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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与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大型建设工程的设计项目

管理引入虚拟组织的项目管理模式，本文分析广州轨道交通

设计管理模式，结合国内轨道交通的设计管理模式，分析设

计总包总体管理模式的实际应用情况，探索目标需求的设计

项目管理虚拟组织的应用前景，使虚拟组织的管理模式更好

地为轨道交通工程服务。 关键词：轨道交通 工程设计 项目管

理 虚拟组织 一、广州市轨道交通的概况 目前广州市已建成的

轨道交通有一号线及二号线。一号线为东西走向，从西朗起

到广州火车东站止，线路长度为18.5km，于1993年12月动工

建设，1999年6月开通运营。二号线为北东“L”型走向，首

期工程从琶洲站起到三元里站止，线路长度为18.6km，

于1999年11月动工建设，2002年12月开通运营。 在建设的轨

道交通有三号线、四号线大学城专线及广佛线。三号线为南

北“Y”字型走向，北端分别起于广州火车东站和天河客运站

，南到番禺广场站，线路长度为33.8km，2001年底开工，计

划2006年建成。四号线大学城专线为南北走向，北起琶洲塔

站，南至新造站，线路长度为14.1km，于2003年开工建设，

计划2005年建成。广佛线起于佛山市魁奇路，止于广州的沥

，线路长度为33.6km，其试验段工程于2002年10月动工，计

划2007年全线建成。 为缩短时空距离，形成对城市空间拓展

、区域及枢纽间联系、提高交通运输效率。在广州市轨道交

通规划线网将使中心城区与人口大于50万人口的边缘组团、



卫星城（除南沙片区）的时空距离基本控制在39分钟以内，

与佛山、东莞等周边地区交通时间基本控制在1小时内。规划

拟由15条轨道线加一条市郊列车线组成，线网总长610km，车

站总数278座（不包括市郊列车67km车站18座）。规划线网密

度：内环路以内为1.27km/km2，环城高速公路以内

为0.77km/km2，都会区以内为0.26km/km2。线网基本构架由

“交通疏导型”和“规划引导型”两类线路构成，形成既向

心又交织的轨道交通系统，并有良好的辐射能力。 二、广州

市轨道交通设计管理模式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是一项规模巨大

、涉及面广、技术难度大、质量要求高、建设周期相对较长

的系统工程，轨道交通工程设计是工程建设的龙头，其服务

质量的情况将直接影响到工程建设和运营管理的代价。因此

，需要政府部门、业主、各工点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密切配

合，共同使轨道交通工程的设计项目管理发挥龙头作用。 广

州市轨道交通设计管理采取分级管理模式。即分为系统、工

点设计方管理、设计总包总体方管理、业主管理。业主在该

经济活动中起主导作用，通过公开设计招标确定总包总体单

位和工点设计单位，业主与设计总包总体单位签定经济合同

。为保证设计过程中实现管理目的，对各个具体的工点设计

项目由业主、总包总体单位及工点设计单位签定三方设计合

同，业主授权设计总包总体单位行使“设计产品”总成的权

利、责任和义务，由此在工程项目中形成一个为完成一个共

同目标，通过业主行为，以经济合同关系的项目“虚拟组织

”。 设计总包总体方作为广州市轨道交通设计管理的一个环

节，对广州市轨道交通工程设计工作的总体性、完整性、统

一性、技术进步性及经济合理性全面负责。根据轨道交通工



程项目专业多、系统复杂的特点，为便于设计工作的管理，

设计总包总体方拟设总包组和总体部两个大组，总包组侧重

于进度控制、合同管理、信息管理和组织协调，根据职能分

工总包组又分设数个职能小组；总体部侧重于总体设计、全

线质量控制、技术管理、技术协调、接口管理工作，按照设

计技术特点，总体部按总体（副总体）、系统组、专业组三

个管理层次展开工作。 设计总包总体方作为广州市轨道交通

工程设计管理的一个环节，业主授予设计总包总体方广州市

轨道交通工程设计的技术管理权限，其设计技术指令对系统

、工点设计方具直接约束力。 在管理方面的工作职责，业主

的重点在于设计目标、计划协调、组织、功能、成果方面，

设计总包总体方的重点在设计工作的信息资料、合同和计划

管理，检查、监督设计方的合同执行情况，过程控制、功能

平衡、接口协调方面，对设计成果的质量负责，给予设计方

技术指导，会签查设计的成果文件组成内容是否完善，设计

深度是否满足合同要求，并确定是否满足城市规划、环境保

护及业主要求，提交可行的、可操作的会签意见供业主决策

。 三、国内城市轨道交通设计管理的主要模式 轨道交通工程

的设计涉及到的专业有40多个，专业跨度较大，必须体现综

合技术的水平，需要在某段内同时集中大量设计人员进行设

计，在市场经济的时代会使设计单位的成本非常高，很难有

一家设计单位能承担一条线路的所有设计任务。当前国内城

市轨道交通工程的设计管理模式主要有三种：设计总承包管

理模式、设计总体管理模式、设计总包总体管理模式，这几

种模式在各城市的轨道交通建设中，根据城市建设的特点、

工程建设的需要、当地拥有该设计力量的设计单位，以及业



主自身利益确定设计项目的管理模式。 1、设计总承包管理

模式 一般的情况下，它是业主委托一家实力较强、有经验的

大型综合性设计单位进行设计总承包，设计单位对项目的设

计过程和设计成果实施全方位的管理与控制，同时根据其自

身的需求把部分设计任务进行分包，但总承包单位对业主负

总责。这种管理模式是我国在50年代学习苏联管理模式，它

在国家的重点建设项目作出了重大贡献，这种较为传统的管

理结构形式，可把总承包单位劣势的设计工作分包给专业性

较强的设计单位，能体现设计单位综合水平的同时实现企业

的利润最大化。 该管理模式的特点：沿袭计划经济时代的管

理模式，充分利用各行业的国有大型设计院人力、物力和管

理经验，自主对整个工程设计负总责，完全行使对分包设计

单位的管理控制。它简化了业主、政府部门与设计单位的关

系，使业主集中精力抓好轨道交通工程的全面筹划、融资、

工程建设、外部协调方面的工作，适应业主为工程建设指挥

部的管理模式。此管理模式是典型的金字塔结构，管理层次

清晰、责任明确，对于纪律性较强的项目管理是非常有效的

。但对创造性工作的管理会出现压制不同观点的充分表达，

分包设计单位只与设计总承包单位是一种直接的委托与被委

托的合同关系，经济杠杆将起决定作用，同时由于国家税务

政策使分包设计单位得到的设计费实际含了两重税，直接影

响到工程设计费的充分使用。 2、设计总体管理模式 该管理

模式是业主把整个工程的设计管理工作分为项目管理和技术

管理，设计的项目管理由业主直接承担，对参与设计工作的

工点设计单位的设计行为和设计成果，实施管理与协调。对

于技术管理它是业主委托一家技术实力较强的设计单位承担



项目设计总体管理工作，对参与本项目设计工作的设计单位

的设计成果，实施技术上的管理与协调。此管理模式是一种

双轨制的纵向管理体制，由业主和设计总体单位，对参与本

项目设计工作的分项设计单位的设计行为和设计成果，实施

管理与协调。实行协同一致、分工合作的方法进行设计全过

程的控制管理工作。 该管理模式的最大特点，就是业主全面

负责整个建设项目设计工作的管理和控制，通过设计工作管

理部门负责对参与项目设计工作各分项设计单位的投资控制

、进度控制、质量控制、设计行为、合同管理和信息资料进

行全面调控；负责对各分项设计单位的设计成果实施技术上

的管理与协调，确保设计文件的系统性、统一性和完整性。

业主与各分项设计单位都是直接的合同关系，将直接对各设

计单位进行管理，从质量、投资、进度管理上有与设计总体

管理界面划分和协调一致问题，要避免多头指挥有一定难度

。 3、设计总包总体管理模式 它是业主将项目的设计任务分

解成若干项目，通过设计招投标选择有专业特长的设计单位

承担相应工点项目工作，同时确定一家具有较强技术力量和

综合协调能力的设计单位承担设计总包总体管理工作。总包

总体管理单位受业主委托对轨道交通工程设计的总体性设计

、工点（包括车站和区间）设计和系统设计的总体性、系统

功能统一性、经济合理性、技术进步性、项目投资和总体进

度进行总负责的单位，其组织机构由总包组、总体部等核心

部门构成。在合同有效期内为业主提供总体性设计、设计成

果总成和技术管理服务，在业主的授权下开展工作，为设计

方提供技术指导和技术服务。 该管理模式的特点：可充分利

用高水平的社会专业力量来参与设计管理工作，使业主、设



计总包总体单位与各设计单位均形成三角的关系，以工程设

计项目管理为中心的“虚拟组织”，使业主集中精力抓好轨

道交通工程的全面筹划、融资、物业开发、外部协调及运营

管理方面的工作，适应当今工程建设“小业主，大社会”的

发展方向。设计总承包单位是全面负责整个建设项目设计工

作的管理和控制，其成立的设计总承包管理组负责对参与项

目设计工作的各单位的设计进度、质量和工程投资实施全面

调控；设计总体组负责对参与项目设计工作的各单位设计成

果实施技术上的全面管理与协调，从而最大限度地确保设计

工作的成果达到优质、高效、经济、合理的目标。 四、“虚

拟组织”管理模式的发展前景 20世纪80年代初网络技术逐步

得到应用，进入90年代计算机的网络技术获得飞速的发展，

人机界面的解决方案，使工程设计行业的协同工作成为可能

，也使大型建设项目的设计管理走向联盟道路奠定基础。企

业根据市场的需求和自身的竞争优势与劣势，借用企业外部

力量，将可利用的企业外部资源与内部资源整合在一起，以

提高企业竞争力，是每个的企业不断探索方向。通过项目管

理的组织运作评价，实现项目管理的控制，在组织形式方面

以“虚拟组织”作为切入点，以追求企业的利润最大化为目

标，形成核心竞争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

。 1）“虚拟组织”的基本特点 是在不破坏企业独立机制的

前提下，集中几个或几十个中小企业的优势形成集团。企业

向虚拟集团组织转变是为了寻求合作，以合作求扩展，以扩

展求效益。这期间企业的规模不需要扩大，只是借助和利用

了他人之力。“虚拟组织”是一个资源整合体，这些来自不

同企业的资源被整合，使“虚拟组织”更象一个真正的企业



实体。由于综合了不同企业的能力，因此虚拟集团可以取得

单个企业难以达到的结果。具有不同优势的企业加盟，将各

优势结构在一起，能充分发挥群效应，保证联盟目标的实现

。 2）“虚拟组织”具有较大的市场适应性 “虚拟组织”是

一个以机会为基础的各种核心能力的统一体，这些核心能力

分散在许多实际组织中，它被用来使各种类型的组织部分或

全部结合起来以抓住机会。当机会消失后，“虚拟组织”就

解散。所以，“虚拟组织”可能存在几个月或者几十年。 “

虚拟组织”是一种以市场为导向的强调速度的管理方式，更

加适应变化多端的国内外市场环境。随着经济的发展，工程

设计市场正逐渐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设计单位必须

时刻关注着市场的变化，从市场的最新信息中寻求生存和发

展的机会。建立以合同为纽带，以工程设计项目管理为中心

的“虚拟组织”，按合同优质、快速地为业主提供产品和劳

务。 3）“虚拟组织”可在成员内共享核心能力 “虚拟组织

”是通过整合各成员的资源、技术、顾客市场机会而形成的

。它的价值就在于能够整合各成员的核心能力和资源，从而

降低时间、费用和风险，提高服务能力。 “虚拟组织”是一

种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的经营管理模式，能够充分挖掘每个参

与其中的设计单位的人、财、物资源。“虚拟组织”就是这

样一个信息沟通系统，从不同的成员中获得必要的服务。“

虚拟组织”为取得竞争中的优势地位，把不属于自己核心能

力的部门虚拟化，而同时又把“虚拟组织”各成员的的核心

能力整合，充分地利用了每个设计单位的资源，对于顾客而

言，整合的特征是无形的、无边界的。显然，在相同的市场

机会下，“虚拟组织”会优于各成员单位。 4）“虚拟组织



”的成员必须相互信任 合作是“虚拟组织”存在的基础。但

由于“虚拟组织”突破了以内部组织制度为基础的传统的管

理方法，各成员又保持着自己原有的风格，势必在成员的协

调合作中出现问题。但各个成员为了获取一个共同的市场机

会结合在一起，他们在合作中必须彼此信任，当信任成为分

享成功的必要条件时，就会在各成员中形成一种强烈的依赖

关系。 5）“虚拟组织”的前景 “虚拟组织”是面向二十一

世纪的企业管理的主流模式，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的发展时

期，如果轨道交通工程设计管理的组织模式实施“虚拟组织

”，业主可实现“小业主、大社会”的目的，选择到专业性

强的设计单位承担工点、系统设计任务，通过选择管理能力

强、综合技术水平较高的设计总包总体单位，并由它为龙头

形成轨道交通工程设计项目的“虚拟组织”，发挥各设计单

位的主观能动性，以互补的优势创造品牌。而期间每个参与

的设计单位只需负担要求的部分设计任务，这大大减小了大

型工程建设项目带来的风险，多成员并行设计可以大大缩短

设计周期。另外，“虚拟组织”的各成员在工程建设过程中

只涉足自己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生产环节，从而可以保证工

程质量。 五、结论 随着社会的发展，劳动分工就越细化，设

计单位逐步走向专业化。而在我国经济大发展的时期，建设

工程趋势为大规模、综合性强、技术含量高，一家设计单位

独立承揽一项大型建设项目的可能性日见减少，为求得社会

的发展和企业的生存，设计企业之间要有能力互补与组合、

结盟、合作，在分工与协作中求生存与发展，这是适应市场

需求的虚拟组织成员之间为达到同一目标的经济合作组织，

同时存在着为实现业主和虚拟组织的双目标，业主通过设计



招投标确定各工点设计单位，并以合同的形式组合成以设计

总包总体单位为牵头单位的虚拟组织模式。包括大的顾问公

司，也应该能与小专业公司合作。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