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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首先对传统工程项目管理模式进行描述 ,发现了这种管理模式的两个固有缺陷 :利益相关者之间的高度

对立关系和高昂的交易成本。为解决这两个问题 ,供应链管理的思想需要被引入。结合供应链的理念 ,本文阐述了

工程建设行业的特点 ,并提出了一种将其有效整合的管理模式 ,从整体上优化工程的建造环节 ,实现了利益相关者

之间的多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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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项目 ,项目是构成各

行各业发展的基础。二次大战之后 ,项目管理作为

一项新兴的管理技术不断发展 ,而最早运用和实践

项目管理理论和方法的工程建设领域 ,更是对国民

经济的发展起着相当大的作用。因此 ,关于工程项

目的研究依然是项目管理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

然而 ,在我国 ,工程建设行业无法保持高水平的

行业利润。从长远来看 ,这必将阻碍我国经济的健

康发展。随着供应链理念的引入 ,近些年 ,国内学者

结合这一新的理念 ,对工程项目管理模式展开了一

些理论探讨。陆绍凯分析了传统模式下工程项目建

设的弊端 ,初步尝试将供应链管理的理念运用到项

目管理[1 ] ;刘振元提出了工程供应链的思想 ,并分析

了工程供应链集成的研究现状 ,对基于工程供应链

的项目集成管理模式进行了讨论[2 ] ;柯洪等对公共

工程项目供应链管理理论进行了研究 ,阐述了公共

工程项目供应链集成管理的结果 ———伙伴式方

式[3 ] ;周红波尝试构建了建筑供应链 ,并将其运用到

工程项目管理中[ 4 ] 。由于一个工程项目涉及多个利

益相关者 ,因此 ,如何有效整合这些利益相关者并找

到一个有效的管理模式 ,仍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与

探讨。

1 　传统工程项目管理问题描述

111 　传统工程项目管理模式

传统工程项目管理模式是以国际咨询工程师联

合会制订的《土木工程施工合同条件》为基础的项目

管理模式 ,也被称为“设计 —招标 —建造”模式。这

种模式的流程一般是 ,业主首先委托专业设计院进

行工程设计 ;设计完成后 ,业主再向建造承包商进行

招标 ,并经过技术和经济的评审 ,挑选出最具竞争力

的建造承包商发包 ;最后 ,业主聘请有经验的工程监

理公司对项目的实施进行监控。传统工程项目管理

模式如图 1 所示[5 - 6 ] 。

图 1 　传统工程项目管理模式

112 　传统工程项目管理模式的弊端

虽然传统工程项目管理模式在我国工程项目建

设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它也存在着一些

固有的缺陷。主要表现在 :

1)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竞争”关系。在传统的工

程项目管理模式下 ,业主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

关系是临时性的或者是短时性的合作 ,并且竞争多

于合作。尽管相当部分工程项目的顺利完成需要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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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各方的通力协作 ,但因各方都是以追求自身利益

最大化为目标 ,缺乏共同的利益基础 ,所以根本达不

到项目需要的效果。由于处于整个生产建造链条中

的各成员组织的经营目标是分散的 ,并且他们的利

益相互抵触 ,都想从对立利益中分得较大的份额 ,最

终导致工程总体建造成本的大幅度攀升或建造质量

的下滑。这样往往造成两败俱伤的结果 ,难以形成

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

工程建设行业是一个典型的“买方市场”[7 ] 。业

主在工程项目的交易过程中 ,占据了绝对强势的地

位。因此 ,在现实的工程项目招标中 ,业主往往只重

视经济指标 ,将工程发包给以最低价格投标的承包

商。同时 ,业主利用发标阶段的优势将风险完全转

移给了承包商 ,而承包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利用与

业主的信息不对称 ,将项目建成后的运营风险完全

转移给了业主。而且 ,在我国最近的工程实践中 ,一

些承包商会不顾实际 ,以最低价格中标 ,再利用资产

抵押从银行获得运营资金 ,最终 ,造成国有资产的流

失。

2)高昂的交易成本。项目管理的成本包括生产

成本和交易成本两部分。生产成本是与工程直接相

关的成本 ,如工程项目中原材料采购成本、营运成本

等都属于生产成本 ;而每个项目启动时组建项目团

队、寻找承包商等活动所花的费用 ,则属于交易成

本。总体而言 ,在项目管理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包括 :

寻找、甄别有效信息的搜寻成本 ;项目利益相关者为

了达成协议而谈判签约所花费的签约成本 ;监督、贯

彻实施合约条款所花费的执行成本以及在合约执行

期间的协调成本[8 ] 。由于传统工程项目管理模式

中 ,利益相关者之间合作是短期的 ,每个项目结束时

这种合作关系也相应结束。所以 ,每当启动新的项

目就需要进行新的招投标程序 ,由此造成了大量的

交易成本 ,相应地 ,也会导致项目总成本的上升 ,很

容易使项目成本超出预算。

2 　工程项目中供应链思想的引入

211 　供应链与供应链管理

1)供应链。供应链的概念最早出自上世纪 80

年代制造业。它指的是 ,在商品的生产和流通过程

中 ,围绕核心企业 ,通过对信息流、物流、资金流的控

制 ,将原材料供应商、运输商、生产商、批发商、零售

商以及最终消费者连成的供需网络。

2)供应链管理。供应链管理包括了对涉及采

购、外包、转化等过程的全部计划和全部物流管理活

动。即是对供应链中的信息流、物流、资金流、价值

流以及工作流进行计划、组织、协调与控制。是从供

应商开始 ,经由运输商、制造商、批发商、零售商直至

最终消费者的全要素、全过程的集成化管理模式。

从本质上来说 ,供应链管理是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

的供给和需求管理的集成。

供应链管理的目标是使整个供应链从原材料采

购、加工生产、分销配送 ,到顾客的各个环节都能高

效地协同工作。

212 　工程项目管理中供应链思想的引入

21211 　工程建设行业的特点

工程建设行业不同于制造业 ,它的产品不是一

个个独立的物品 ,而是一种空间固定、体积庞大、生

产过程相似的工程设施。其共同特点是每个工程项

目都要依据工程立项、融资、设计、招标、采购、施工、

验收等程序进行。同时 ,工程建设行业还有如下基

本特征 :

1) 产品规模大 ,生产周期长 ,施工单位多 ,管理

协调工作复杂 ;

2)产品具有多样性和非重复性的特点 ,一般采

用单件生产方式生产 ,设计和施工需依据现场条件

确定 ;

3)产品生产和使用在同一地点 ,内向物流 (钢

筋、水泥、沙石、砖块、机械设备等) 需要的保管条件

相对简单 ;

4)工程建设行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具有阶段性、

流动性的特点 ,生产过程中影响安全生产的因素多 ,

受自然条件影响大 ,不确定性因素比较多 ,管理难度

较大 ,需要在事前做好充分准备。

21212 　供应链思想引入

根据工程建设行业的特点 ,类比制造业 ,可定义

工程建设行业的供应链为 :工程项目供应链是通过

在工程项目的整个生命周期内对信息流、物流、资金

流的控制 ,将物料供应商、承包商、以及业主等利益

相关者连成一个整体的供需网络模型。

工程建设行业的特点决定了这种供应链除了具

有制造业供应链的一般特点外 ,还应该具有自身的

特点 :

1)工程建设是一个典型的订单式生产 ,产品的

需求方 (业主)在供应链中起重要作用 ,业主既是工

程项目的发起方 ,又是工程项目的受益者。

2)由于工程建筑生产的单件性和流动性 ,供应

链上的节点企业联系相对松散 ,供需关系具有临时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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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程项目的供应链管理模式的构建

311 　基本思想

工程项目供应链是通过在工程项目的整个生命

周期内对信息流、物流、资金流的控制 ,将物料供应

商、承包商、以及业主等利益相关者连成一个整体的

供需网络模型。工程项目的供应链管理就是要在项

目实施过程中实现系统性、协调性、集成性与同步

性 ,以供应链中的上下游企业同步、协调和集成化的

计划为指导 ,以各种技术为支持 ,通过对供应链上的

信息流、项目流、资金流的设计、规划、协调和优化控

制来满足项目利益相关者对于项目工期、质量、服务

等多方面的要求。

1)相互信任、稳定的关系。工程项目的供应链

管理是一种基于长远考虑的关系。随着信息技术和

知识经济的迅猛发展 ,工程建设领域的竞争也越来

越激烈。项目组织应该长远地去考虑问题 ,努力在

各个利益相关者之间建立一种长期、稳定的合作关

系。

2)开放和共享。通过工程项目的供应链管理 ,

识别、平衡和努力实现“满足和超越项目利益相关者

的要求和期望”的目标。因此 ,我们必须将项目利益

相关者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管理 ,这样既可以共同

抵御风险 ,减少不确定性 ,又可以实现多赢 ,以满足

多方面的需求[9 ] 。

3)强调项目的整体成功。通过工程项目的供应

链管理 ,识别、平衡和努力实现“满足和超越项目利

益相关者的要求和期望”的目标。因此 ,我们必须将

项目利益相关者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管理 ,这样既

可以共同抵御风险 ,减少不确定性 ,又可以实现多

赢 ,以满足多方面的需求。

312 　基本模式

工程项目供应链中的各参与者之间是一种面向

特定项目的伙伴关系。这要求包括业主、承包商、供

应商等利益相关者都参与整个项目的计划和运作活

动协调 ,意味着需要跨越各组织边界 ,在整个链上应

用系统的观念进行集成化的管理。其基本模式如图

2 所示。其中 ,业主、承包商以及供应商应该共同管

理整个项目过程的供应链。他们之间即是合作伙伴

关系 ,也存在相互的供应与需求关系。他们要经常

进行有关造价、设计、工程进度和质量控制等方面的

信息的交流和沟通 ,保持信息的一致性和准确性 ,并

且也应该对各成员组织进行有效的绩效评价以推动

其不断改进 ,而最终的利润分配也应该由业主、承包

商和供应商等利益相关者共同决定。

另外 ,在工程项目的供应链管理中 ,物流集成管

理的基础是信息的充分共享 ,供应链中的各个成员

组织必须建立共享性的信息集成管理系统[10 ] 。信

息集成管理系统应该包括信息收集与储存系统和决

策优化系统。前者既包括计算机网络等硬件设备 ,

也包括各个利益相关者之间召开联系会议时的记

录、协议等资料。后者是指专门对各种信息进行选

择、分析、处理和决策的系统 ,包括类似工程项目的

案例库、优化软件、智能判断系统等。

4 　结论

本文结合工程项目管理的特点和现代供应链管

理的理念 ,立足于现有的工程项目管理模式的应用

和研究 ,提出了一种基于供应链管理理念的新模式。

构建这种模式的关键在于业主、承包商以及供应商

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资源共享、合作、信任以及

共同承担成本和风险的程度。通过对这种模式的研

究 ,我们发现利益相关者之间完全可以建立多赢和

长期合作的伙伴关系 ,而且 ,采取这种模式不仅可以

降低项目高昂的交易成本 ,还可以为项目创造新的

价值。

图 2 　基于供应链思想的工程项目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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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paper firstly describes t he characteristics of t raditional project management in engineering const ruction , and finds t hat two criti2
cal problems still exist : t he conf ronting relationship among stakeholders and expensive t ransaction cost s1 Thus ,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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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计算投影值。样本矩阵在理想评价向量上的投影
值为 :

D i = ui ×d 3
0 =

∑
p

j = 1

d j u ij

d2
1 + d2

2 + ⋯d2
p

( i = 1 ,2 , ⋯,

n)

最后比较各指标投影值大小 ,投影值越大 ,创新
能力越强[6 ] 。
313 　创新型企业评价标准

根据得分可以判断所评价的企业是否为创新型
企业 ,标准如表 2 :

表 2 　投影值及企业类型

百分制核算

投影值 企业类型

80 - 100 创新型企业

60 - 80 有创新潜力的企业

40 - 60 创新能力较弱

40 分以下 创新能力弱

4 　结论

本文对创新型企业的构成因素及其关系进行分

析 ,构建了创新型企业的评价指标体系 ,并进行指标

筛选 ,同时还给出了一种合理的评价方法 ,为企业发

展及管理者决策提供了科学有效的依据 ,创新型企

业评价体系有利于政府制定相应支持创新型企业的

政策 ,引导企业走创新型发展的道路 ,加速科技成果

转化和产业化 ,激发和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

更有利于企业自身的发展 ,对企业的自主创新具有

一定的推动和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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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Innovation enterprise is a new enterprise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form and it has st rong continuous innovation ability and can ac2
tive enterprise positivism and creativity. Const ructing innovation enterprise appraisal index system is helpful for enterprise to be t he t rue main

body and assure enterprise to develop fast , healt hily and soundly. The paper is on t he basis of summing up t he definition and analyzing t he co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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