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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全寿命周期理论为基础, 结合大型农业基础项目的特点, 研究了基于工作分解结构( WBS) 和风险分解结构( RBS) 进行风险识别
的基础上 , 运用系统工程思想和方法 , 对大型农业基础项目全寿命动态风险管理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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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the basis of the life cycle theory , combining withthe characteristics of large-scale agricultural fundamental project , the risk identification
of work breakdownstructure ( WBS) and risk breakdown structure ( RBS) was studied . By usi ng systemengineeringthought and methods , the dynamic life
cycle risk management of large-scale agricultural fundamental project was discuss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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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经济规模的日益扩大 , 农业

基础项目也逐步向着规模日趋大型化、自身技术逐渐复杂

化、实施环境多变化、投资与管理多元化等方向发展。因此

项目的风险性也随之不断增大, 使得仅靠经验或有关历史数

据是不可能罗列全部不确定性因素或风险的。因此, 不仅需

要在农业基础项目实施阶段加强风险分析工作, 同时, 应将

风险管理贯穿于整个项目管理过程, 并不断对风险因素进行

分析、判断和监控并作出应对策略或措施, 即要对农业基础

项目进行全寿命的、动态的风险管理。

1  农业基础项目全寿命周期风险及特点[ 1]

项目在构思、决策、可行性研究、设计、建造直至运行、维

护等各个阶段都存在着大量的不确定性因素, 从而在整个寿

命周期中时刻都伴随着风险。目前项目的风险管理主要停

留在项目的每一个阶段以及最终产品上, 尤其是项目的实施

阶级, 容易忽视项目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和动态的渐进过

程。实际在, 项目寿命周期不同阶段的风险之间是相互关

联、相互影响的。忽略项目全寿命周期中的任何一个阶段的

风险管理, 都可能对后期工程的进度、质量、造价及安全带来

不利的影响, 同时对后期的不利影响存在放大效应。实践证

明, 项目管理实际就是风险管理, 只有使风险管理成为与项

目整个寿命周期相伴随的一个动态、系统化的过程, 才能最

大限度地控制和减低风险。

农业基础项目全寿命动态化风险管理是指对项目从项

目构思、可行性研究、项目决策直到收尾的全过程进行风险

分析、判断和监控并作出应对策略或措施。它的特点在于从

项目的早期阶段就开始考虑其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不确

定因素。同时, 这种风险管理是一种连续的、动态的过程, 它

将风险管理看作是一个周而复始的循环过程, 项目的风险管

理不仅涉及项目前期决策阶段和建造阶段, 而且还涉及到项

目运营阶段 , 同时在各个阶段之间还进行风险总结与预控 ,

进而不断推进项目向前发展。

2  农业基础项目全寿命动态风险管理[ 2 - 5]

农业基础项目全寿命动态风险管理是基于全寿命周期

理论, 结合工作分解结构( WBS) 和风险分解结构( RBS) 进行

风险识别, 将风险研究对象向前延伸到项目构思, 向后拓展

到项目结束, 并在研究和分析过程中将风险研究对象化大为

小, 层层推进周而复始的统筹研究方法( 图1) 。该方法最大

的优势是覆盖全面、机动灵活, 能及时根据项目不同阶段和

不同意图迅速地调整分析侧重点, 并做出相应响应。在实际

应用中, 它的系统性和可操作性较强 , 真正使得“面向项目全

寿命全过程动态的”思想得以实现。

图1 农业基础项目全寿命动态风险管理

Fig .1 The life-cycle dynamic risk management of agricultural fun-

damental project

2 .1 WBS 与RBS 风险识别 风险识别是一项复杂的工作 ,

既是因为风险通常具有隐蔽性, 不易被人们准确地识别和预

测, 需要做很多细致的工作 , 又需要对各种可能导致风险的

因素进行去伪存真, 对各种倾向、趋势进行推测 , 做出判断 ,

且对特定工程的各种内外因素及其变量进行评估。分解分

析方法就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 该方法依据分解原则, 将

复杂事物分解成较为简单的容易识别的事物, 将大系统分解

成若干小系统, 从而识别可能存在的各种不确定因素。在农

业基础项目风险识别中可采用农业基础项目分解结构和风

险分解结构。在对研究项目进行工作分解和风险分解的基

础上, 可采用坐标轴法即横坐标为项目元, 纵坐标为风险元 ,

通过坐标象限内的交点可比较方便地识别项目元所存在的

风险。当然, 该方法不仅适用于某个单项工程, 也可对单位

工程乃至分部分项工程进行细化分析。

农业基础项目分解结构( Work Breakdown Structure , WBS)

是将项目过程分解成互相独立、互相影响、互相联系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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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在国外, WBS 被称为“项目管理最得力的有用的工具和

方法”,“作为计划前的计划, 设计前的设计”。图2 为某农业

基础项目机构分解图, 可从该项目的分项工程、分部工程或

单位工程开始分析可能存在的种种风险。

图2 某农业基础项目分解结构

Fig .2 The breakdownstructure of certain agricultural fundamental

project

风险分解结构( Risk Breakdown Structure ,RBS) 是将引发农

业基础项目风险的因素按照某种方法分解成许多“风险元”,

这使得风险因素具体化, 从而更便于风险的识别。表1 为某

工程风险分解结构。

表1 某农业基础项目风险分解结构

Table 1 Thebreakdownstructurefor therisks of certainagricultural pro-

ject

风险类Types of risk 风险元Risk elements

自然风险Natural risk 地震、洪水、塌方等

技术风险Technical risk 设计、施工、设备等

经济风险Economic risk 资金、利率、通货膨胀等

管理风险 Management risk 材料、人力、合同等

⋯⋯ ⋯⋯

2 .2  风险量化  在风险识别的基础上, 对某个项目或项目

元存在的风险进行量化。根据自身特性可分为定量风险和

定性风险两大类因素。定量风险因素量化的确定可通过历

史资料和数据, 并通过数学方法获得; 定性指标采用模糊统

计法确定。

2 .2.1 定量风险因素的量化。根据风险因素的特点, 通常

可选择正态分布、三角形分布、β分布等方法来获得。

2 .2.2 定性风险因素的量化。首先, 确定评语集V 及标准隶

属度集 U。其中,V = { ( 非常大) ,( 大) ,( 中等) ,( 小) ,( 非常

小) } ,U= { 1 .00 ,0 .75 ,0 .50 ,0 .25 ,0 .00} ; 其次, 请相关专家分

别给定性指标提出评语; 最后, 依据各专家的评语表 , 作统计

分析, 得出定性风险因素的量化值。

2 .3 风险评价 农业基础项目风险评价是指在风险事件的

作用下, 对研究项目整体风险的分析评价。为了获得客观的

评价结果 , 可选择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在进行综合评价时,

既可以将某一农业基础项目整体作为评判对象, 也可将该工

程的部分即“项目元”作为评判对象。首先, 结合所评判对象

自身的特点, 构建评判指标体系 ; 然后 , 聘请相关专家对这些

指标因素逐个给出评语, 在对这些评语进行统计分析的基础

上, 得到评价对象的模糊综合评判矩阵R ; 然后 , 再根据对风

险评判对象各因素的认识程度和侧重程度不同, 分别赋予相

应的权重 A, 最终, 可得到评判对象综合评判值 C, 即评判矩

阵R 与权重A 之积。

2 .4 风险应对和监控  项目风险应对就是针对研究项目中

风险的特点分别采取一种或几种综合风险处置方式, 实现风

险的有效控制, 包括风险控制、风险回避、风险自留和风险转

移等, 以及这些应对策略的组合。对具体的项目风险, 可能

有多种应对策略或措施。因此, 从理论上说 , 需要根据研究

项目风险的具体情况、风险管理者的心理承受能力以及抗风

险能力去确定研究项目风险应对策略和措施。但在农业基

础项目风险管理的实践中, 人们已总结出了应对农业基础项

目风险常用的策略或措施, 可根据实际情况加以选择。

风险监控即监视风险因素的变化, 细化风险应对措施 ,

实现消除和减轻风险的目标。通常将研究项目质量、进度和

造价作为监视的主要对象, 对于不同的目标应采用对应的监

控方法; 对同一目标也应分层, 采用适当的方法进行监控, 以

取得分析判断风险发展变化的信息。

3  结语

现代农业基础项目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 项目规模、投

资额、技术复杂程度及持续实践也日益增加, 加之参加单位

增多、国际间合作加大、合同条件和环境越来越复杂 , 对农业

基础项目根据其目的和侧重点不同, 有选择性地对所研究对

象和研究阶段进行风险分析、评价和管理 , 进而更有效指导

农业基础项目投资与建设, 从此层意义上来说 , 该文所涉及

的风险管理方法对实际指导意义明显。另外, 在现实实践中

由于农业基础项目自身的特点和实施环境的限制 , 致使获得

全面、完整、准确的客观数据较为困难 , 这使得风险分析与评

价在一定程度还主要依靠主观估计。笔者通过将农业基础

项目分解和风险分解相结合, 运用模糊综合的评判方法, 使

主观估计客观化, 可得到比较满意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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