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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夹 （七）Partnering模式 Partnering模式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

首先在美国出现，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其应用范围逐步

扩大到英国、澳大利亚、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近年

来日益受到建设工程管理界的重视。 Partnering一词看似简单

，但要准确地译成中文却比较困难。我国大陆有的学者将其

译为伙伴关系，台湾学者则将其译为合作管理。 1

．Partnering模式的主要特征 Partnering模式的主要特征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1）出于自愿。Partnering协议并不仅仅是

业主与承包商双方之间的协议，而需要工程项目建设参与各

方共同签署，包括业主、总包商或主包商、主要的分包商、

设计单位、咨询单位、主要的材料设备供应单位等。参

与Partnering模式的有关各方必须是完全自愿，而非出于任何

原因的强迫。Partnering模式的参与各方要充分认识到，这种

模式的出发点是实现工程项目建设的共同目标以使参与各方

都能获益。只有在认识上达到统一，才能在行动上采取合作

和信任的态度，才能愿意共同承担风险和有关费用，共同解

决问题和争议。 （2）高层管理的参与。Partnering模式的实

施需要突破传统的观念和组织界限，因而工程项目建设参与

各方高层管理者的参与以及在高层管理者之间达成共识，对

于该模式的顺利实施是非常重要的。由于Partnering模式需要

参与各方共同组成工作小组，要分担风险、共享资源，因此

，高层管理者的认同、支持和决策是关键因素。 （3



）Partnering协议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合同。Partnering协议与工

程合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文件。在工程合同签订后，工程建

设参与各方经过讨论协商后才会签署Partnering协议。该协议

并不改变参与各方在有关合同中规定的权利和义务

。Partnering协议主要用来确定参与各方在工程建设过程中的

共同目标、任务分工和行为规范，它是工作小组的纲领性文

件。当然，该协议的内容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当有新的参与

者加入时，或某些参与者对协议的某些内容有意见时，都可

以召开会议经过讨论对协议内容进行修改。 （4）信息的开

放性。Partnering模式强调资源共享，信息作为一种重要的资

源，对于参与各方必须公开。同时，参与各方要保持及时、

经常和开诚布公的沟通，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要保证工程

投资、进度、质量等方面的信息能为参与各方及时、便利地

获取。 2．Partnering模式的组成要素 Partnering模式的成功运

作所不可缺少的元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长期协议。

虽然Partnering模式也经常用于单个工程项目，但从各国实践

情况看，在多个工程项目上持续运用Partnering模式可以取得

更好的效果。这也是Partnering模式的发展方向。通过与业主

达成长期协议、进行长期合作，承包商能够更加准确地了解

业主的需求；同时能保证承包商不断地获取工程任务，从而

使承包商将主要精力放在工程项目的具体实施上，充分发挥

其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样既有利于对工程投资、进度、质量

的控制，同时也降低了承包商的经营成本。对业主而言，一

般只有通过与某一承包商的成功合作，才会与其达成长期协

议，这样不仅使业主避免了在选择承包商方面的风险，而且

可以大大降低“交易成本”，缩短建设周期，取得更好的投



资效益。 （2）资源共享、风险共担。工程建设参与各方共

享有形资源（如人力、机械设备等）和无形资源（如信息、

知识等）、共享工程实施所产生的有形效益（如费用降低、

质量提高等）和无形效益（如避免争议和诉讼的产生、工作

积极性提高、承包商社会信誉提高等）；同时，参与各方共

同分担工程的风险和采用Partnering模式所产生的相应费用。 

（3）相互信任。相互信任是确定工程建设参与各方共同目标

和建立良好合作关系的前提，是Partnering模式的基础和关键

。只有对参与各方的目标和风险进行分析和沟通，并建立良

好的关系，彼此间才能更好地理解；只有相互理解，才能产

生信任。而只有相互信任，才能产生整体性的效果

。Partnering模式所达成的长期协议本身就是相互信任的结果

，其中每一方的承诺都是基于对其他参与方的信任。只有相

互信任，才能将工程项目组织管理其他模式中常见的参与各

方之间相互对立的关系转化为相互合作的关系，才能够实现

参与各方的资源和效益共享。 （4）共同的目标。在一个确

定的工程项目中，参与各方都有其各自不同的目标和利益，

在某些方面甚至还有矛盾和冲突。尽管如此，工程建设参与

各方之间还是有许多共同利益的。例如，通过设计、施工、

业主三方的配合，可以降低工程的风险，对参与各方均有利

；还可以提高工程的使用功能和使用价值，这样不仅提高了

业主的投资效益，而且也提高了设计单位和施工承包单位的

社会声誉，等等。工程建设参与各方要充分认识到，只有工

程建设项目实施结果本身是成功的，才能实现他们各自的目

标和利益，从而取得双赢或多赢的结果。 （5）合作。工程

建设参与各方要有合作精神，并在相互之间建立良好的合作



关系。但这只是基本原则，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有组织保

证。Partnering模式需要突破传统的组织界限，建立一个由工

程建设参与各方人员共同组成的工作小组。同时，要明确各

方的职责，建立相互之间的信息流程和指令关系，并建立一

套规范的操作程序。 值得指出的是，Partnering模式不是一种

独立存在的模式，它通常需要与工程项目其他组织模式中的

某一种结合使用，如总分包模式、平行承包模式、CM承包模

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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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