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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建设项目协调管理绩效为研究对象，运用解析结构模型(ISM)与层次分析法(AHP)分析建设项目

协调管理绩效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建立建设项目协调管理绩效多层递阶解析结构模型，找出建设项目

协调管理绩效的直接影响因素、中间影响因素和根本影响因素，并判断它们对最上层总目标的影响程度，

为建设项目协调管理绩效评价体系的研究与应用提供科学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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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一个建设项目是由若干种活动或活动群组成的,从提

出、立项、设计到实施直至最后竣工运营,所有这些活动之

间都有一定的共用性、顺序性和相互依赖性，它们的顺利

实现都离不开项目协调管理。而建设项目的长期性、复杂

性、风险性和各个参与方的经济利益对立性等特点都决定

了在项目建设期内不发生冲突纠纷是不可能的，因此对建

设项目进行协调管理是必不可少的。建设项目协调管理不

仅能够减少冲突纠纷，降低项目成本，而且还能够提高建

设效率，增加经济效益。对于管理效果的评价，国内通常

采用绩效来衡量。建设项目协调管理绩效是指一定时间段

内协调管理建设项目所耗费的管理成本与建设项目效益的

比值［1］。 

协调管理绩效评价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综合的、开放

的系统，包含主客观等多种影响因素，其影响因素之间存

在着一定的层次关系，相互交叉，相互作用，从而形成十

分复杂的递阶因素链。在这条因素链中，因素之间的关系

如何，哪些是表面因素，哪些是根本因素，很难进行直观

判断。目前常用层次分析法(AHP)确定协调管理绩效评价体

系中的各类指标的权重，但是在应用层次分析法时，第一

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阶层的构造，如果仅凭经验构造阶层，

则随意性很大，容易造成评价分析的结果不够客观。如果

将协调管理绩效看作一个完整的系统，应用 ISM 模型进行

分析，则既可以将众多影响因素用多层递阶结构直观地表

示出来，又可以从这个复杂的因素链中找出影响建设项目

协调管理绩效的直接影响因素、中间影响因素和深层次的

根本影响因素。一般来说，ISM 是 AHP 的基础，根据客观

层次确定各因素的相对权重，能够更加清晰地体现其在整

个系统中的地位，所以在实际应用中往往是两种方法综合

应用。 

因此，本文首先运用 ISM 模型分析建设项目协调管理

绩效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建立客观的协调管理绩效多

层阶梯结构模型，然后在这个多级递阶结构模型的基础上，

应用层次分析法(AHP)对上下层之间因素的相对重要程度

进行估算，将众多影响因素用多层递阶结构直观地、定量

地表示出来，同时判断各因素对最上层总目标的影响程度，

从而找到最关键的影响因素，为建设项目协调管理绩效评

价体系的研究与应用提供科学的依据。 

1 建设项目协调管理绩效影响因素的关联

分析 

1.1 建设项目协调管理绩效影响因素选取原则 

由于建设项目协调管理绩效的影响因素具有多样性,而

关键因素分析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因此，因素的选择必

须遵循一定的原则： 

(1)全面性原则。建设项目协调管理绩效评价的因素应

当全方位、多角度地反映协调管理的各个方面。既要包括

定量指标，如合同履约率、预算变动率、资源分配情况等,

也要包括定性指标，如管理理念、信任基础等。 

(2)简要性原则。协调管理绩效影响因素体系要层次分

明、简明扼要、内容清晰、相对独立，特别是应以尽量少

的指标去反映管理绩效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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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可操作性原则。对影响因素的选取还要注意数据的

可获得性,定量指标的数据原则上应是易于采集和处理的。

对难以采集数据的指标，应尽可能以其它密切相关的指标

来代替，或者通过其它原始数据严格推导出新的数据。 

(4)动态与发展原则。协调管理绩效的提高,既是一个目

标,也是一个过程，具有发展的阶段性。因此,指标体系构造

及指标选择既要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前瞻性,又要考虑保持指

标体系的动态连续性。 

(5)行业特性原则。由于建设项目与其它的工业项目有

其显著的特性,所以在影响因素的选择上，我们应当充分考

虑这些特点，真正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1.2 建设项目协调管理绩效影响因素的确定 

根据以上对建设项目协调管理绩效影响因素选取的原

则,经过大量的文献资料检索和分析， 剔除一些次要因素，

利用德尔菲法找出 24 个较重要的影响因素，并明确这些因

素之间的项目关系，从而得到绩效影响因素(见表 1)。 

表 1 影响建设项目协调管理绩效的因素 

序号 因素名称 
1 组织层次 
2 人员配备情况 
3 管理机制完备程度 
4 项目执行力 
5 责任态度 
6 团队信任程度 
7 生产要素组合 
8 自然条件 
9 合同履约情况 

10 施工环节交接 
11 从业人员素质 
12 内部化冲突程度 
13 预算变动情况 
14 施工组织设计优化程度 
15 建设质量 
16 利益一致性程度 
17 资源分配状况 
18 管理理念 
19 合同争议处理情况 
20 工期进度 
21 信息流的协调 
22 信息技术设备配置 
23 投资控制状况 
24 各方信任程度 

2 建设项目协调管理绩效影响因素的 ISM

分析 

2.1 ISM 模型的基本原理 

解析结构模型(ISM)是结构模型化技术的一种，其将复

杂的系统分解为若干个系统要素,利用人们的实践经验和知

识以及计算机的帮助,最终建立一个多级递阶的结构模型。

利用解析结构模型可以系统认识和准确把握复杂的问题，

这是对问题进行定量分析的基础。分析步骤为：①组成 ISM

小组；②设定问题；③选择构成问题的要素，并列举其逻

辑关系；④建立邻接矩阵和可达矩阵；⑤明确要素等级，

构造结构模型；⑥根据结构模型对要素进行分析。 

2.2 ISM 模型应用步骤 

(1)确定各因素的关联性，建立邻接矩阵。为了分析这

些因素对建设项目协调管理绩效的影响，建立 ISM 模型，

首先，了解这些因素两两之间的逻辑关系；其次，利用邻

接矩阵描述因素之间的直接关系。对于有 n 个因素的系统，

定义邻接矩阵 A 为： 

1 Ri Rj

0 Ri Rjija
ì

= í
î

表示 与 之间存在直接关系

表示 与 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关系
 

根据两项元素之间的直接关系，将这 24 个影响因素有

机地联系在一起，同时用邻接矩阵来表示这种相互影响的

关系［2］。 

(2)通过矩阵运算，生成可达矩阵。邻接矩阵 A 生成后，

由于可达矩阵有一个重要的性质即推移律特性，根据该性

质，运用 Excel 编程进行矩阵计算，求其与单位矩阵 I 之和

A+I，再对某一整数 n 作矩阵 A+I 的幂运算。最后，得到可

达矩阵。 

(3)划分各因素等级。根据可达矩阵，按照解析结构模

型方法对建设项目协调管理绩效的影响因素进行层次划

分，以便实行建设项目协调管理绩效评价时有一个孰先孰

后、孰轻孰重的理论框架。该过程涉及以下概念［3］：①可

达集，Ri 所能到达的所有节点的集合称为 Ri 的可达集，记

为 E(Ri)；②先行集，所有能够到达节点 Ri 的节点的集合

称为 Ri 的先行集，记为 S(Ri)；③共同集，T(Ri)=E(Ri)∩

S(Ri)。由邻接矩阵和可达矩阵可以得出影响建设项目协调

管理绩效的因素层次，一共有 4 层，各因素层次划分如下：

第一层为 R1、R2、R3、R5、R8、R10、R17、R18、R19、

R21、R22；第二层为 R7、R11、R12、R13、R14；第三层

为 R4、R6、R9、R15、R20、R23、R24。第四层为 R16。 

2.3 建立建设项目协调管理绩效影响因素的 ISM 模型 

这些层次关系形成了有一定逻辑关系的影响因素链，

通过它们可以建立建设项目协调管理绩效的主要影响因素

的解析结构模型(ISM 模型)，如图 1 所示。 

3 建设项目协调管理绩效影响因素的 AHP

分析 

3.1 层次分析法(AHP)的工作原理 

层次分析法的核心是对决策行为、方案和决策对象进行评

价和选择，并对它们进行优劣排序，从而为决策者提供定量的

决策依据。将层次分析法的评判排序思想运用到指标赋权理论

中，可以建立有序的递阶指标系统，对系统中的各个指标进行

评价。对比较结果进行计算处理，然后做一致性检验，可以获

得各指标重要性大小的排序系数，即指标权重系数。 

3.2 建立建设项目协调管理绩效影响因素的权重模型 

在 ISM 分析的基础上，忽略一些因素之间的次要关系，

可以将建设项目协调管理绩效影响因素的多级递阶结构模

型简化为图 2。 

由此建立建设项目协调管理绩效的指标体系，如表 2

所示。图 2 显示建设项目协调管理绩效系统是一个 4 层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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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由于 ISM 模型只能反映元素的层次逻辑结构，并不能

反映各个影响因素之间的相对重要性，因此需要运用 AHP

方法进一步分析因素对最终目标的重要程度。各个层次的

单排序权重见表 3。 

 

图 1 建设协调管理绩效多层递阶解析结构模型 

 
图 2 建设项目协调管理绩效影响因素的多级递阶结构简化模型 

表 2 基于 ISM/AHP 的建设项目协调管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属性 
组织内部协

调A 
项目执行力A1 从业人员素质a1 定量 

组织层次a2 定量 
人员配备情况a3 定量 

管理机制完备程度a4 定性 
团队信任程度

A2 
责任态度a5 定性 

内部化冲突程度a6 定量 
管理理念a7 定性 

信息流的协调a8 定性 
利益相关方

协调B 
各方信任基础

B1 
- - 

履约情况B2 
建设目标协

调C 
投资控制状况

C1 
资源分配状况c1 定量  
预算变动情况c2 定量  

合同争议处理情况c3 定量  
工期进度C2 自然条件c4 定性 

施工组织设计优化程

度c5 
定量  

信息技术设备配置c6 定性 
建设质量C3 生产要素组合c7 定量  

施工环节交接c8 定性 
然后对这些因素进行总排序。总排序是指在递阶层次

结构模型中，最底层因素关于最高层的相对权重。计算结

果如表 4 所示。 

表 3 单排序权重 

层次 目标层 准则层 权重 
第一层 以总目标为准则 A、B、C (0.669 8，0.087 5，0.242 7) 
第二层 以A为准则 A1、A2 (0.750 8，0.249 2) 

以B为准则 B1、B2 (0.147 0，0.859 3) 
以C为准则 C1、C2、C3 (0.193 2，0.723 8，0.083 0) 

第三层 以A1为准则 a1、a2、a3、
a4 

(0.407 4，0.275 5，0.072 0，

0.245 0) 
以A2为准则 a5、a6、a7、

a8 
(0.132 9，0.558 4，0.041 4，

0.267 3) 
以C1为准则 c1、c2、c3 (0.087 5，0.669 8，0.242 7) 
以C2为准则 c4、c5、c6 (0.106 0，0.634 0，0.260 0) 
以C3为准则 c7、c8 (0.147 0，0.859 3) 

单排序和总排序都满足一致性检验，说明结果具有满

意的一致性。所以，得到建设项目协调管理绩效影响因素

的结构权重模型如图 3 所示。 

4 建设项目协调管理绩效影响因素的关系

结构分析 

由图 1 可知，建设协调管理绩效是一个具有 4 级的多

级递阶结构。在影响建设项目协调管理绩效的因素链中，

最直接因素或者说最表层的因素包括从业人员素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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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总排序权重 

层次1 A B C 
权重 0.6698 0.0875 0.2427 

层次2 A1 A2 B1 B2 C1 C2 C3 
权重 0.502 9 0.166 9 0.012 9 0.075 2 0.046 9 0.175 7 0.020 1 

层次3 a1 0.305 9 a5 0.033 1 

- 

c1 0.016 9 c4 0.076 7 c7 0.012 2 
  a2 0.206 8 a6 0.139 2 c2 0.129 4 c5 0.458 9 c8 0.071 3 
  a3 0.054 a7 0.010 3 c3 0.046 9 c6 0.188 2 

  
  a4 0.183 9 a8 0.066 6     

 
图 3 建设项目协调管理绩效影响因素的多级递阶结构模型

机制完备程度、生产力要素组合、施工环节交接、信息流

的协调、组织层次、资源分配状况、合同争议处理情况、

施工组织设计优化程度、人员配置情况、责任态度和内部

冲突程度等。这几个因素直接体现项目施工现场协调管理

的基本要求。一般而言，建设项目工程内容复杂，技术构

成程度高，现场人员流动速度快，物资调运频繁，施工工

艺连续性强，这些都要求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借助协调管理

的思想。因此，只有加强施工现场的协调管理，优化网络

计划和平行流水，实行立体交叉的施工方法，统筹安排时

间、空间和人、材、机等资源，才能实现整体最优化。而

在这一层次中，从业人员素质和组织层次又是影响程度最

大的两项，不管建设项目采取何种项目模式，直接管理建

设项目的都是项目管理团队，因此，高素质人员和合理的

组织层次对项目协调管理的效果有直接影响。 

(1)第 1 级与第 2 级因素的关系分析。项目执行力、团队

信任程度、各方信任基础、履约情况、投资成本控制状况、

工期进度及建设质量等因素，对第 1 级因素有直接影响。客

观的不确定因素能够影响工期进度，进而影响投资成本，例

如钢材水泥等物价上涨或者自然条件发生了新的变化，会致

使原施工方案发生变化，施工进度自然受影响。而从业人员

素质、内部冲突程度和责任态度都会显著影响项目执行力与

团队信任程度。组织绩效是通过流程实现的，项目流程的执

行与管理是由人具体完成的，据此，在这一层次中项目执行

力产生主要影响。因此，完善管理机制、合理配置各种工种、

提高团队人员素质和优化组织层次，都是减少沟通矛盾、降

低交流成本、提高项目执行力的手段，从而保证工程如期按

质完成，增强建设项目协调管理的绩效。 

(2)第 2 层和第 3 层因素的关系分析。建设项目协调管

理绩效的实现有 3 个层面：组织内部协调、利益相关者协

调和建设目标协调，其中组织内部协调占据关键地位。根

据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内因决定着事物的本质，外因是事

物发展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组织内部协调

成为影响建设项目协调管理绩效的深层次因素。人员素质

能够深刻影响内部冲突程度和责任态度，也会间接影响项

目执行力与团队信任程度，这两者是组织内部协调效果的

重要体现。如果一个项目的人员的执行力非常强，布置的

工作均能按时按质完成，团队内的合作也极富成效，那么

这些都可从侧面反映这个项目的人员的高素质。 

(3)第 3 层和第 4 层因素的关系分析。影响建设项目协调

管理绩效的根本因素在于各项目相关者的利益一致性程度。

为什么项目管理过程需要协调管理？因为有冲突的发生。为

什么会发生冲突？归根结底在于各方的利益诉求不一致。组

织外部的利益相关者包括业主、项目团队、施工方、监理方、

设计方、劳务公司和材料供应商等；组织内部利益相关者，

即项目团队内部各部门、各施工队等。由于种种原因，各利

益体之间不可能达到完全的利益一致。利益不一致的程度影

响组织内部的冲突和组织间的冲突，进而影响协调管理。因

此，利益一致性是影响建设项目协调管理最关键的因素。 

5 结语 

本文以建设项目协调管理绩效为研究对象，以解析结

构模型为主要研究方法，经过严格的推理运算得到了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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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协调管理绩效多层递阶解析结构模型。通过分析建设

项目协调管理绩效主要影响因素的层次关系结构，发现影

响建设项目协调管理绩效的最关键因素是利益一致性程

度。这个多级递阶解析结构模型的建立，使得阶层构造的

设定更加客观、合理，从而保证层次分析法的应用能够更

加真实地反映结果。此外，辨析清楚这些影响因素间的相

互关系与作用层次，对建立科学的建设项目协调管理绩效

评价系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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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is based on the management performance in construction project as the research object. It uses ISM and 

AHP to analyze the relation between influencing factors, which is about the management performance in construction project. 

Thus, it establishes multi-layer hierarchical analytical structure model on coordinating management performance. Moreover, it 

finds the direct influence factors, the indirect influence factors and the fundamental one to some extent to judge their influence 

for the total goal. Finally, it provides some scientific basis to research and apply the coordinating management performance 

evaluation system in construction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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