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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工程建设处于高峰时代。我国是建筑工程大国，但工程项

目管理研究和应用很落后，工程项目管理水平没有大的突破

。在工程项目管理领域我们没有取得对产业发展有重大影响

的，能够在国际上有地位的研究和应用成果。 20多年前国内

许多学者就研究建筑工业化和总承包等问题，建设部也提出

总承包要求，但至今我国工程项目的总承包仅达工程承包总

额的8%以下。而国际上已达到50%。 建筑业作为产业应有它

的基础管理工作的研究，如劳动效率(定额)的研究与测算；

成本核算；劳动组织方式等。目前这些方面进展较小，我国

工程项目管理呈粗放型，“以包代管”状况没有根本改变。 

在现代国际工程中出现的一些新的理念、理论和方法，如伙

伴关系模式，新的合同理念，建筑的人性化、民族化、全生

命期设计，工程项目的全生命期管理理论和方法，工程的可

持续发展，工程项目各方面满意的状态等，在我国仍然没有

被人们接受和应用。 这说明，在我国工程项目管理领域的各

个方面必须进行创新和提升。如果我们再不注重创新，我们

就会失去发展的最好时机。 二、对我国工程项目领域创新的

反思 我国工程项目领域对创新作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成

果。但也有许多值得反思的现象。 工程追求结构上的高难度

，大跨度，“世界第一高”，“世界第一重”。并以攻克这

样的难关为创新成果，而不顾及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投入

量。 大型的标志性建筑都用国外的方案，追求新颖奇特的造



型。 许多小区采用国外的建筑风格和名称。为了打造“生态

小区”，有些开发商将山里的古树移栽到小区，甚至出现不

惜重金，将南美洲的大树移栽到小区，目的是创造“耳目一

新”的效果。 在工程的招标投标中，为了防止出现不公正等

问题，大幅度提高投标人数量，采用复杂的程序，评标方法

，如暗标，摇号。 我们现在的许多创新存在着价值体系迷失

的问题。从根本上说，对我们为什么要创新，以及怎么评价

创新不明确。 三、对工程项目管理创新的价值思考 工程总承

包和项目管理承包的推行提升了工程总承包企业(项目管理公

司)在工程项目组织中的地位。他们在工程项目中有更长的时

间跨度和更全面的工作；对工程的整体效率和作用影响加大

；对工程承担更大的社会和历史责任。同时也有更大的创新

自由度和动力。 工程项目管理理论和方法的创新通常有新的

管理理论应用、新的管理方法和工具的应用、新的管理模式

和模型的应用等。 项目管理的理论和方法是由项目管理的任

务、项目目标、项目的使命决定的。它们都是为了达到项目

的目的。创新不是目的，管理理论和方法的创新必须符合工

程项目的目标和使命。违背使命和目标的创新不是创新！ 不

可否认，我们目前许多改革和创新都是违背了我们的使命的

！ 国家提出了可持续发展、健康发展观、环境保护、循环经

济、以人为本、学习型社会、创新社会等口号。首先必须落

实在工程项目上，以指导工程项目管理理论和方法的创新。 

工程项目使命的本义是指重大的责任。现代工程项目投资大

、消耗的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多，对社会，对环境影响大，

所以有最大的责任。 (1)满足业主的要求，实现和保持工程项

目的价值。工程项目最根本的目的是通过建成后的工程运营



为业主(如国家、地方、企业、部门)提供符合要求的产品或

服务，以解决上层系统的问题，或为了满足上层系统的需要

，或为了实现上层系统的战略目标和计划。 (2)承担社会责任

。工程项目在建设和运行过程中对社会各方面影响很大，它

具有很大的社会责任，必须满足项目相关者的利益和期望，

必须满足社会各方面对项目的要求，使社会各方面满意，必

须与环境协调。 (3)承担历史责任。一个工程的整个建设和运

行(使用)过程有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所以，它不仅要满足

当代人的需求，而且要承担历史责任，应经得住历史推敲。 

所以工程项目管理的创新必须符合工程项目的可持续发展和

全生命期管理的要求。 四、工程项目全寿命期目标体系 按照

工程项目的使命构造工程项目的全生命期目标体系。它应作

为衡量创新的价值尺度。 1.质量(功能)目标。现代工程追求

工作质量、工程质量、最终整体功能、产品或服务质量的统

一性。更注重运营过程，高效率地发挥功能价值。 工程不仅

要达到预定的使用功能要求，而且人们追求一些新的质量理

念： (1)人性化的工程设计。(2)工程的可建造性。建筑方案应

该施工方便，降低施工过程的难度，资源消耗。(3)运行和服

务的可靠性。(4)可维修性和方便拆除。(5)“设计施工运行”

的一体化。 2.费用目标。过去人们过于注重建设费用(一次性

总投资或总成本)，现在更注重新的费用目标： (1)全生命期

费用(建造费用和运行费用)的目标。(2)降低工程过程中的社

会成本。社会成本是工程过程中引起的其他方费用支出，如

工程招标投标中未中标单位的花费。(3)降低环境成本。如由

于项目的环保投入较低，使运行人员健康受损，造成社会保

险和医疗费增加。由于环境污染使社会处理污染的费用增加



。 3.时间目标。工程的时间目标不仅包括工期(建设期)，而

且包括工程的设计寿命，服务寿命目标和产品的市场周期(产

品市场发展、成熟、衰退时间)。 4.项目相关者各方面满意。

相关者各方面满意作为组织成功的新的尺度。建设工程项目

必须顾及各方的利益，使他们满意。项目相关者多方面以及

他们的主要利益包括： (1)用户：产品或服务价格、安全性、

产品或服务的人性化。(2)投资者：投资额、投资回报率、降

低投资风险。(3)业主项目的整体目标。(4)承包商和供应商：

工程价格、工期、企业形象、关系(信誉)。(5)政府：繁荣与

发展地区经济、增加地方财力、改善地方形象、政绩显赫、

就业和其它社会问题。(6)生产者(员工)：工作环境(安全、舒

适、人性化)、工作待遇、工作的稳定性。(7)项目周边组织：

保护环境、保护景观和文物、工作安置、拆迁安置或赔偿、

对项目的使用要求。 5.项目与环境协调。在项目过程中解决

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工程项目是在一个多维的环境系

统中建设和运营的，与环境协调包括各个方面。 (1)项目与生

态环境的协调。(2)建筑造型、空间布置与环境整体和谐。(3)

继承民族优秀文化。建筑具有文化的继承性，建筑的历史价

值在很大程度上由它所体现的文化价值决定的。如果我国的

大的标志性的工程都采用外国的设计方案，这会导致我们这

一代建筑文化的缺失。(4)建设规模应与当时、当地的经济能

力相匹配，又具有先进性和适度的前瞻性。(5)节约使用自然

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6)不破坏当地的社会文化。(7)

在项目的建设和运行过程中行为合法。(8)项目应符合上层系

统的需求，对地区、国民经济部门发展有贡献。 6.工程项目

应具备可持续发展能力。现代工程必须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



，有可持续发展能力。工程项目的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至少包

括如下方面： (1)工程项目对地区和城市可持续发展有持续贡

献。这是工程的价值体现。 这可以通过工程项目的建设和运

营对地区和城市可持续性指标改变程度描述。通常城市或地

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指标包括社会发展指标、经济发展指标

、环境指标和资源指标。 (2)项目自身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工

程自身“健康长寿”。 1)工程要能长期地适合需求，功能是

稳定性的，可维护性，能低成本运行。2)能方便地进行更新

和进一步开发，包括功能的更新，结构的更新，物质的更新

。3)长期地与环境友好，与地区经济一体化。4)具有防灾能

力。 (3)工程拆除后方便土地的复原方便将来的工程建设。在

工程项目的建设和运行过程中必须考虑工程拆除后土地复原

的方便和低成本。我国的工程建设必然经历现在的大规模新

建为重点，到以运行维护(维修)为重点，以及拆除再建的过

程。基于如下几点，我们如果再不重视这个问题，将要付出

极大的代价。 1)我国人多地少，土地资源匮乏，必须重复使

用；2)我国现在处于大规模的建设期，这几十年来的许多建

筑都是“不可持续”的；3)许多单位(如开发区)要经常性的改

变产品，重新开发。则要拆除后再新建。 现在已有一些乡镇

企业工厂，在拆除后，由于土地被污染，不仅寸草不生，而

且人都不能走近，成为一块“死地”。有些工程在拆除后，

残留的地下结构无法处理，使新建筑受到很大的限制。在这

方面，我国现在的工程建设会给我国将来留下许多严重的问

题。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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