的不足。有鉴于此，本文通过对工程项目经

理胜任特征理论模型的构建及其概念界定，开发其测量量

表，并通过实证数据对其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以确定工

程项目经理胜任特征的结构维度和具体指标。

2理论模型构建

对于领导者胜任特征的维度结构的研究，比较有代表

性的是Dulewicz和Higgs¨“，两人通过广泛的文献分析和

充分的实证数据检验，识别了15项领导者胜任特征，并将

其分为三个维度：智力维、管理维和情商维。智力维反映

领导者的认知水平，要求其具有远见和战略视角，并拥有

很强的分析能力；管理维则反映领导者在管理技能方面的

水平，如资源配置、沟通、授权等技能；情商维则反映领导

者情商水平的高低，包括情绪复原能力、影响力、人际敏感

性等特征。Goleman也强调，情商是区分卓越领导者与一

般领导者的关键特征，其关注自我管理和人际互动，并体

现在自知、自控、自励、同理心和社交技能五个方面¨⋯。

此外，也有许多学者从领导魅力的角度研究领导问

题，其强调领导者以强大的个人感召力来影响下属，认为

魅力型领导应该具备强烈的自信心、强大的支配力，以及

对于信念和道德的坚定性，来确保下属的跟随。并且，魅

力型领导都有愿景，愿意为愿景承担个人风险，能够敏感

体察下属的需求，并作出不平凡的行为。尤其在中国情境

下，由于管理行为嵌入在关系文化之中，领导者的个人魅

力对赢得下属的信任，改善下属工作态度，提升团队绩效

具有重要的作用¨4’”o。冯江平和罗国忠对中国文化背景下

的魅力型领导特质结构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与国外研究相

比，品德是中国领导者个人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参照以上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本研究采取了以下四

个步骤来完成工程项目经理胜任特征结构模型的构建和

维度分析：第一步，对文献提出的项目经理应该具备的胜

任特征进行全面梳理，将其整理成列表的形式；第二步，根

据各项胜任特征的内容相近性对其进行聚类，经过研究小

组的反复讨论最终将所有胜任特征项分为四个维度；第三

步，对各维度下冗余、重复的条目进行删减、合并或重构；

最后，对各个维度进行命名，分别为：情商维、人格魅力维、

项目管理维和认知维，如图l所示。

情商维下的胜任特征反映的是项目经理的自我情绪

．74．

控制和人际交往水平，主要受其情商影响。工程项目作为

一个复杂的社会交互过程，需要项目经理妥善处理来自组

织内外部的大量的人际交往关系。在外部，要设身处地地

为客户着想，专注于发现并满足客户的需求，并与客户迅

速建立起良好关系；在内部要了解下属，关怀下属。要处

理好这些关系，就需要其具备良好的合作意识，愿意与他

人进行合作，并具有一定的亲和力，使人愿意接近，在自我

管理方面则要善于调节、控制自身情绪，能够积极乐观地

看待人际互动中的各种问题。

人格魅力维下的胜任特征综合体现了一个优秀项目

经理的个人魅力。作为项目团队这个临时性组织的最高

领导，项目经理的个人魅力至关重要，其是团队成员之间

精诚合作和互相配合的凝合剂，使得团队成员乐意追随项

目经理来共同完成项目目标。作为拥有极强个人魅力的

项目经理，首先是一个负责任和诚信的人，没有人愿意和

一个逃避责任、不讲诚信的领导合作，这样的领导也很难

给团队成员带来希望。在团队工作的过程中，项目经理更

要率先垂范，积极主动，凡事以团队利益为先，才能赢得下属

的自觉尊敬和支持。同时，项目经理也要有坚韧不拔的意志

和对自己强烈的自信心，来激励下属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项目管理维下的胜任特征直接反映了项目经理工作

水平的高低，是作为项目经理必须掌握的硬实力。作为一

个合格的项目经理，必须能够根据工作任务情况，对资源

进行恰当的分配，同时控制和协调项目的整个活动过程，

使之相互融合；为了完成这项任务，就要与组织内外部的

相关人员进行有效的沟通，以快速、准确地接收来自项目

各方面的信息，并明确地传达自己的想法和态度，同时也

要对项目过程中的工作冲突和人际冲突进行有效的预防

和恰当的处理，以保证各方合作的顺利进行。此外，工程

项目的高度不确定性也要求项目经理具备很高的风险管

理水平，能够有效识别、分析和控制各种风险因素。

认知维下的胜任特征反映了项目经理对外界事物进

行认识、判断、评价的能力。在工程项目复杂多变的环境

下，项目经理要具备极佳的分析判断能力，能在复杂的关

系中看清问题的本质，从而做出恰当的决策。同时项目经

理要能够全面、系统地看待项目，明确项目环境和各利益

相关方对项目目标的影响关系，并具备大局观和前瞻性，

对项目进行全局的把握。

圈l胜任特征模型的概念结构

3研究方法

3．1量表编制

量表的编制过程就是对变量进行操作化定义的过程，

并最终形成胜任特征各维度的测量题项。基于前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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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的集成模型，本部分根据量表编制的一般原则与流

程，采用文献分析与专家访谈的方式得出工程项目经理胜

任特征的测量题项。

胜任特征主要体现在项目经理为有效完成职位工作

所应具备的个体素质，本文对其从四个维度进行测量，即

通过测量工程项目经理的情商、人格魅力、项目管理能力

和认知能力来定义胜任特征这一抽象概念。从而，本研究

表所包含的具体测量题项，通过文献分析以及专家小组多

次研讨的方式获得，以此形成初始量表。在初始量表的基

础上，形成一份初始的调研问卷。由学术研讨小组对其进

行讨论，进行修改与完善；然后将问卷提交给从事工程项

目管理工作的实务人员进行试填写，并请其提交反馈意

见。由此进行反复修改，最终形成本次调研问卷。最终的

调研问卷共包含18个题项，采用Likert五分制量表的形

的胜任特征量表要由上述四个分量表组成。对于各分量 式进行测量，如表1所示。

表l 工程项目经理胜任特征维度及测量题项

3．2调研对象

本文运用自行编制的共计18个题项的“工程项目经

理胜任特征量表”，在北京、天津、武汉、深圳和成都等5个

城市的18个企业进行数据采集，调研对象为有实践经验

的工程项目管理人员。以邮件和现场发放相结合的方式

共发放问卷623份，回收问卷240份，其中有效问卷228

份，回收率为36．6％。其中，103人来自工程建设单位，占

45．18％；92人来自设计咨询单位，占40．35％；33人来自

其他单位，占14．47％。从工作经验来看，从事工程管理

业务超过5年的调研对象达到166人，占72．81％。可见，

调研对象对本次调研主题都有深入的了解，保障了调研数

据的可靠性和代表性。

3．3统计处理

对于量表信度的检验，采用Cmnbachg a系数法和条

目间平均相关系数法(mean inter—item correlation)，处理

工具为SPSS 20．0；对于效度的检验，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

的方法，处理工具为AMOS 7．0。

4数据分析与讨论

4．1信度分析

为检验维度下测量题项的内部一致性，本文采用

Cmnbachg仅系数和条目间平均相关系数对其进行信度分

析。理论研究表明，若Cmnbachg a系数大于0．7，则说明

该量表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是一个可靠的量表。对于

条目间平均相关系数，若大于0．2，则是一个可接受的量

表。表2展示了对量表进行SPSS分析后的Cronbach a

系数和条目问平均相关系数的数值。分析结果显示，4个

分量表的Cmnbachg仅系数都在0．7以上，条目间平均相

关系数也都大于o．2，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
表2量表信度检验

4．2效度分析

效度分析用来检验测量题项是否能够真正地测量出

所需测量的潜在构念的真实含义，反映的是潜在构念与测

量题项的内在联系。一般而言，效度可以分为三种：内容

效度、效标关联效度和建构效度。内容效度是指构成量表

的项目集反映整个研究主题的程度，其检验方法是邀请该

领域专家对编写的全部题项逐个进行评议，以检查题项的

完整性和全面性。效标关联效度是指题项的测验分数和

外在效标之间的符合程度，若两者相关性很高，则表示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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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关联效度高。建构效度是指测验能测量到理论上的构

念的程度，其可进一步分为收敛效度与区分效度，收敛效

度是指同一构念的不同测量题项之间的一致性程度，区分

效度是指不同构念的测量题项之间的差异化程度。

调研问卷设计过程中，经过专家小组的多轮讨论和修

正，保证了测量题项的内容效度，并且由于问卷并未引入

外部效标，因此测量工具效度检验的关键在于建构效度的

分析。对于建构效度，通常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的方法对

其进行检验。

(1)因子分析条件检验

因子分析的前提是各变量间有较强的相关性，因此在

使用验证性因子分析的方法对测量工具的建构效度进行

检验之前，需要进行相关性分析，以考察其是否适合做因

子分析。一般采用KMO检验和Bartlett球度检验的方式

对其进行分析，KMO值大于0．7，并且Bartlett球度检验的

统计值显著性Sig值小于0．05，才适合做因子分析。采用

SPSS软件计算相应统计值，结果显示量表的KMO值为

0．863，大于0．7；并且Bartlett球度检验的统计值的显著性

Sig值小于0．05的显著性水平，说明样本数据可以进行验

证性因子分析。

(2)模型验证性因子分析

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对理论模型进行检验，主要是通

过分析模型与实际数据的拟合程度，以判断模型是否得到

样本数据的支持。研究选用最大似然法作为参数估计的

方法，并选用CMIN／DF、SRMR、GFI、CFI以及RMSEA五

个指数对模型拟合度进行评鉴。CMIN／DF是卡方自由度

比，其数值小于3．0时，表示模型拟合度良好；SRMR是标

准化残差均方根指数，反映的是理论假设模型的整体残

差，其数值低于0．08时，表示模型拟合度良好；GFI指数

是拟合指数，表示假设模型可以解释观察数据的方差与协

方差的比例，其数值高于0．9时，表示模型拟合度良好；

CFI指数反映了假设模型与无任何共变关系的独立模型

的差异程度，其数值高于0．9时表示模型拟合度良好；

RMSEA是近似误差均方根，其数值低于0．08时，表示模

型拟合度良好⋯1。

通过AMOS软件绘制测量模型，对其进行数据拟合，

并根据修正指数MI对模型进行小幅修正之后，最终获得

对模型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后的相关统计值，如图2和表

3所示。

从表3中可以看出，工程项目经理胜任特征量表的拟

合度指标均符合相关阈值要求，与数据拟合良好，说明了

理论模型的结构合理性。并且，所有测量题项的标准化因

子载荷值也都达到了显著性水平(O．72～o．85，P<0．01)。

通过标准化因子载荷可以计算平均方差提取值(Av—

erage Variance Extracted，AVE)以表征量表的收敛效度。

AVE反映了潜在构念可以解释测量题项变异量的比值，

其数值越大，表示测量题项越能有效反映潜在构念，当

AVE值大于0．50时表示该量表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

通过计算发现，4个维度下的AVE值分别为O．635，

0．637，0．647，0．609，均超过0．5的阈值，表明量表具有较

好的收敛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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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项目经理胜任特征测量模型

表3量表验证性因子分析相关统计值

对于量表区分效度的检验，通过比较各维度间完全标

准化相关系数与所涉及各维度自身AVE的平方根值大小

来获得，若模型中任何一个维度的AVE均方根值都大于

与其他维度的相关系数，则表明各维度问存在足够的区分

效度。表4展示了量表各维度间区分效度的检验结果。

其中，位于对角线上的数字表示各维度的AVE平方根，非

对角线上的数字则表示两个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从表

4可以看出，量表各维度的AVE均方根值都大于其与其

他维度的相关系数，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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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量表不同维度间区分效度检验

5结论

本文通过文献分析对当前工程项目经理胜任特征的

理论研究成果进行了提炼与总结，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个

工程项目经理胜任特征的集成模型，以此进行量表开发与

问卷调研，并使用样本数据对量表进行了信度和效度检

验。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包含情商、人格魅力、项目管理和

认知四个维度的工程项目经理胜任特征模型是一个具有

统计有效性的模型。这不仅对工程项目经理的选拔和培

训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并且也为揭示项目经理素质

与工程项目管理绩效或其他中介变量作用机理的实证研

究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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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论

本文通过实证分析证实了创新和商业信用之间存在

正相关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过去几年内升级现有产品

线的中小企业比其他中小企业使用商业信用的概率要高。

但是如果中小企业只推出新产品线，使用商业信用的概率

并不会提高。此外，结果表明，创新过程和研发活动与商

业信用之间并不存在正相关关系。因此，商业信用并不是

和所有的创新相关，而只是和产品创新存在正相关关系。

结果还表明，产品创新与商业信用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只存

在于具有融资约束的中小企业中。

综上所述，对于受到融资约束而导致存在流动性问题

的创新型中小企业而言，商业信用是短期外部融资的一个

重要来源。特别是金融危机爆发后，银行减少信贷供给，

同时创新型中小企业使用银行信贷需要承担较高的风险，

此时，商业信用作为一种融资来源变得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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