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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工程管理专业队伍是我国工程管理当务之急

张寿荣
（武汉钢铁集团公司，武汉 ４３００８０）

［摘要］　对我国工程管理现状做了简要回顾，认为构建工程管理专业队伍是提升我国工程管理水平的当务
之急，并提出培养专业队伍的具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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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７ 年在广州的会议上，笔者曾提出我国工程
管理面临的最重要挑战是社会对工程管理认识的不

足。 广州会议已过去一年多，有必要对过去一年工
程管理方面的变化进行简单回顾。
1　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巨大的局面没有
改变

　　２００７ 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为 １３７ ２３９ ×１０８

元，比 ２００６ 年增加 ２７ ２４３ ×１０８
元，增长率为

２４．７６ ％，比 ２００６ 年增长率还有所上升。 ２００８ 年上
半年已超过 ７ ×１０１２

元，比 ２００７ 年同期有所增长。
１９９６ 年至 ２００７ 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及实
际外商投资的演变见图 １。

图 1　1996—2007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及实际外商投资的演变

Fig．1　The evolution of investment of fixed
asset and actual 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 from 1996 to 2007
进入 ２１ 世纪，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
度，高于 ＧＤＰ的增长速度。 见表 １、图 ２。

表 1　 1996—2000年我国 GDP的增长速度与全社会固定资产增长速度的对比
Table 1　The comparison of increase rate of GDP and social total investment of fixed asset in China from 1996 to 2000

　　　　年份 １９９６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ＧＤＰ ／亿元 ６７ ７９５ ７４ ７７２ ７９ ５５３ ８２ ０５４ ８９ ４０４ ９５ ９３３ １０２ ３９８ １１６ ６９４ １３６ ５１５ １８２ ３２１ ２０９ ４０７ ２４０ ６１９
ＧＤＰ 比上年增长／％ ９．７ ８．８ ７．８ ７．１ ８．０ ７．３ ８．０ ９．１ ９．５ ９．９ １０．７ １１．４
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２３ ６６０ ２５ ３００ ２８ ４５７ ２９ ８７６ ３２ ６１９ ３７ ２１４ ４３ ５００ ５５ ５６４ ７０ ０７３ ８８ ６０４ １０９ ８７０ １３７ ２３９
固定资产投资占 ＧＤＰ ／％＊ ３４．９０ ３３．８４ ３５．７７ ３６．４１ ３６．４８ ３６．８２ ４２．４８ ４７．６２ ５１．３３ ４８．６０ ５２．４７ ５７．０４
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

增长率／％＊ １８．１９ ６．９３ １２．４８ ４．９８ ９．１８ １４．０８ １６．８９ ２７．７３ ２６．１１ ２６．４５ ２４．００ ２４．９１

注 ：＊数据为计算得出外，其余数据均出自于国家统计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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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996—2006年我国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与 GDP的演变

Fig．2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total investment and
GDP in China from 1996 to 2007

　　由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速度在进入
２１ 世纪后远高于 ＧＤＰ 的增长速度，固定资产投资
占 ＧＤＰ 的比例日益增高，但所形成并交付使用的固
定资产的比例反而有所下降，见图 ３。 城镇固定资
产投资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巨大的局面

２００７ 年并没改变。

图 3　1995—2006年我国城镇固定资产
投资额及新增固定资产的比例

Fig．3　The evolution of investment of urban fixed
asset and the percentage of newly built fixed

asset from 1995 to 2006

2　我国工程管理水平有待提升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 ２１ 世纪之后，我国固

定资产投资规模之大，增长速度之快，历史空前。 我
国已建成举世瞩目，世界一流的大工程。 如：长江三
峡工程、青藏铁路工程、载人航天工程、北京奥运工程
等。 数以万计的工程建设和投产，推进了我国的工业
化进程，提高了我国的综合国力。 同时必须看到，我
国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效率低，浪费大的现象也是惊
人的。 从图 ３ 可见，我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形成的新
增交付使用的固定资产的比例是很低的。 ２１ 世纪以
来比 ２０ 世纪末的比例明显下降。 ２００７ 年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比 ２００６年增长２４．７６ ％，但形成新增固定资
产交付使用比例并未提高。

一个工程建设项目的成功，第一个决定性因素

是正确的决策。 成功的工程建设项目必须是决策正
确的项目。 正确决策是工程建设项目成功的必要条
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因为如果实施过程很糟，正确
的决策项目也不一定都能成功。 由此可以认为，工
程建设项目的成功，首先是正确的决策，这是必要条
件，还要求有效的工程管理。 上述改革开放以来重
大工程的成功，就是例证。

我国建设规模巨大，工程项目数以万计。 重大
项目受到国家重视，管理得到加强。 而量大面广的
非重大工程项目，总体上工程管理水平是相当差的。
进入 ２１ 世纪，固定资产投资形成的新增固定资产并
交付使用的比例下降，可以认为是工程项目规模空
前扩大，而管理跟不上造成的结果。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过程中。 我们的目标是实现
新型工业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实现这一目标必
须依靠数以万计的工程项目的成功实施。 从目前全
国的总体情况来看，必须尽快地提高工程管理的水
平，才能实现又好、又省、又快地实现新型工业化的
目标。

２００７ 年广州会议上，笔者曾提出我国工程管理
面临的三个挑战：

１）如何建立科学的、博采众长的具有我国特色
的工程建设投资决策体制问题；

２）如何建立符合我国国情并能与国际接轨，高
效率的工程管理模式问题；

３）如何提高我国工程管理队伍整体素质问题。
笔者曾提出最迫切的问题是社会对工程管理的

重要性认识不足。 一年来的经历和见闻使笔者体会
到，培养并构建一支工程管理的专业队伍是我国工
程管理当务之急。
3　构建工程管理专业队伍是提升工程管理
水平的关键

　　国内外的实践证明：项目管理的思路和方法，适
用于工程建设项目的管理。 如果在我国的工程建设
项目的实施过程中，能够认真地按项目管理的方法
去做，我国工程管理的水平将会有显著提高，固定资
产投资的效益将会有大幅度改善。 建设项目能否按
项目管理的方法有效地实施，关键在于工程管理专
业队伍的能力和素质。 下面举实际例子来说明。

采用武钢近几年技术改造中的两个项目作为例

子。 ２００４ 年投产的武钢六高炉与 ２００６ 年投产的七
高炉的容积一样大。 为使七高炉一代炉龄寿命越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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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年，在六高炉设计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两座高
炉建设的管理，都采用项目管理负责制。 由于项目

管理负责制落实的程度不同，两座高炉管理的效果
出现了明显的差别，见表 ２。

　　 表 2　武钢容积相同的六、七高炉工程管理效果的对比
Table 2　The influence of engineering management on the projects of blast furnace

construction of similar inner volumes in WISCO
炉号 投产日期 工期／月 投资／亿元 投资后整改费用／万元 安全状况 工程质量评价 达产时间／天
六高炉 ２００４ －０６ ２２ １５．８８ ３ ５００ 高炉主控室电缆起火一次，死 ２ 人 部优 １５
七高炉 ２００６ －０６ ２０ １５ 无 无死亡及重大事故 部优 ５

　　六高炉与七高炉投产后的生产情况都比较好，
经济技术指标基本处于同一水平。 然而由表 ２ 可
见，工程管理效果差别较大。 我国工程管理中普遍
在施工中留下许多问题，而不得不在投产后 “整
改”，不“整改”就无法达到设计的生产能力。 有的
建设项目“整改”的费用达数千万元甚至上亿元。
有的工程因“整改”不到位而长期不能达到设计产
量。 工程管理效果好的项目，不遗留“整改”问题，
达产时间较短。

六高炉与七高炉建设的管理都采用项目经理负

责制。 项目经理负责制能否按项目管理方法运行，
则是另外一回事。 项目管理的核心是项目经理必须
对工程项目实行全过程的管理，项目经理对工程项
目全面负责，责、权、利统一。 达不到这一点，项目管
理就成了一个空壳。

七高炉建设过程中在推行项目管理方面做了一

些探索。 为确立项目经理的权威，组成了有产权厂
及相关部门参加的指挥团队，将设计、设备、工程专
业部门和产权厂统一起来，使工程项目的有关单位
在统一的体系中运作。 七高炉工程不足之处是投资
的控制没有统一起来。

项目管理强调工程项目的系统性和综合性，强
调过程控制和实时处理问题，与过去通行的工程管
理有以下区别：

１）管理理念。 由按专业的分散管理到把工程
项目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实行统一管理。

２）管理流程。 由分散的阶段式管理到全建设
过程的“一贯制管理”。

３）组织形式。 组成包括产权单位，工程管理单
位负责人的团队型的项目经理部。

４）人员素质。 由临时委派转变为构建经过项
目管理培训的工程技术专业队伍。

由以上区别可见，实施项目管理对管理人员的
素质是有要求的。 管理人员的素质决定了项目管理
的水平和效果。

对新建的大型工程必须组成强有力的经理指挥

团队。 团队成员应当是熟悉工程管理并熟悉在建工
程专业技术的工程技术人员。 他们能够掌控工程全
局，对新建项目进行总体规划，按工艺和建设要求安
排工程各子系统的衔接和建设顺序，资源配置，资金
供应以及组织协调。

大型工程的子系统也应组织经理团队。 团队组
成人员应具备足够的专业知识，有生产实践经验，熟
悉工程管理，有组织协调能力。

工程项目的施工现场，应配备专业工程技术人
员，以确保按设计和规范要求安全施工，确保工程质
量。 这些工程技术人员必须具备工程施工的专业和
管理知识。

管理人员素质达不到要求，项目管理取得好成
效将是困难的。
4　建议

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空前
扩大，对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起了关键的推动作用。
我国已建成了大量的举世瞩目的伟大工程。 但总体
上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效益不高，质量良莠不齐的现
象普遍存在。 我国工程管理水平亟待提升。

２）提升我国工程管理水平关键在人才。 构建
工程管理专业队伍是我国工程管理当务之急。

３）我国工程管理专业队伍的来源按工程管理
的需要可以采取两个渠道。 现场工程管理的专业人
员采取从工科大学本科或大专毕业生中挑选优秀人

才以短期管理培训的方式培养。 工程项目的经理人
员则宜从工科大学毕业生有三年以上工程实践经验

的专业人员中招收研究生，类似 ＭＢＡ 方式培养
ＭＥＡ （ｍａｓｔｅｒ ｏｆ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或 ＭＥＭ
（ｍａｓｔｅｒ ｏｆ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作为培养项目管
理人员的主要渠道。

（下转 ７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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