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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工程管理学科目前归属于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该学科涉及面广，无

法照顾工程管理技术与管理紧密结合的特点。因此如何在我国新型工业化进程的

新形势下，更好的满足为国家工程建设输送大规模工程管理人才的需求，要求我

国的工程管理教育从学科建设的高度重新思考和定位，本文试从工程管理一级学

科设立、二级学科构成以及建设工程管理专业学科建设角度探讨工程管理学科建

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期能为工程管理学科建设和继续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意

见。 

ABSTRACT: The project management course belongs to the level 1 discipline of managem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hich covers numerous courses so as to dissatisfy the project 

management’s feature-- close combination of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Therefore how to 

nurture large members of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professionals to guarantee the demand of 

mass national construction projects, under our country’s situation of pursuing a new path to 

industrialization, is asking for a requirement to reconsider th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education 

from the overall view of academic establishment.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establishing the project management disciplin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vel 1 

project management discipline establishment, level 2 project management discipline constitution 

and project management professional disciplines respectively, with expectation that which 

discussed above will benefit the project management discipline’s establishment and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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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问题的提出 

工程管理教育是为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培养既能掌握工程技术又通晓

管理技能的复合型人才的基础性教育。我国工程管理专业自 1998 年教育部专业

调整以来，经过近十年的发展，现已发展成为一个拥有 280 多家学校设置，年毕

业本科生 7300 人
【1】，具有相当规模和特色的专业学科，为我国的工程建设输送

了大量的工程管理人才。然而，面对新世纪的社会发展形势与市场需求，如何进

一步调整我国工程管理教育的方向，以期能更好的适应我国在新型工业化进程中

大规模建设管理人才的需要，已成为一道横亘在每一位工程管理教育工作者面前

必须思考并解决的问题。 

适逢其时，中国工程院十位院士及九位专家通过缜密的思考，推出了《中

国新型工业化进程中工程管理教育问题研究》一文，就如何为了更好的适应我国

新型工业化建设的需要，推进我国工程管理教育在新形势下的发展，进行了深入

细致的研究，并提出设立工程管理一级学科的建议。本文就是在学习该报告的基

础上，针对工程管理一级学科建设进行进一步思考而形成的。 

2.申报工程管理一级学科的理由 

工程管理学科是研究如何为实现预期目标，有效的利用资源，对工程所进

行的决策、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
【2】。目前，该学科属于管理科学与

工程一级学科，应该说，在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的统筹规划和建设下，工程

管理学科业已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和进步。然而同时，伴随着我国和谐社会构建与

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特别是我国新型工业化进程的深入，工程管理与工

程管理教育正呈现出以下显著特点。 

（1） 我国建设投资的迅速增长呼唤工程管理发挥更大的作用。我国在“十

五”期间投资总额达到了 29.5 万亿元
【3】，预计“十一五”建设期间工程投资总量将

会更高。但根据估计在建设过程中损失和浪费至少有 20％【1】。如何合理的运用

建设资金，提高管理水平，高效、高速的进行工程建设，需要工程管理工作者担

负更重大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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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科门类体现出专业技

术与科学管理有机结合的特征，工程管理学科的内容也更加系统和规范化。但是

如果仍旧归属于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将无法突出工程管理的技术与管理紧

密结合的特点，也不适应目前新型工业化建设的实际需要。 

（3） 工程管理学科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已经积累了很多办学经验。师资

队伍也初具规模，已经形成学科体系，为设立工程管理一级学科奠定了良好的基

础。 

因此，成立独立的工程管理一级学科，既能使其更好的符合自身发展的规

律，也能更好的为我国新型工业化进程培育合格的工程管理人才。 

3.设置工程管理二级学科的建议 

目前，我国高等院校开设的与工程管理相关的专业种类繁多，分类标准也

各不相同，具体包括建设工程管理、项目管理、物流工程管理、工业工程管理、

信息与软件工程管理等。百花齐放的局面一方面丰富了工程管理教育的外延，亦

从侧面验证了工程管理作为独立一级学科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不同维度设立

的工程管理相关专业也为工程管理二级学科的统一设置制造了困难。 

鉴于在实际工作中，建设工程、工业工程与软件工程等诸多项目的建设都

包含有项目管理与工程经济认证、战略规划的工作内容，即项目管理、工程经济

与战略管理的研究可以涵盖在建设工程管理、工业工程管理、信息与软件工程管

理的学科建设之中，因此建议项目管理、工程经济与战略管理本身并不一定再需

要单独设立二级学科。同时，有感于物流工程，与航天工程、采矿工程一样同属

于广义范畴的工业工程的一部分，如果能在工程管理一级学科设立之初，就将物

流工程专业纳入工业工程管理二级学科之中，将有助于丰富该学科的内涵，扩充

该学科的外延；并可避免一旦随着专业的发展，将更多工业类型的工程专业加入

后而导致的二级学科数量膨胀的困境。综上所述，建议的工程管理二级学科种类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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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工程管理学科结构设置建议 

4.设立建设工程管理二级学科的建议 

自 1956 年同济大学设立工程管理类专业“建筑工业经济与组织”以来，我

国建设工程管理专业已走过了 50 年的风雨历程，在多年的教学与实践过程中，

广大建设工程管理教育者深深感到建设工程管理专业成立独立的学科对于我国

工程管理教育推进的重要意义。 

（1） 设立建设工程管理二级学科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随着社

会经济的发展，城市化的进程，最近几年我国的工程建设投资在迅速增长，2004

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达到 7 万亿元
【4】。然而，在建设事业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

时，由于种种原因，也造成了巨大浪费和损失，其中管理工作跟不上形势的要求

是造成损失的主要原因之一。如何进一步提高建设工程管理的水平以适应今后经

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需要建设工程管理专业站在更高的学科建设平台上来

统筹规划。 

（2） 迅猛发展的注册执业体系反映了市场对建设工程管理专业人才的迫

切需求。目前，我国工程管理专业领域已建立了体系较完善的相关执业资格考试

制度，包括注册造价工程师、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建造师、注册咨询工程师、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注册物业管理师、注册设备监理工程师等，业已形成了一个

较为强大的注册执业队伍。社会对注册执业体系的关注反映了建设工程市场对工

程复合型人才的迫切需要；另一方面，也要求我们建设工程管理教育整合各建设

工程管理专业方向，从独立学科的高度来支撑并指导工程管理注册执业体系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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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提升我国建设工程管理的水平。 

（3） 蓬勃发展的建设工程管理教育形势要求以更高的学科建设眼光来发

展建设工程管理教育。截至 2003 年末，我国设置工程管理类专业的学校已有 255

所，其中招收本科层次的院校有 143 所，招收研究生层次的院校有 92 所（包括

硕士层次 84 所、博士层次 37 所）
【1】。同时根据工程院调查的 102 所学校的统

计数据显示，近 6 年工程管理类专业招生人数也在快速增长。不断扩大的招生规

模和体系化的专业建设客观上要求建设工程管理专业成立独立的二级学科，以更

好的推动建设工程管理教育的发展。 

表 1 近年工程管理类专业招生人数一览 

 本科招生 硕士招生 博士招生 

1999 年人数（人） 3078 218 23 

1999 年人数（人） 8328 505 96 

平均年增长率 22% 18% 33% 

追述建设工程管理专业的发展历程，房地产经营管理专业一直都归属于工

程管理学科。同时，我国房地产行业正处于高速发展之中，其总产值约占全球房

地产总产值的一半，具有鲜明的房地产专业研究的特征，因而也不适于并入工商

管理学科。此外，与发达国家房地产业由于市场趋于饱和，其工作重点主要集中

于资本运作所不同的是；由于我国房地产起步较晚，在城市化的进程的推动下，

整个行业的发展还偏重于建设开发工作，这也决定了我国的房地产经营管理专业

研究更多的体现出了工程管理的特征。因此，将房地产经营管理专业纳入建设工

程管理二级学科，将有助于尊重其学科发展的历史渊源并体现到其目前的研究重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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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建设工程管理专业发展沿革
【5】

诚如上文所言，工程管理成立一级学科，将有助于理顺管理科学学科发展

的机制，将有助于更有针对性的为国家建设培养合格的工程管理人才，更将有助

于我国的工程管理学科建设，以期更好的适应新世纪的社会发展形势与市场需

求。基于上述原因的考虑，作为第一线的工程管理教育工作者的我们，殷切的期

盼政府有关部门能够尽快设立工程管理一级学科，以利于工程管理教育为我国和

谐社会的发展，新型工业化进程的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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