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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厂鲁布革工程项目管理经验以来，项目管理在我国建筑行

业得到了比较普遍的应用，建筑行业已经成为我国运用项目

管理比较成功的行业。许多建设监理单位和建筑企业在实践

中摸索出了自己的宝贵经验，有些实践者通过公开发表论文

的方式对自己的经验作了记载和传播。本文旨在运用内容分

析法（Conlent Analysis）对这些公开发友的论文进行分析，从

中总结出一些值得普遍推广的最佳实践，并发现一些急待改

进的问题。 一、内容分析法及文献来源 内容分析法是当代社

会科学研究中采用的一种主要以文献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方法

。内容分析通过文献内容消化、整理、有序化等步骤，实现

文献内容的部分量化。这就使分析工作增添了一个观察问题

的新角度，增加了分析的客观性和准确性。 本研究采取的内

容分析过程包括：建立研究目标，确定研究文献总体与分析

单位，抽取文献样本，按一定的分析维度对文章内容进行定

性分析和归类，对归类结果进行频率统计，取得量化数据，

对数据进行统计处理，然后进行讨论和得出结论。 本研究的

巨的是从近年的期刊中总结出：工程项目管理的经验和不足

。研究总体是建筑类和管理类的期刊。本研究以工程项目管

理的文章为分析单位，以各种项目管理经验为分析维度（类

别）（见表1的前两列）。样本文献来源于CNKI中国期刊全

文数据库和重庆维普中刊数据库，在期刊库中按“工程项目

管理”、“施工项目管理”、“建筑项目管理”和“项目管



理经验”等关键字搜索，最终搜索得292篇相关文章。 在这些

文献中，有204篇（69.86％）是针对整个项目管理过程的综合

性文章，有88篇（30.14％）是专门针对某一专题的，包括监

理、质量控制、项目经理、成本控制、合同管理、计算机信

息管理、工程造价管理和施工安全等。各专题所占比例的大

小反应了其被大家所关注的程度，即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了其

重要性。 二、内容分析结果 本研究以建筑项目的最重要的三

个项目关系人（业主、监理单位和施工单位）为核心展开内

容分析工作，同时考虑“四控制二管理一协调”的问题。在

业主、监理单位、施工单位和四控制二管理一协调等四个大

维度之下，本研究还运用了一系列的二级和三级分析维度。

表1～表7的前两列显示了这些分析维度。这些表格的后三列

显示的是各分析维度（实践经验）在292篇文章中被提到的频

率（即有多少篇文章提到了某个实践经验）及相应的比例和

排序。例如，292篇文章中有66篇提到了“关键是选好项目经

理”，所以这条经验的频数为66，所占的比例为66/292

＝22.60％，在所有实践经验中被提到的次数最多，排序第一

。值得注意的是，频数没有可加性，即所有频数加起来并不

等于总篇数292.这是因为每一篇文章都可能会论及几条经验。

在总共292篇文章中，涉及“业主”管理的有12篇，占4.11％

；涉及“监理单位”管理的有32篇，占10.96％；涉及“施工

单位”管理的有172篇，占58.90％；涉及“四控制二管理一协

调”的文章有179篇，占61.30％。这四个大维度之下的各二级

分析维度和相应的频率及排序见表1.从表1中可以看出，目前

建筑行业项目管理的重点在“四控制二管理一协调”和“施

工单位管理”方面。 鉴于项目经理在项目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本研究应用三级维度对项目经理的素质要求进行分析。分

析结果见表2.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项目经理是指施工单位

的项目经理，而不是直接对业主负责的项目经理。现有文献

对后面这种项目经理的论述非常少。 从表2可以看出，项目

经理的技术能力被提到的频率最高，有33篇，占68.75％；管

理能力次之，有28篇，占58.33％；人际能力最后，有20篇，

占41.67％。在所有48篇讨论到项目经理素质的文章中，只有2

篇明确提到了项目经理的沟通能力。 三、最佳工程项目管理

实践经验总结 从内容分析的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被提到频

数最高的五条经验是项目经理、质量控制、信息管理、合同

管理和成本控制。从这五条经验出发，结合其他经验，我们

可以总结出如下几条最重要的工程项目管理最佳实践： 1.项

目经理对项目的成功起关键作用。如表1所示，“关键是选好

项目经理”、“项目经理的素质”和“项目经理负责制”等

三条实践分别列第一、三和七位。从企业的角度来说，一定

要重视选好的项目经理。那么，什么样的项目经理才是好的

项目经理呢？从表2中可以知道，好的项目经理必须具备良好

的人际能力、组织能力和技术能力等。有了好的项目经理，

还需要有好的组织管理制度，项目的成功才能得到保证，也

就是必须实行项目经理负责制，清晰定义的权力和职责。这

符合项目管理中关于项目经理是项目的惟一责任点的要求。

2.项目的成功需要规范、高效的组织管理。表1中有许多条实

践是与组织管理密切相关的，比如，加强、规范建设监理，

项目各方面的有机协调，建立高效的项目经理部，健全各种

规章制度、实现规范化管理，利用计算机网络组建管理信息

系统，建立信息采集与传递整理体系，管理层与作业层分离



，制定岗位责任制、明确责权利，优化施工组织等。一个建

设项目绩效的好坏，不仅取决于参与项目各方各自的组织管

理水平，而且取决于各方之间的有机协调和配合。 3.质量控

制。工程质量是项目管理的重要目标之一，它是反映项目组

织的工作业绩的一个重要指标。在表1中，质量控制排在第二

位，在全部292篇文章中有65篇讨论了质量控制，可以说明质

量控制的重要性。通过分析有关质量控制的内容，可以看出

，进行质量控制，关键是要建立严格的质量管理和健全的质

量保证体系，运用全面质量管理；加强职工的教育培训，增

强质量意识，将质量和奖惩挂钩；严格控制材料，确保质量

；加强工程项目质量的监督和检查。 4.合同管理。在表1中，

“合同管理”、“加强规范建设监理”、“规范强化投招标

方式和”加强索赔“等是与合同管理密切相关的。由于建筑

工程绝大多数是采用承发包方式建设的，合同管理自然就在

项目管理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通过分析有关合同管理的

内容，可以看出，要做好合同管理，就需要组织项目管理人

员学习熟悉合同，掌握和应用索赔技术；在合同中明确责权

利，强化合同意识，提高合同管理人员的素质；加强合同签

订的可靠性和合同执行中的变更管理，充分发挥合同在市场

经济的履约经营的作用。 5.成本控制和进度控制。由于在项

目管理中，成本和进度经常是要放在一起讨论的，所以我们

也把成本控制和进度控制作为一条实践加以总结。推行项目

管理，必须坚持“企业是利润中心，项目是成本中心”的原

则。因此，项目的成本管理应以成本核算为中心，加强项目

成本预测、成本计划、成本动态控制、成本分析，真正做到

事前有预算，事中有核算，事后有决算。在成本控制中，要



注意加强以下几个方面工作：改进施工工艺、采用新技术新

工艺、加强机械设备管理、建立成本控制责任体系及制定项

目成本计划、明确目标成本。对进度控制，我们需要制订合

理的进度计划，严格地把计划付诸实施，科学动态地监控计

划实施情况，及时纠正偏差，保证项目按计划进行。 四、总

结 本文通过内容分析方法，对我国建筑业项目管理实践中的

最佳实践进行了分析。最佳实践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强调

项目经理对项目成功所起的关键作用；项目的成功需要规范

、高效的组织管理；项目质量控制；项目合同管理；项目成

本与进度控制。严重不足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项目整合管

理被忽视，业主方的项目管理不足，以及项目经理素质中的

不足（过多强调技术能力，忽视人际和管理能力）。这些经

验与不足基本上是我国建筑行业自1987年以来推行项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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