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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以航空项目为研究对象，对其风险识别技术进行分析的同时，说明相关风险管理的策略化模型体系。通过对航空

项目的综合介绍，尝试定位风险问题的来源条件，并在其风险识别技术内容上，对风险表、鱼骨图的应用进行分析，以此形

成完整的“现象-因子”模型，保证风险识别与管理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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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aviation project as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analyses risk identification technology and explains strategic model 

system of risk management. Through comprehensive introduction of aviation projects, this paper tries to locate the sources and 

conditions of risk problems, and analyses application of risk table and fishbone chart in content of risk identification technology, so as 

to form a complete "phenomenon-factor" model in order to ensure effectiveness of risk identification and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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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风险是对损失产生可能性的概述，需要通过风险管理形成完整系统，在降低风险问题发生概率的同时，提高具体

项目建设与发展的稳定性。具有国家战略性地位的航空项目，整体规模相对较大，并在内容上表现出明显的复杂性，

需要在管理工作中，对风险来源条件作出具体分析，并以此作为保证风险识别有效性的基础条件，为整体航空项目的

稳定推进状态提供基础参考条件。 

1 航空项目的风险来源 

我国航空项目带有明显特征性，在工作量大、工作内容复杂、消耗时间长、修改次数多等条件下，使项目运行中

的风险性问题保持高概率状态。尤其在市场需求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影响下，进一步增加了运行风险的产生条件。例

如，在某新型飞机研发中，需要经过多年的科研开发与技术探索，参照美国与俄罗斯的研发周期，F22、F35、Su27 等

飞机，都需要经过 18-20 年的技术开发才能投入实践应用。以我国的航空项目开发经验来看，完成飞机项目的研发，

也需要至少 20 年的时间。在这一条件下，航空企业的在材料使用、零件配备、制造技术、政策环境条件等多方面内容

中，都可能出现重大转变，并为实际项目推进带来影响
[1]
。同时，在航空项目中，独立的整体项目下，会由多个单位参

与建设，并表现出项目人员的复杂性。在具体管理中，这种流动性因素，也会为整体项目管理带来风险，严重时，甚

至某个重要岗位工作的风险问题，会对整体项目造成影响，并为项目运行带来严重隐患。 

现阶段状态下，可将航空项目进行分类化管理，形成项目需求规划、主机结构设计、零部件加工这三个阶段性内

容。然后，针对性地完成各阶段内容的风险定位，以此确定项目风险的主要来源。其中，主机设计工作与生产加工处

理的实务工作中，涉及到管理、技术、财务、环境等风险内容，需要分别进行细化定位，并在独立部门的岗位工作优

化基础上，形成系统化的项目体系，保证风险来源的有效判定。 

2 航空项目风险识别技术 

2.1 以风险表为基础的识别技术 

风险核对表，是进行项目风险识别的基本工作方式。在风险管理岗位工作人员的工作中，需要凭借自身的专业技

能与工作经验，制定出细化的风险表，并在内容上保证风险内容总结的完整性。同时，在制作这一风险表内容的同时，

需遵照一定逻辑条件，对项目风险内容进行分类管理。通常情况下，可以采用内部风险、外部风险的区分类型，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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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控条件上作出区分。具体内容中，也可以将风险条件定位在研发、技术、生产、组织、管理的具体工作上。 

使用风险表进行分析时，需要将风险表中列举的内容，与实际工作中的具体实务进行对照分析，在确定所列举风

险形式与实际工作吻合状态的前提下，保证风险管理工作的针对性。例如，在某航空项目的型号制定阶段，工作人员

通过对实际工作条件的调研分析，确定了实际项目中可能存在的潜在风险条件
[2]
。然后，按照内部风险与外部风险的管

理水平，对所有风险内容进行分析，并将分析后的实际数据，规整到预先设置的风险核对表格中，由此完成风险分析

工作。这种风险识别的管理办法下，可以保证工作内容的操作简易性，并在效率化工作特征的影响下，更加精确地完

成风险种类识别，完成风险状态定位。 

注意，项目中的风险识别，是一种动态化的工作体系，需要在保证识别方法与项目发展同步状态的条件下，更新

并完善风险识别方案，使其可以对于项目的风险管理，提出成长性的针对解决策略。而在风险核对表的应用中，也要

应用这一管理模式，以提高风险管理有效性。 

2.2 以鱼骨图为导线的风险识别 

航空项目中，由多个项目分组组成了完整的项目流程结构。通过对整体项目流程分组的整理，形成以部门、班组

为基础的流程图，并在具体项目工作中，定位可能发生的风险性问题。同时，这种落实到具体工作细节的项目风险分

析方式，也能够更加准确地定位风险问题的核心成因条件，并在衔接各工序的内容上，提出有效处理办法，保证项目

风险管理质量。 

应用鱼骨图，可以将工程进程作为主线结构，在添加时间、设备、方法、材料、测量、人员、环境等因素条件的

同时，保证对于风险内容的精确定位与细化分析。同时，也可以在工作人员的细化分析调查中，定位企业硬件、安全

措施、研发生产、管理人员的细化风险控制内容。由此，将项目的技术管理标准作为参照，在细化具体的内容的基础

上，以可视化的鱼骨图，对各项分类中的风险内容进行定位，使管理工作能够更加直观的项目风险因子分析。 

而通过鱼骨图的应用，可以将风险问题的生成条件进行回溯，并在保证系列性风险分类的同时，完成各项风险条

件归因分析。尤其在我国航空企业的实际发展状态下，以此种方式完成风险识别，可以有效地保证项目风险管理，提

高其建设与推进稳定性。 

3 航空项目风险识别中的“现象-因子”模型 

3.1 模型基础 

应用核对表的分析模式进行风险识别，可以定位出风险内容的基本类型条件，并在简单、使用的应用特征下，完

成风险分析。然而，在这一技术条件下，无法实现对于风险内容的成因分析，表现出了明显的局限性。而用鱼骨图的

形式完成项目风险分析，不仅可以保证风险类型的确定也能在相应的逻辑关系中，确定风险内容的形成原因
[3]
。但在实

际使用中，这种鱼骨图的使用，需要消耗的工作量相对较大，会降低这分析方式的应用优势条件。 

对此，可以尝试将风险识别表与鱼骨图进行整合，在保证风险识别有效性的同时，与实际项目运行管理工作进行

对接，使其在适应我国航空项目管理的基础上，形成“现象-因子”模型，以此保证项目风险管理的有效性。而为了保

证这一新型模型的应用价值，需要对其模型结果作出调整，将其分为现象识别、因子识别两个层级结构。 

3.2 模型定义 

模型应用过程中，需要根据不同的层级结构，形成针对性的应用方法，并在具体定义理念的指导下，确定风险分

析方式，以此保证“现象-因子”模型的应用状态。风险现象识别中，应根据项目运行的实际表现状态，利用风险核对

表，完成风险内容的初步判定。由此可以总结出如下定义： 

定义 1：风险识别层中，可使用四元组完成内容表述，在内部风险（Ii）、外部风险（Oi）、可控风险（Ki）、不可控

风险（Ui）的内容上，形成表达式：X=＜Ii，Oi，Ki，Ui＞。然后，根据不同的管理分类条件，在进行细化分类。例如，

在内部风险控制中，形成分组 I，并将其表示为 I={I1,I2,I3,I4,I5}。其中，I1代表研发风险内容、I2代表技术风险内容、

I3代表生产风险内容、I4代表管理风险内容、I5代表财务风险内容，以此类推完成各分类条件下的内容定位。 

定义 2：在形成项目风险结合的基础上，还需设置风险表中的基本单位，并在对环境风险内容进行针对性表述，判

断其环境条件内，风险内容的可控性状态，以此保证分类的有效性，提高管理数据精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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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因子的识别层中，需要对初步分解的风险层级进行定位，并在使用鱼骨图的条件下，对风险的成因问题作出

进一步分析，并通过这种精细化管理，补充核对表的研究深度，并利用前期核对表的工作铺垫，弱化鱼骨图整理的复

杂性条件。由此，也可形成具体定义，并在建设因子集合与拓扑空间上，形成完整的技术应用体系。 

定义 3：通过风险因子集合的建立，将 Zk 最为风险因子的基本单位，并由此设置风险因子的集合计算方式，表示

为 X={Zk∣k=0，1,2……n}。 

定义 4：将现象识别层与因子识别层设定为具体的拓扑空间，在映射条件下，可以通过 X 中的 Tij映射生成 Y 内的

Tij+Zk。 

3.3 模型实践 

在风险识别技术处理中，可以凭借以上定理内容，在“现象-因子”模型下，形成数据化的软件程序，并进一步优

化风险管理人员的操作便捷性，保证整体数据模型的适应状态，使风险分析工作能够更好的执行。 

4 总结 

综上，将核对表、鱼骨图作为航空项目风险分析的应用条件，可以有效提升整体航空项目管理的风险识别水平，

并在保证项目管理科学性的同时，实现项目运行的稳定化控制。在科学化发展的航空项目工程中，管理者可以更好地

发挥科技化优势，并在维护项目目标落实效果上，起到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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