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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对世界领袖型工程企业的研究，发现一流的工程管理软体是促进工程领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基础，中国工程管理领域与发达国家差距的根源在于软体建设，要取得突破性的发展，必须建设世界一流的
工程管理软体，并由此提出具体的使命任务。
［关键词］　领袖型工程企业；可持续发展；工程管理软体；使命
［中图分类号］　Ｃ９３９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９ －１７４２（２００８）１２ －００４５ －０８

1　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持续 ３０ 年的高

速发展，与此同时中国工程领域也取得了可喜的成
就，但在国际工程界的却产生不了世界级的影响力
和效果。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建设王国，但却没
有世界领袖型的工程公司；中国拥有世界第一的建
筑产量，但却缺少与之相匹配的高端绿色建筑产品；
中国建筑业拥有世界最大的从业队伍，但却没有世
界一流的效率，仍然是一个缺乏核心技术的劳动密
集型产业；中国是世界的出口大国，但国际工程承包
的产品与份额还处于国际的低端。 中国经济正处在
一个由重“量”到重“质”的关键转型期。 因此，正确
认识问题与差距，正确认识中国工程管理界的使命，
才能不断提升中国工程界的整体竞争力，确保其未
来持续领跑于世界工程建设领域之巅。 中国工程界
涵盖的范围很大，其中包括建筑工程、水利工程、冶
金工程、机电工程、化学工程、海洋工程、生物工程
等，笔者主要以建筑业为例来分析阐述中国工程管
理界的使命。

2　中国工程界的现状与差距
１９７８ 年以来，中国建筑业产值增长了 ２０多倍，建

筑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 ３．８ ％增加到
了 ２００６ 年的 ５．６ ％。 在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增加值
占 ＧＤＰ比重排名中，建筑业位居第四，成为拉动国民
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力量。 ２００７ 年中国城市化率已
达到 ４４．９ ％，根据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发展的经验，
中国城市化还处于加速发展阶段，快速发展的城市化
进程需要以一流的产业作为支撑保障，建筑业作为推
进城市化进程的重要产业，必然也需要向世界一流水
平靠拢。 通过对比分析与国际领先企业的差距，找出
我国建筑业存在的差距并予以解决，这才是使中国建
筑业跻身于国际一流行列的有效途径。
2．1　没有世界领袖型的工程公司

我国工程公司从未进入美国枟工程新闻记录枠
历年评选的世界最大的 １０ 家国际设计、承包商，从
未入选国际设计 ＆ 建造、项目管理、绿色设计和绿
色施工公司。 ２００６ 年度最大 ２２５ 家国际承包商前
１０ 家公司如表 １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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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6年度最大 225家国际承包商前 10家公司
Table 1　The oversea revenue of top 10 international contractors in 2006

排名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５ 年 公司名称 国别
国际市场营业额／百万美元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５ 年

１ １ 豪赫蒂夫公司 （Ｈｏｃｈｔｉｅｆ ＡＧ） 德国 １７ ５９８．９ １４ ７３３
２ ２ 斯勘斯卡公司（ Ｓｋａｎｓｋａ ＡＢ） 瑞典 １２ ３４７．１ １１ ９０４
３ ３ 万喜公司 （ＶＩＮＣＩ） 法国 １１ ０６５ １０ ２６８
４ ４ 斯特拉巴格公司（ Ｓｔｒａｂａｇ ＳＥ） 奥地利 １０ ７９９ ８ ７１９
５ ５ 布依格公司（ Ｂｏｕｙｇｕｅｓ） 法国 ９ ５７６ ７ ７９４
６ ７ 柏克德公司（ Ｂｅｃｈｔｅｌ） 美国 ８ ９３１ ７ ６６２
７ ９ 泰克尼普集团（ ＴＥＣＨＮＩＰ） 法国 ８ ０８４ ６ ３７５
８ ６ 凯洛格· 布朗· 路特公司（ＫＢＲ） 美国 ７ ４２６．４ ７ ７２３
９ １０ 比尔芬格伯格建筑公司（Ｂｉｌｆｉｎｇｅｒ Ｂｅｒｇｅｒ ＡＧ） 德国 ６ ５５３ ５ ８１５
１０ ８ 福陆公司（ Ｆｌｕｏｒ） 美国 ６ ３３８．５ ７ １２５

　　让我们来比较一下世界领袖工程企业的规模。
２００６ 年前 １０ 强国际承包商占全部 ２２５ 家承包商国
际营业额的 ４４ ％，美国枟工程新闻记录枠排名第一
的德国豪赫蒂夫公司的国际营业额是 １７６ 亿美元，
而中国有 ４９ 家公司入选枟美国工程新闻记录枠的
２２５ 强国际承包商，共完成国际营业额近 １６３ 亿美
元。 德国豪赫蒂夫公司的国际营业额是我国 ４９ 家
之和的 １．１ 倍。 从这组数据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我
国旗舰型建筑企业与国际领袖企业的差距

［ １］ 。
2．2　缺乏核心技术

对比分析国内外建筑企业专注的领域，我国绝
大部分企业集中于建筑业价值体系的低附加值环节

（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房屋建筑、市政工程等），在
复杂的、高附加值的价值链环节缺乏核心技术，从而
大大削弱了国际竞争力。 尽管我国劳动力成本低
廉，但国外企业凭借先进的管理和信息技术、机械化
施工等，使得国外建筑企业劳动生产率远高于国内
企业。 国内绝大部分企业缺乏以技术创新、管理创
新为核心的企业核心竞争能力，并且我国 ９９ ％的企
业基本上没有专利技术。

然而，世界知名的工程企业都有其核心技术，并
通过核心技术占领市场、获取利润［ ２］ 。 法国万喜公
司在交通运输工程施工和材料生产等方面有其核心

技术；德国豪赫蒂夫公司在桥梁、机场等基础设施等
方面有其核心技术；法国阿尔斯通公司在发电设备
和高速铁路机车等领域有其核心技术；日本鹿岛建
设株式会社则致力于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材料和

新技术研发；美国柏克德公司是典型的以自主创新
的核心技术作为竞争优势的国际工程承包商，它的

核心技术在核电、核动力、近海钻井石油平台、海底
隧道以及石油化工 ５ 大领域，在其 ２００６ 年的 １５３．７
亿美元的营业收入中，１２３ ～１３１ 亿美元来自这 ５ 大
领域；日本竹中工务店依靠其雄厚的技术，在洁净厂
房的建造中已经达到世界一流水准，世界多数高科
技厂房、实验室都由竹中工务店建造，由其设计建造
的高精度技术开发设计中心能 ３６５ 天每天 ２４ 小时
保持恒温无尘的完备的生产环境。 在 ２００６ 年世界
知名承包商营业收入来源中，德国豪赫蒂夫公司
７６ ％的收入来自有核心技术的领域，瑞典斯堪斯卡
公司则为 ９１ ％，法国万喜公司和美国柏克德公司分
别为 ７７ ％与 ９５ ％。 ２００６ 年全球石油化工工程营
业额为 ４５０．８ 亿美元，而美国柏克德公司在石油化
工领域的营业额为 ６６ 亿美元，约占全球石油化工营
业额的 １４．６４ ％，占整个公司营业额的 ４３ ％；２００６
年全球交通运输工程营业额为 ５８９．３ 亿美元，而法
国万喜公司在交通运输领域的营业额为 １７６．６ 亿美
元，约占全球交通运输营业额的 ３０ ％，占整个公司
营业额的 ５４ ％。 因此，核心技术是占领市场、获取
利润的重要手段。 掌握了核心技术，企业将会有
“质”的飞跃，而不是“量”的增长。

因此，中国的工程企业应该具有战略发展意识
和技术远见，建立企业研发机制，加大企业对技术研
发的投入，使企业拥有自主核心技术。
2．3　偏低的生产效率

在美国枟财富枠杂志评出的 ２００６ 年度世界 ５００
强公司名单中，建筑企业有 １１ 家，其中有 ３ 家是中
国的企业。 它们分别是：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中国
铁道建筑总公司和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 与国际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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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企业相比，我国的差距在于效率。 下面我们从人
均年产值和人均利润额来看看世界 ５００ 强中中国工
程建筑企业与国际领先企业的差距。 ２００６ 年度世
界 ５００ 强企业中的工程建筑企业如表 ２ 所示。
表 2　2006年度世界 500强企业中的工程建筑企业

Table 2　The engineering enterprises
of Fortune 500 in 2006

２００６ 年
排名

２００５ 年
排名

英文名 中文名
总部所

在地

营业收入

／百万美元
１９１ １７５ Ｂｏｕｙｇｕｅｓ 布依格 法国 ３０ ５４８．４０
２２３ ２１０ Ｖｉｎｃｉ 万喜 法国 ２６ ９９１．５０
３８９ ４０７ Ｈｏｃｈｔｉｅｆ 豪赫蒂夫 德国 １６ ９６５．００
４００ ３６２ Ｓｋａｎｓｋａ 斯勘斯卡 瑞典 １６ ６７８．８０
４３２ ３８４ Ｋａｊｉｍａ 鹿岛 日本 １５ ６７９．８０
４３５ ４８１ Ｃｅｎｔｅｘ 桑达克斯 美国 １５ ４６５．１０
４３８ ３７７ Ｔａｉｓｅｉ 大成建设 日本 １５ ４０３．５０

４４１ －－
Ｃｈｉｎａ

Ｒａｉｌｗａｙ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中国铁路

工程总公司
中国 １５ ２９３．７０

４４７ ４３５ ＡＣＳ ＡＣＳ 西班牙 １５ ０５２．３０

４８５ －－ Ｃｈｉｎａ Ｒａｉｌｗａ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中国铁道

建筑总公司
中国 １４ １３８．９０

４８６ －－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中国建筑工程

总公司
中国 １４ １２２．４０

从员工规模来看，１１ 家企业平均员工人数为
１２２ ６１４。 中国 ３ 家企业平均员工人数为 ２８０ ０５５，
其他 ８ 家企业平均员工人数为 ８０ ２６３，中国工程建
筑企业平均员工人数为其他 ８ 家企业的 ３．５ 倍。 人
均产值与人均利润与国际领先企业的差距也非常

大。 中国建筑企业的人均产值与人均利润的国际比
较如表 ３ 所示。
表 3　中国建筑企业的人均产值与人均利润的国际比较

Table 3　The production value and profit of
per person of Chinese engineering

enterprises and international contractors
人均产值／美元 人均利润／美元

１１ 家建筑企业 ３８４ ００４ １２ １２７
最大 日本鹿岛建设　９８２ ９９８ 美国桑达克斯　６９ ５２７
最小 中建总公司　４２ ４６３ 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　２３４

美国枟财富枠杂志公布的数字显示，中国旗舰型
建筑企业的人均产值是人均利润的 １８１ 倍（发达国
家是 １４ 倍），这表明中国建筑行业还处在劳动力密
集型阶段，我国是依靠劳动者数量、经济规模获得的
产量，但效益极低［３］ 。

目前，我国建筑技术的贡献率只有 ２０ ％ ～

３５ ％，与发达国家的 ７０ ％ ～８０ ％相距甚远［ ４］ 。 我
国建筑业是劳动密集型的行业，技术装备水平偏低，
人均不到 ６ ０００ 元，而发达国家人均则为 ６ ０００ 美
元，是我国的 ７ 倍。
2．4　初级阶段的工程企业可持续发展

国际建筑师协会第 ２０ 次大会把“可持续发展”
定为今后建筑业的发展方向，美国绿色建筑的年增
长率为 １８ ％，日本也在 １０ ％以上。 而我国还没有
真正意义上的绿色设计、施工企业，绿色产品的生产
尚处于起步阶段，没有迎合世界工程建设时代的潮
流。 现在我国每年新建房屋 ２０ 亿 ｍ２

中，９９ ％以上
是高能耗建筑，单位建筑面积采暖能耗为发达国家
新建建筑的 ３ 倍以上。

据世界观察研究所的报告，建筑物每年用掉全
世界能源总量的 ４０ ％，总用水量的 １６ ％，造成的建
筑垃圾也占人类活动产生垃圾总量的 ４０ ％。 要走
可持续发展道路，发展节能和绿色建筑刻不容缓，敏
锐的专业人士将它看作创新的热点，领袖型的企业
将其确定为发展之路。 绿色建筑、绿色施工技术的
发展为建筑业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世界著名工程公
司纷纷把可持续发展、绿色技术研究和运用纳入发
展日程，绿色生产力可以转化为强大的国际竞争力。
中国是人口大国，人均资源极度贫乏，绿色技术及管
理将成为今后产业发展的瓶颈。

世界领先的建筑企业愈来愈重视生态、绿色工
艺和技术。 世界最大的建筑企业之一斯勘斯卡公司
致力于成为世界绿色建筑和自然与建筑和谐统一的

领导者，２００２ 年，该公司提出“五个零”目标，即零失
败的建设项目、零环境事故、零现场事故、零种族侵
害和零缺陷；２００６ 年，该公司开始用全球报告倡议
书（ｇｌｏｂ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ＧＲＩ）来指导公司的可
持续发展的工作框架。 日本竹中工务店（ ｔａｋｅｎａｋａ）
提出了“３ＲＳ”原则：ｒｅｄｕｃｅ，ｒｅｕｓｅ ａｎｄ ｒｅｃｙｃｌｅ。 目前，
日本竹中工务店对建筑废物的利用率达到了 ９０ ％。
为了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竹中工务店设计出了
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太阳能、风能和雨水的办公楼。
利用回收的特殊膨胀材料建造的教学楼也已投入使

用。 法国万喜 ２００６ 年对绿色施工的承诺：减少温室
气体的排放、加强可持续建筑研究、减少对自然资源
的利用、加强对废物再利用的管理、发展环境友好型
产业和服务等。 ２００６ 年法国万喜在发展环境友好
型产业和服务中利用具有专利技术的沥青混凝土

２０ 万 ｔ，居世界前列。 法国万喜废物利用明细表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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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所示。
表 4　法国万喜废物利用明细表

Table 4　The breakdown of waste treatment of Vinci
废弃物种类 利用率／％ 利用类型

废铁屑 ２．６ 回收利用

废木材 ７．５ 回收利用

包装材料 ５．７ 回收利用

无害工业废物 ６４．３ 回收利用、填埋
碎石及填充物 １９．５ 回收利用、填埋
特殊工业废物 ０．４ 利用、填埋、特殊处理

总计 １００

2．5　徘徊于国际工程承包的低端市场
我国工程企业已经在世界 １６０ 个国家承包工

程。 然而，我国工程企业主要在亚洲和非洲等发展
地区，２００６ 年，我国国际营业额的 ７７．６ ％是这些地
区，而美国国际承包商海外收入的 ８２ ％来自欧洲、
中东和加拿大等高端市场。 ２００６ 年度中国与美国
承包商划分国际市场状况对比如表 ５ 所示。
表 5　2006年度中国与美国承包商划分国际市场状况对比

Table 5　The 2006 international market shares
of Chinese and American contractors

亚洲 欧洲 非洲 中东 南美 美国 加拿大

中国 １８．８ ％ ０．７ ％ ２８．４ ％ ４．８ ％ ４．９ ％ １．１ ％ ０．３ ％
美国 １２．０ ％ １３．８ ％ １１．３ ％ ２８．６ ％ ２２．７ ％ ＮＡ ７６．０ ％
注 ：此比例为国际工程承包商在当地的国际营业额占当地总的国际
工程额的比例。

我国对外承包合同额从 １９９０ 年的 ２６ 亿美元增
加到 ２００７ 年的 ８５３ 亿美元。 １７ 年来，我国对外承
包工程业在国际上的地位稳步提升，影响力逐年扩
大。 然而，我国建筑企业国际承包额的增加主要集
中在产业链条低端、利润较低的施工与劳务领域，我
国国际承包商经营方式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

［５］ 。
我们仍处在国际工程低端市场。 １９９０ 年与 ２００７ 年
我国对外施工承包工程、劳务合作和设计咨询业务
对比如表 ６ 所示。

表 6　1990年与 2007年我国对外施工承包工程、
劳务合作和设计咨询业务对比

Table 6　The contract value of construction，
labor service， and design with foreign

countries： Year 1990／2007
施工承包 劳务合作 设计咨询

合同额／
亿美元

比例
合同额／
亿美元

比例
合同额／
亿美元

比例

１９９０ 年 ２１．１ ８１．０ ％ ４．９ １９．０ ％ ０ ０
２００７ 年 ７７６ ９０．９４ ％ ６７ ７．８５ ％ １０．３ １．２１ ％
累计合同额 ３ ２９５ ８５．４２ ％ ５２３ １３．５６ ％ ３７．８ ０．９８ ％

3　中国工程界存在差距的根源
人类学家已证实人的身体各个方面的差别很

小，无论是不同的肤色、不同的种族以及不同的国籍
的人，都具有相同的大脑，而人的差别主要来自思想
意识和方法的不同。 这就相当于都有相同“硬件”
的计算机，其效率的差别来自与使用不同的软件，如
图 １ 所示。 我们与发达国家产业的差别在于发展起
步较晚、起点较低，这种差异就类同于相同的计算机
装上不同的“软件”。 差距的本质在工程管理软体
的差异。

图 1　人的差异与计算机差异的比较图
Fig．1　A comparative of the otherness

of the people and computer

因此，中国工程界存在差距的本质在于工程管
理软体意识较为薄弱，工程管理软体建设水平相对
低下。
3．1　落后的传统管理模式

俗话说“管理出效益”，先进的工程管理模式能
给企业带来意想不到的效益。 管理技术和管理人员
是国际项目管理的核心竞争力的体现。 企业要做大
规模的项目运作，必须走管理密集型道路。 世界级
承包商的管理素质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收益。 美国
柏克德公司每年投入 １ ０００ 万美元以上的费用用于
工程项目管理方面的研究和相关管理软件的开发，
在其 ２００７ 年的 ２７０ 亿美元的营业收入中，１０ ％ ～
１５ ％来自于工程项目管理服务。 该公司主要从事
项目管理承包业务，例如香港国际机场项目。 香港
国际机场项目总投资 ２００ 亿美元，施工时间为
１９９０—１９９８ 年。 柏克德公司在香港国际机场项目
中运用了先进的管理技术：运用了一整套集成化软
件工具，加速处理了施工组织方面的问题；运用全球
化高速通信设施，使公司人员联系保持高效通畅；使
用 ３Ｄ 模型设计、４Ｄ 工程进程监测技术，提高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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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质量和效率。 通过运用这些先进技术，柏克德公
司的项目管理工作为香港国际机场项目节约资金

１０ 亿美元左右，并为国际工程界创造了管理大型机
场的成功典范。 作为一个百年企业，柏克德公司成
功的经验在于把知识和经验看作企业的重要资产，
大量投入资金并加强管理。 公司的一切管理计划只
针对那些回报率最高的领域。

然而，中国大多数工程建筑项目管理并不完善，
必须建立完善的项目管理体系，目前中国多数企业
甚至没有建立基本的项目管理体系。 中国工程建筑
企业应加强工程项目管理，把项目管理作为一项基
础性、战略性和决定性的工作来抓，根据建筑工程项
目管理规范，全面推行项目法施工，抓好项目前期策
划，中期控制和竣工交验 ３ 个阶段，加强成本控制，
强化管理，有效控制项目的安全质量工期和环境保
护，推行扁平化管理模式，优化生产要素和资源配
置，进一步明确项目经理职责权利，全面落实项目经
理的责任制，不断提高企业的项目管理水平，从而提
高国际综合竞争力。
3．2　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因素在于工程管理软体的

建设

　　工程管理软体建设的先进性直接决定着企业、
地区乃至国家的整体竞争力的高低。 良好的软体环
境意味着一种先进的工程思维方式、先进的工程管
理模式、代表着工程建设的可持续发展方向、代表着
工程管理新的生产力和经济增长方式。 因此，工程
管理硬体与软体的互动协调发展对于工程管理行业

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然而，国内工程界普遍存在“重建设、轻总结”，

即大多数工程界人士把许多精力花在工程的建设过

程中，且多侧重于项目建设阶段，而忽视了项目建设
过程中和项目运营阶段的经验教训总结与项目后评

价，从而导致了企业的工程管理软体水平较为低下
和大量的“垃圾建筑”产生，致使中国的工程投资效
率始终处在一个较低的层面

［６］ 。
当前，我国工程领域的硬体建设水平已经达到

了一个相对较高的层次，但要使中国工程领域处于
国际领先水平，不仅需要重视工程管理硬体进步，更
需要注重工程管理软体创新，增强工程管理软体，进
而提升整个工程领域的综合竞争力。 实践证明，中
国工程界要在未来几年、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实现可
持续发展的瓶颈因素在于工程管理软体的建设。 因
此，当前中国工程界加强工程管理软体意识已经刻

不容缓。
3．3　工程管理软体决定了中国工程界在世界中的

地位

　　我们与西方的同行一样使用相同的工程管理方
法，可以在生产中管理好一个伟大的工程项目，却创
造不了世界级的产品，产生不了世界级的领袖企业，
更不能产生领导世界的管理思想。 这其中的根源就
在于工程管理软体的差异，也是中国工程企业发展
的瓶颈。 软体的建设不仅对企业的影响非常重要，
对一个国家的影响也是如此。

法国前任总统希拉克曾说过：“我相信到 ２０３０
年，中国经济总量可能超过美国。 但要成为世界上
的‘Ｌｅａｄ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ｙ’，远比经济总量还要重要的是
她必须有可以输出的先进的文化、价值和管理理
念。”

中国改革开放的 ３０ 年已取得巨大的物质基础。
我国正处于关键的转型期，要成为真正的世界性大
国，软体建设首当其冲。
4　中国工程管理界的使命

伴随着中国的经济基础地位不断提升，相应地，
工程管理软体的建设节奏和发展速度也应逐步推

进。 中国工程界绝对不能在工程管理软体建设方面
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 因此，现阶段我们的使命就
是建设世界一流的工程管理软体，在轰轰烈烈的经
济发展中，追求“质”的突破，而非“量”的增长。 这
样才能真正提高竞争力，在世界中赢得地位。
4．1　使命一：创造工程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强大合力

首先，中国工程院于 ２０００ 年成立工程管理学
部，至 ２００７ 年已有院士 ４１ 人，约占中国工程院院士
总数的 ５．６１ ％。 中国工程院工程管理学部的成立
标志着工程院在发挥专业学部院士优势作用的同

时，注意到工程管理的重要性。 工程管理学部的院
士在工程管理各个相关专业领域都是泰斗级的大师

与权威，以其强大的影响力与号召力在中国工程管
理界的资源整合的过程中处于核心领导地位，这将
对建设世界一流的工程管理软体起到至关重要的

作用。
其次，国内著名大学及科研机构成立的工程管

理相关科研院所已经突破 ５００ 所，开设工程管理本
科层次的高等院校达 ３００ 余所，招收工程管理（含
建设工程管理）研究生层次的高等院校已达 １５６
所，且每年关于工程管理的研讨会、学术交流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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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构成了中国工程管理界的学术与实践的参与主

体，也是建设世界一流工程管理软体的理论基础。
再次，以中国建筑业为例，中国已有 ６ 万余家建

筑企业，建筑业从业人员多达 ３ ２００ 万人，我国有注
册建筑师 ４．１ 万人，注册结构工程师 ３．５ 万人，注册
监理工程师 ９．５ 万人，项目经理 １００ 万人。 这样一
支庞大的技术与产业队伍构成了建设世界一流的工

程管理软体的技术与产业支撑。
最后，中国城市化进程与工业化进程的强大推

动与需求。 目前中国城市化率的平均年增长率为
１．５ ％，在今后的 １５ 年中，中国城市化率的年增长
率也不会低于 １ ％。 中国的城市化率每提高 １ 个百
分点，就相当于有 １ ０００ 多万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
市，这为中国的工程建设提供强大的刚性需求。 与
此同时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也逐步加快，人民的生活
水平进一步提高，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工
程建设的快速发展。

创造工程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强大合力是建设一

流工程管理软体的精神动力，亦构成工程管理界持
续发展的内部源泉。 为此，我们应当完善与工程管
理相配套的各项管理机制与模式，构建由中国工程
院工程管理学部领军、全国 ５００ 多所高校科研力量
共同参与、一支庞大的技术和产业队伍为支撑的工
程管理软体建设机构，并进行强强联合，实现科研资
源的集成共享与动态联盟。 进而基于当前中国城市
化、工业化进程的强大的推动和需求，为工程管理软
体开发建设提供外源动力的保障。 这种合力如果给
予有效的整合与集成，其形成的强大力量是无坚不
摧、攻无不克，也是建设世界一流工程管理软体的中
流砥柱。
4．2　使命二：拥有前瞻的国际工程管理视野

首先，应以国际的高标准为起点。 只有站得高
才能看得远，所以我们应该在现有的国际标准的基
础上，进行积极的探索与创新，寻求工程管理领域新
的突破，不断的超越现有的工程管理的理论与实践
方法，确保工程管理软体的建设具有国际一流水平。

其次，我们应全面深入的剖析国际工程管理的
成功经验，改变以往仅是停留在对国际工程管理成
功经验的简单介绍的层面。 只有通过对国际工程管
理的成功案例进行深入透彻的分析研究，才能使国
外优秀的工程经验运用于我们的实践，如在多个目
标约束条件下如何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国际大型
公司如何实施全球战略的以及如何提高劳动生产效

率等等，这些都值得我国工程企业学习与借鉴。 一
切好的东西都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中国在发展过程
中，外国好的东西、对中国的进步有益的东西都应该
吸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因此，我们应该对国
际的成功工程进行的深度分析与总结，消化并吸收
能适应中国工程管理实践的工程管理理念与管理

模式。
拥有前瞻的国际工程管理视野，不仅构成我们

及时掌握国外最新工程管理理论与实践的最新动态

的理念支持，而且也是与国际接轨、超越国际工程管
理发展水平现状的现实保障。 为此，我们一定要紧
密跟踪国际工程管理发展的热点与前沿，及时把握
当前研究的趋势和潮流，明确今后工程管理发展的
方向。 在此基础上，进而以国际的高标准为起点，全
面剖析国外的工程管理的成功经验，吸收国际一流
的工程管理模式，并突破管理学研究的承袭思维，最
终借势创造出紧密结合中国工程管理实践的工程管

理软体，形成我们自己的知识体系、管理理念、方法，
并为我们所用。
4．3　使命三：建立健全的工程管理理论体系

当前我国工程管理理论所采用的工程管理体系

大多数是沿用西方发达国家的工程管理体系，如在
我国工程界中应用较为广泛的甘特图、横道图、
ＰＥＲＴ（ｐｒｏｇｒａｍ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ｖｉｅｗ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计划
评审技术等，这形成了我们一贯停留在学习国外理
论的定势思维模式，这种定势思维模式虽然在有助
于我们及时学习国外先进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
但一定程度上也严重制约了我国工程界自主创新的

内在需求，从而使得我国的工程管理理论体制一直
在国际上的竞争格局中始终处于落后的地位。

中国创造了由古代的长城、京杭大运河、都江堰
水利工程等到现代的三峡工程、青藏铁路工程、北京
奥运场馆建设工程等世界伟大工程奇迹，但却未形
成国际一流的工程管理理论体系，究其原因是由于
中国“重建设，轻总结”造成的，伟大的成功工程的
经验在一代一代相传过程中慢慢流失，剩下的仅是
这些伟大的工程以及与之不相匹配的工程管理理论

体系，这是中国工程界最大的损失。 中国在未来世
界级的工程项目还会有很多，因此，我们应善于总
结，不断地丰富与发展我国工程管理理论体系，在世
界工程管理理论长廊中注入中国的工程标本，从而
改变西方工程管理理论“一枝独秀”的格局，进而建
设成为世界一流的工程管理软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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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仅是好学生，同时也是好老师”。 知识
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我们应不断地为世界工程管理
理论体系建设添砖加瓦。 目前我国主要是充当“学
生”的角色，因为我们要向世界学习先进的工程管
理方法与理论体系，展望未来我们也要充当“老师”
的角色，不断把我们优秀的工程管理方法与理论体
系传授给世界各地。

同时，建立健全基于中国国情的工程管理体系
关键取决于人才队伍的建设，取决于是否具备拥有
丰富工程实践经验的管理“大师”。 只有这样，我们
的工程管理软体建设才能在国际工程管理界引领潮

流、成为“领头羊”。
4．4　使命四：建设与发展可持续工程

在人们日益重视环境问题的今天，可持续发展
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可持续发展的工程管
理包括资源管理、环境管理、技术管理和项目参与主
体等层面的可持续内容。 从一定角度而言，当前中
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程的可

持续发展。 换言之，如果工程不可持续，中国的经济
也就不太可能实现持续健康发展，世界经济可持续
发展的目标亦要受到一定的影响。 工程的可持续与
经济的可持续有着严格的辩证思维关系。 因此，中
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大力发展可持续（绿色）
工程，工程界亦需要从工程哲学的高度认识发展可
持续工程对于推进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的深远意义。

一方面，发展可持续工程需要依赖于多学科联
动的管理模式。 多学科联动不仅表现在需要多重参
与主体（如建设单位、施工单位、设计单位、环保研
究机构等单位）的密切配合与协同操作，而且需要
搭建各项技术（如建设结构设计施工技术、节能应
用技术、城市规划技术）的系统集成应用平台，以及
各学科前沿管理理论与决策技术（如系统论、控制
论、工程管理学、运筹学、生态学、行为科学、计算机
信息科学等），实现各项技术与多学科的无缝对接，
进而确保工程管理的相关知识体系达到学科融合与

交叉。
另一方面，推广普及可持续工程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多方相关利益主体的协调参与。 倘若各方参
与主体对建设与发展可持续工程的意识模式不一

致、行动准则和发展战略不统一，则可持续工程的普
及与实施任务在长期范围内将受到严重的制约与阻

碍。 因此，多方参与主体的协同配合对于促进可持
续工程的长期建设目标的顺利实现奠定坚实的物质

保障基础。
4．5　使命五：工程管理新技术与新方法的综合集成

当前，要创建一流的工程管理软体不仅离不开
工程管理新技术与新方法的要素集成、空间集成、主
体集成，而且亦离不开各项先进理念与工程实践的
有效整合。 就当前工程管理领域的发展前沿而言，
要达到工程管理软体技术和软体水平的综合提升，
就必须充分地整合信息技术、虚拟技术以及仿真模
拟技术等，实现过程控制与动态反馈，以确保工程管
理多维目标的顺利实现。 可以说，工程管理新技术
与新方法的综合集成是创建世界一流工程管理软体

的持续动力与支撑。
“木桶原理”告诉我们，木桶盛水能力的大小，

取决于木桶短板的高度。 据此原理人们常强调补齐
“短板”的重要，其实只把“短板”拉长是不够的，也
要重视系统的相互关联、相互作用问题。 因为无论
“长板”、“短板”，如果衔接得不牢靠、有缝隙，“木
桶”便无法盛水了。 我们可以把中国的工程管理软
体建设作为一个系统，用综合集成的思想指导和推
进工程管理变革，把工程管理新技术与新方法以及
信息作为联结整个系统的关键要素，构成无缝隙连
接的信息化体系从而推进工程管理变革。
5　结语

综上所述，软体决定了工程管理的未来。 当前
中国工程管理界的使命就是要创造在国际上处于一

流、并且与大国地位相匹配的工程管理软体。 未来
中国工程管理发展的思路在于在提高硬技术的基础

上，不断推进工程管理软技术进步，加强软技术创
新，构建工程管理的软体环境，确保工程管理的“硬
体”建设与“软体”建设的有机结合，从而实现工程
管理的“基因突变”，进而实现中国工程界在世界工
程界地位的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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