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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论

 1.1 工程项目

 1.2 工程项目管理

 1.3 工程项目管理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1.1 工程项目

重点：

 1.1.1 项目的概念和特征

 1.1.2 工程项目的概念和特点

 1.1.3 工程项目的分类



1.1.1 项目的概念和特征

 1. 项目的概念

所谓项目（Project），是指在一定约束条
件下，具有特定目标的一次性任务。

 2. 项目的特征

项目作为管理的对象，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1）项目的单件性

（2）目标的确定性

（3）项目的系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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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工程项目的概念和特点
 1. 工程项目的概念

工程项目是指为达到预期的目标，投入一
定量的资本，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经过
决策与实施的必要程序从而形成固定资产
的一次性事业。



 2.工程项目的特点

（1）建设目标的明确性。

（2）建设目标的约束性。

（3）具有一次性和不可逆性。

（4）影响的长期性。

（5）投资的风险性。

（6）管理的复杂性。



建设目标的约束性：

一是时间约束

二是资源约束

三是质量约束

四是空间约束



管理的复杂性

①工程项目涉及的单位多，各单位之间
关系协调的难度和工作量大；

②工程技术的复杂性不断提高，出现了
许多新技术、新材料和新工艺；

③大中型项目的建设规模大；

④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对工程项目的
影响，特别是对一些跨地区、跨行业的
大型工程项目的影响，越来越复杂。



1.1.3 工程项目的分类

 1.按投资的再生产性质划分

（1）新建项目

（2）扩建项目

（3）改建项目

（4）迁建项目

（5）重建项目

（6）技术改造项目

（7）技术引进项目



 2.按建设规模划分

工业项目按设计生产能力规模或总投资划分：

大型项目

中型项目

小型项目

非工业项目按项目的经济效益或总投资额划分：

大中型

小型



 3.按建设阶段划分：

（1）预备项目（投资前期项目）或筹建项
目；

（2）新开工项目；

（3）施工项目；

（4）续建项目；

（5）投产项目；

（6）收尾项目；

（7）停建项目。



 4.按投资建设的用途划分：

（1）生产性建设项目

如工业项目、运输项目、农田水利项目、
能源项目、电力工程项目，即用于物质产
品生产的建设项目。

（2）非生产性建设项目

是指满足人们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项目。
非生产性项目可分为经营性项目和非经营
性项目。



 5.按资金来源划分：

（1）国家预算拨款项目

（2）国家拨改贷项目

（3）银行贷款项目

（4）企业联合投资项目

（5）企业自筹项目

（6）利用外资项目

（7）外资项目



1.2 工程项目管理的概念

 1.2.1  工程项目管理的概念

所谓工程项目管理，就是为使工程项目在
一定的约束条件下取得成功，对项目的所
有活动实施决策与计划、组织与指挥、控
制与协调、教育与激励等一系列工作的总
称。



 1.2.2 工程项目管理的特点

 工程项目管理是一种一次性管理

 （项目单件性特征，决定了项目管理的一
次性特点）

 工程项目管理是一种全过程的综合性管理

 工程项目管理是一种约束性强的控制管理



1.2.3 工程项目管理的职能

 1. 计划职能

 2. 组织职能

 3. 控制职能

 4. 协调职能



1.2.4 工程项目管理的任务
主要包括

 1.项目组织协调

 2.合同管理

 3.进度控制

 4.投资（费用）控制

 5.质量控制

 6.风险管理

 7.信息管理

 8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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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管理的类型

项
目
管
理
分
类

按管理主体不同划分

按管理层次划分

按内涵和范围划分

业主方项目管理

咨询监理方项目管理

承包方项目管理

BOT项目管理

宏观项目管理

微观项目管理

广义项目管理

狭义项目管理

供货方项
目管理



1.3 工程项目管理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1.3.1 改革开放以前

解放前：

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

我国没有自己独立的电力设计与施工队伍

大多是外商包建，国人已开始参与建设。



例如：

 40年代，从英国留学归国的孙保基先生就
成立过一个工程师事务所，受当时国民党
政府资源委员会的委托，负责建设首都电
厂（现南京下关电厂）及杭州电厂（现为
闸口电厂）各一台5MW快装机组的建设工
作。

管理模式：土建施工委托营造商。安装委
托给设备制造厂（外商），由厂商负责详
图设计、施工、调试，直到移交生产的全
部工作，而工程师事务所则负责规划设计、
签订合同、监督执行与进行协调等工作。



解放后：

我国向前苏联学习，从设计、施工到建设，走的
是计划经济的道路。

按照1952年国家颁布的《基本建设管理暂行办

法》，电力工程项目由大区电业管理局和省电力
工业局从当地电力生产企业抽人组成筹建处，作
为建设单位（甲方），负责以下工作：

（1）与设计、施工单位签订承包合同。

（2）按厂址选择与当地有关单位签订协议。



（3）编制本工程项目的年度基建计划，
并呈上级批准；

（4）参与设计审查；

（5）对工程进度、质量、资金使用情
况进行监督。

（6）协调设计、土建、安装等关系。

（7）办理设备与主要材料的订货与供
应工作。



（8）主办生产准备各项工作（包括生产人员培
训）并参与验收。

（9）有的筹建处还直接承担某些生活建筑的建
设工作。

（10）参加验收，将设备移交给生产厂（或供电

局）运行，有的筹建人员转入所建的生产单位工
作。



按照这种模式管理存在的问题是：

由于缺乏经验和没有明确的规定，甲乙双
方经常由于工程质量和验收结算等方面的
不同意见而发生争吵，既影响工程的开展，
又耗费了各方面的时间与精力。



 1.3.2 改革开放后

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引进工程项目管
理

 1983年发改委对项目前期推行项目经理负
责制；

 1988年建设部推行建设工程监理制度

 1995年建设部推行施工企业项目经理制

 2003年建设部发出《关于建筑业企业项目

经理资质管理制度向建造师执业资格制度
过渡有关问题的通知》。项目管理逐步走
向规范化国际化。



建设部《关于培育发展工程总承包和工程
项目管理企业的指导意见》，建市[2003]30

号）“鼓励具有工程勘察、设计、施工、
监理资质的企业，通过建立与工程项目管
理业务相适应的组织机构、项目管理体系，
充实项目管理专业人员，按照有关资质管
理规定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工程项目范围
内开展相应的工程项目管理业务”（引自
建设部。



特别是近20年来：

电力工业管理体制和工程建设体制的改革
不断深化。

成立国家电力公司，行政职权交国家经济
贸易委员会（电力司）

行业管理职能交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标志着电力工业管理体制按“政企分开”
的原则迈出了关键的步伐。促使电力工程
建设体制发生根本性变化。



改革开以来工程项目管理改革成果：

工程项目法人责任制

工程项目招投标制度

工程项目监理制度

工程项目经济合同制度

在电力工程领域还实行资本金制度



1.3.3 工程项目管理发展趋势

 1. 逐步与国际工程项目管理接轨

 承担国际工程

 与国际合作

 国内工程项目市场国际化



2. 工程项目管理方法、手段现代化

 1）Project Management 传统的项目管理

 2）Program Management

指的是由多个相互关联的项目组成的项目
群的管理，不仅限于项目的实施阶段。

 3）Portfolio Management 组合管理

指的是多个项目组成的项目群的管理，这
多个项目群不一定有内在联系。

 4）Change Management  变更管理





建筑业从制造业及其他行业引入了大量管理技

术和管理思想，如全面质量管理（Total Quality 

Management）、并行工程（Concurrent 

Engineering）、流程再造（Business Process Re-

Engineering）、标杆瞄准（Benchmarking）、精

益制造（Lean Production）、战略伙伴

（Strategic Partnering）、供应链管理（Supply 

Chain Management）和计算机集成制造

（Computer Integrated Manufacturing）。

其中计算机集成制造CIM对建筑业的影响最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