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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B_BA_E8_AE_BE_E9_c57_552169.htm 随着我国建筑业的

迅速发展，如何适应和冲击越来越广阔的国内和国际建筑市

场，关键在人才。努力建设一支包括党政干部、企业经营管

理者、工程技术人员和其它诸多方面人才在内的高素质人才

队伍，以提供坚强有力的人才支持和智力支持。目前，我国

建筑业缺乏国际认同的高素质的工程项目管理人员，已成为

制约建筑业持续发展的一大因素 当今项目经理队伍现状 把建

筑师站点加入收藏夹项目经理的定位状态不明确。一个施工

项目是一项一次性的整体任务，在完成这个任务的过程中，

必须有一个最高责任者和组织者，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施

工项目经理。项目经理是企业法人代表体现在工程项目上的

委托代理人，是项目承包责任人。从对外方面看，企业法人

代表不直接对每个建设单位负责，而是通过项目经理在授权

范围内对建设单位直接负责。《建筑施工企业项目经理资质

管理办法》对项目经理作了如下定义：施工项目经理是受企

业法定代表人的委托，对工程项目全过程全面负责的管理者

，是建筑施工企业法定代表人在工程项目上的代表人。而人

们习惯于把项目经理定位在中层管理干部，其实项目经理所

行使项目管理的职能与企业职能部门的中层干部是截然不同

的。前者体现为控制职能的强化，讲究所要实现目标的过程

管理，强调复合型人才，对其要求类同职业经理式的人物；

后者体现在决策职能的增强，通常是专才，是一个部门、一

个专业所管辖领域的专家，注重目标计划管理、监督、服务



。然而，目前还有一种偏见，把项目经理误认为是终身的职

称，他们与企业的关系普遍为单纯的承包关系，普遍与企业

讨价还价，渐渐造成了项目经理权力不适当的扩大，无序流

动，到处挂靠，经济上过多的得益致使企业有被架空的危险

。在一些地区或是某些企业，项目经理居然成了“包工头”

的代名词，从根本上否定了“企业是利润中心、项目是成本

中心”这一项目施工管理的初衷。在招标投标中，业主往往

把指定某某项目经理作为是否中标的条件，这实际上是对投

标人自身经营行为的干预。在当今建筑市场上，项目经理的

定位已严重影响建筑市场的规范化和企业的健康发展。 项目

经理资质管理繁复。项目经理既为工程项目的负责人，显然

项目经理不应等同于专业技术人员，对工程项目的施工全过

程负有全面的管理职能。综观我国当前建筑市场，项目经理

与一些专业人员职能交叉、混杂不清，其名目繁多，整体素

质不高。归纳起来主要原因有：一是项目经理没有按照大建

筑的范畴进行综合考虑。建筑业包括土木工程、线路管道设

备安装、装饰装修（1994年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这是

项目经理划分归类的主要因素，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二是我

国建筑业资质管理存在诸多弊端。我国建筑业资质管理起步

于20世纪80年代，对资质等级的分类年复一年，几经周折，

到目前就位的资质等级标准，实在是类别划分过细，却资质

审查部门仍然交叉，“婆婆妈妈”依然太多，缺乏以人为本

建立自我约束的机制；三是误导为以资质等级标准作为划分

项目经理的依据。由于资质等级的繁琐和复杂化，导致相关

部门对项目经理的要求和培训“个性”化。笔者认为，在一

段时期对项目经理的培训和实行持证上岗，无疑是管理好项



目的基本条件。而事实上目前的做法是相关部门各自为政、

自行其是，借助于“资质标准”，按各类工程专业组织培训

和审批项目经理，与业主肢解工程遥相呼应，从而混淆了项

目经理同各工种施工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界限，对建筑市场

产生了很大的冲击，致使出现了我国建筑市场上有土建项目

经理、安装项目经理、装饰装修项目经理、消防项目经理、

园林项目经理、市政项目经理、防腐蚀保温项目经理及化工

石油、电力、电气、管道、建筑智能化等等项目经理。笔者

认为，项目经理与专业技术（或施工）人员是全才和专才的

关系，是综合管理和专业管理的关系，看看发达国家对项目

经理的要求，我们不难发现，项目经理并非一般的施工负责

人。在美国建筑市场，承包商对项目经理通常都有这样的规

定要求：一是大学本科或以上学历；二是在施工第一线锻炼

满五年；三是须经受公司内经营、财务、法律或其它职能部

门的管理实践。美国CLOK公司一位人力资源经理曾深有感

触地说，要成为一个项目经理并非易事。 部分项目经理素质

不尽如人意。据悉，全国现阶段拥有施工企业10万多家，从

业人员达3500多万人，经各地、各级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批准

并已取得项目经理资格证书的人员近50万人，其中一级项目

经理约12万人。这支庞大的项目经理队伍，多数是从一线涌

现出来的，他们富有实践经验，具有一定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一度为我国基本建设和建筑业的发展做出过贡献。然而

，这支庞大的项目经理队伍中很少有人系统地学习过项目管

理知识。多年来，我国对于项目经理的管理客观上也缺乏指

导性的意见，行政审批制度致使目前项目经理队伍中一部分

人员学历偏低、职称泛滥，加之有些培训机构以仅营利为目



的，使得培训无法达到预期的目的。这些项目经理管理知识

失衡，特别是法律知识、工程经济知识薄弱，虽具备项目经

理资质，但其真实的资格和素质都难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现代

化管理要求。 对建立高素质项目经理队伍的思考 工程施工项

目经理是建筑工程的直接管理者，施工项目经理的管理与创

新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和决定着工程的质量、安全、施工效

率及成本的高低。为提高项目经理管理水平，建设部从2004

年起已全面推行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制度。这就要从及时调

整内部生产关系、从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从加强企业文化

建设的层面去解决，从与时俱进的高度对项目经理的管理作

延伸思考。建立建造师执业资格制度，是我国深化建设事业

管理体制改革，加强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提高建设工程施工

管理专业水平，以“人本管理”为根本的一大举措。建造师

作为一种执业资格制度，有其特定的意义。从现有项目经理

的管理制度向注册建造师的平稳过渡，不仅仅是一种执业资

格注册认证的简单推行，更是建设一支高素质项目经理队伍

的有力举措。 举措之一：加强宏观指导。高素质的项目经理

既为项目经理群体的优秀者，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认真

贯彻“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遵纪守法，爱岗敬业；树立

“勇于创新、开拓进取”的精神。凡取得建造师执业资格者

，方能被企业领导授权作为项目经理，这就从组织上提供了

人尽其才的保证。 举措之二：提升管理能力。当前，整个建

筑市场环境正在逐渐发生本质的变化，建筑业企业如何在更

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接轨国际经济，充分扩充市场

、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企业发展，这是每个企业经营者正在

积极思考的课题。同时，作为建筑业企业施工现场的管理者



，项目经理同样需要具有理性思维和市场战略的眼光，用智

慧去发现市场的规律、顾客心理的规律，以及资本运行的规

律。建造师执业资格认证过程中所必备的培训、考试制度，

正是给予我们一次用智慧的积累、能力的培养而取得的锻炼

机会。 举措之三：培育职业项目经理。随着建筑市场化的成

熟和“人本管理”进程的加快，对项目经理的认可将由市场

来决定。建造师执业资格注册将规范项目经理的从业行为，

摸索和建立以市场评价和选择人才的工作机制，从而为高素

质项目经理人的成长提供环境和条件，辅之建立项目经理协

会，根据市场的需要和项目经理的特点，开展形式多样、生

动活泼的凝聚人、培育人的活动，通过这些活动，规范项目

经理从业行为，提高综合素质，同时，向社会和企业推荐项

目管理人才，架起项目管理人才交流的“立交桥”。 举措之

四：向相关行业渗透。注册建造师执业制度的推行不仅仅有

利于项目经理素质的提高，从高起点和长远的观点看，建造

师不是项目经理的升级，更不等同于项目经理。除建筑业企

业以外，建造师将以个人在经济、社会各项工程管理活动中

获得执业凭证，一些相关建设事业的工程咨询、工程担保、

设计公司、质量监督、融资代理等现代企业，都将成为建造

师的用武之地。 我国实行工程项目管理是从鲁布革电站开始

的。10多年来，项目经理在项目管理中起了积极的作用。我

们有理由相信，以建造师制度为契机，一大批高素质项目经

理将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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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