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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基、效益之本，当前，项目管理失衡、创效能力不足等问

题普遍存在。从实践经验看，项目管理优劣决定了企业效力

与可持续发展能力。项目管理优，则企业强大兴盛、政通人

和；项目管理劣，则 企业动力缺失、举步维艰。加强和优化

项目管理，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整合资源，合理投入的原

则 规模与能力的矛盾是我们目前面临的首要矛盾。今年计划

完成投资1500亿元，规模空前，有的集团公司在建隧道400多

公里，桥梁3000多孔，有的工程公司在建规模100亿元以上。

但我们的生产要素严重不足，主要表现是：设备不足、人员

短缺、有经验的施工队伍难寻。这三方面的问题解决的如何

，直接决定全年生产经营能否保持平稳有序增长态势。我考

虑，解决这一矛盾的对策就是要科学地整合资源。首先，施

工生产的资源宜集中不宜分散，项目管理的层次宜少不宜多

。集团公司、工程公司的资源应集中于项目，项目应成为生

产要素的集结地。要加强一线，保证重点，使管理人员都负

具体责任，有可以清楚衡量的业绩。成立很多分片的、不直

接承担具体项目管理责任的机构，不仅会造成力量分散、资

源闲置，而且往往导致信息反馈失真、指挥效率降低、管理

责任虚化。整合资源应以项目为载体，以形成能力为目标，

以专业化为方向，以能把守安全质量关口为原则，以较小的

投入产生较大的效应，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分布和最优配置

，使有限资源发挥最大效能。 1、设备不够怎么？要高度重



视工装设备的投入问题。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生产工

具的革新推动生产方式的转变和社会变革。关键设备应自主

投入，如长大隧道的装运设备、大吨位梁的制运架设备、无

砟轨道的施工设备等，对提升施工能力有重大作用；地质超

前预报设备、测量试验检测设备、混凝土拌合楼、重型压路

机等对安全质量有保证作用；先进的隧道挖装机、大功率的

旋挖钻机等能使其他配套设备效能倍增等。对这些关键设备

均应坚持自主投入，并尽可能选用性能可靠的品牌产品。通

用设备、普通设备应充分利用社会现存资源，控制投入。如

运输车辆、常规的隧道施工设备、一般的桥梁施工设备、土

石方施工设备等，原则上都应通过租赁社会设备或施工队伍

自带的方式加以解决，谨防过度投入，不堪重负。客运专线

制架梁设备的投入，要统筹安排。用自有资金和国外贷款购

置一部分，与生产厂家联合自制一部分，通过加快施工进度

，加快周转，从其他工点倒用一部分。要充分发挥桥梁厂的

作用，有资质、有技术的桥梁厂可以投标搞一部分。设备是

提升我们施工专项能力的重要因素，投入应以形成专业化能

力为目标，力求先进适用、相互配套、效能最优、成本最低

。设备配置不是越先进越好，也不是自动化程度越高越好。

大型设备均应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按程序报批，避免盲目投

入和无序投入。 2、人员不够怎么办？要有效整合人力资源

。人是生产要素中最活跃的因素，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岗

位上可以发挥出无可估量的潜能。要眼睛向内，努力盘活存

量，充分挖掘内部潜力。对收尾项目进行彻底清理，集中力

量打歼灭战，加快销号，避免"胡子"工程，实现管理和技术

人员尽快转场；对集团公司、工程公司两级机关人员进行清



点，按专业排队，将能抽调出来的管理、技术干部全部充实

到施工一线；对新分配学员加强应急培训，由工程公司总经

理、总工程师亲自授课，使他们尽快掌握规范标准，熟悉工

作程序，进入项目情况，早日担当重任；对一线骨干人才在

政策待遇上予以倾斜，加强思想教育，明确最低工资待遇标

准，保证他们安心在项目工作；对新上项目按项目班子精干

化、项目经理职业化、技术干部专业化的要求组建项目部，

实现项目的精干高效运转。与此同时，要广借外力，有效整

合社会人力资源为我所用。根据施工需要可聘任国内相关知

名专家担任长期顾问，对重大技术难题进行咨询论证把关；

根据现场专业需求可临时招聘部分技术人员和大专学生，以

应急需；应注重处理好与现场监理、设计的关系，借用其力

量对施工进行技术把关和技术指导。 3、队伍不好找怎么办

？应优选具备一定管理、技术力量的施工队伍，严管与善待

相结合，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我总结了五种外包队伍使用

模式：南坪隧道模式，纯粹使用劳务，用自己的职工当工班

长，劳务编入工班，按工效计酬，这种模式适合机械化程度

高的施工项目；水柏线模式。因投标降价幅度过大，亏损已

成定局，通过论证，把工期、价格、质量要求等条件公布出

去，公开招标，不仅要求自带设备，还要求先打保证金，全

项目部只有20人，管理一插到底，这种模式适合于有一定规

模且施工难度不大，地质单一的桥隧项目；遵崇模式，两个

洞口，一个队伍，设备共同投入，一切开支由我们掌握，连

买个灯泡都由项目部批准，工资连效按月发放，工程全部完

成后按比例分红，这种模式适用于项目长素质高，管理能力

强的项目；内蒙模式，造价不高、单价很低，没人愿意去干



，经过甄选，选了一家实力强的外包队伍，自行管理，先交

保证金，效果也很好，这种模式适用于诚信度高的队伍；最

后是现在的通用模式，工序分离、工费承包、限额发料、设

备租赁、阶段结算。但从原则上讲，我认为像客运专线或宜

万线这样的大项目，决不能搞大包，管理、设备、技术骨干

力量都必须是我们自己的，经济必须由我们控制。以上三个

问题解决好，对缓解规模与能力的矛盾，提升我们的施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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