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１ －０６ －０９
［作者简介］　郭　峰（１９６５—） ，男，山东青岛市人， 中南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从事企业管理、项目管理和协调管理研究；

Ｅ －ｍａｉｌ：ｇｆ８７８５＠１２６．ｃｏｍ

建设项目协调管理绩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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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将功能系数法与广泛应用于管理评价的逻辑框架法进行综合运用，认为项目及组织的可持续
发展是建设项目协调管理的最高境界，从目标协调管理绩效、组织协调管理绩效、利益相关方协调管理绩效
及项目和组织可持续发展性 ４ 个方面建立了建设项目协调管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给出各指标的计算方
法，运用功能系数法计算建设项目协调管理绩效综合评价功能系数，从而有效量化了对建设项目协调管理绩
效的综合评价。 最后，通过算例研究，验证了指标体系构建方法及各指标计算方法的可行性，这个方法可以
有效地衡量协调管理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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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由于建设项目的复杂性、长期性和风险性，加上

合同签约双方经济利益的对立，建设项目从提出到
前期策划到实施再到建成运营，每个阶段都离不开
协调管理

［１］ 。 完善协调管理理论体系、构建建设项
目协调管理绩效评价体系，研究其评价方法至关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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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管理成本与建设项目效

益的比值，可以从建设项目效益及协调管理成本两
个方面构建建设项目协调管理绩效评价指标体

系
［１］ ，但这种方法操作性相对不强；也可以运用解

释结构模型（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ＩＳＭ）及
层次分析法（ａｎａｌｙｔｉｃ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ＨＰ）对建设
项目协调管理绩效的关键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从目
标、组织及利益相关方协调管理 ３ 个方面构建建设
项目协调管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 ２］ 。
笔者在阅读大量文献基础上，认为项目及组织

的可持续发展是建设项目协调管理的最高境界，从
目标、组织、利益相关方协调管理及可持续发展 ４ 个
方面构建了建设项目协调管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给出了各指标的计算方法，并运用功能系数法计算
出建设项目协调管理绩效综合评价系数和综合评价

建设项目协调管理绩效。
2　建设项目协调管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
构建

　　建设项目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
积极作用，建设项目协调管理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一
是促进参与者的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保持一致；二
是提高项目组织效率；三是协调处理好项目的各利
益相关方关系

［１］ ；四是协调好项目建设运营所带来
的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 因
此建设项目协调管理绩效评价应包括目标协调管理

绩效评价、组织协调管理绩效评价、利益相关方协调
管理绩效评价及项目发展可持续性评价

［２ ～４］ 。 建设
项目协调管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如图 １ 所示。
3　建设项目协调管理绩效评价的功能系数法
3．1　功能系数法基本原理

管理绩效评价的方法有多种，出于可操作性及
高效性的考虑，文章采用功能系数法［４］ ，其基本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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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为：设系统有 n 个评价指标，每一个指标都有一定
的功能系数，第 i 个评价指标的功能系数记为
d i（d i ≥ ０） ，i＝１，２，…，n，则该方案总的功能系数

由式（１）确定：
d ＝ n

d１d２…dn （１）

图 1　建设项目协调管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Fig．1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coordinated management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多方案评价时，对比各方案总功能系数，最大者
为最优方案；单方案评价时，按照一定的评价标准对
d i 值进行判断。 由此，确定各指标功能系数的计算
方法并建立总功能系数的评判标准，这是运用功能
系数法对建设项目协调管理绩效进行评价的关

键
［４］ 。

3．2　目标协调管理功能系数计算
１）建设项目经济增长系数。 建设项目经济评

价指标主要有内部收益率、投资回收期等，这些指标
的计算均依赖于财务现金流量表

［４］ 。 因此，建设项
目的经济增长主要体现在净现金流量的增加上，其
经济增长系数可表示为：

ＪＺ i ＝ ＣＩ i －ＣＯ i

ＣＩ i－１ －ＣＯ i－１
（２）

式（２）中，ＣＩ i 为第 i 时段建设项目现金流入量； ＣＯ i

为第 i 时段建设项目现金流出量， ＣＩ i －ＣＯ i 为第 i
时段建设项目净现金流量； ＪＺ i 为第 i 时段建设项目
经济增长系数，若 ＪＺ i ＞１．０，则建设项目经济获得
发展， ＪＺ i 越大则发展的强度越大。

２）建设项目社会发展系数。 建设项目社会发
展系数可以用建设项目的社会收益与社会成本来衡

量。 建设项目的社会收益是指项目建设运营所引起
的社会经济的发展、资源的优化利用、就业机会的增
加、生活水平的提高、文教卫生事业的发展等。 建设
项目的社会成本是指项目建设运营所产生的生产成

本、使用者成本以及外部成本等。 其中，生产成本是
指建设项目在生命周期内所支付的直接成本，如工
具购置、运营维护等发生的费用；使用者成本是指由
于项目建设及运营占用消耗的自然资源和环境资

源，是将来可能使用这些资源的人们的利益净损失
值

［ ５］ ；外部成本则是指由于该建设项目的建设运营
对他人或社会造成的损失，如环境社会成本等［４］ 。
建设项目的社会发展系数可表示为：

ＳＦ i ＝ ＳＳ i －ＳＣ i

ＳＳ i－１ －ＳＣ i－１
（３）

式（３）中， ＳＳ i 为第 i 时段建设项目社会收益； ＳＣ i 为
第 i时段建设项目社会成本； ＳＦ i 为第 i 时段建设项
目社会发展系数，若 ＳＦ i ＞１．０，则建设项目促进了
社会发展， ＳＦ i 越大者促进的作用越大。 则建设项
目目标协调管理功能系数 d i１ 可表示为：

d i１ ＝αiＪＺ i ＋（１ －αi）ＳＦ i （４）
式（４）中， αi 为 ０ ～１．０ 的权重系数，用德尔菲法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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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６］ 。 d i１ ＞１．０ 表明该项目目标协调管理绩效有所

提高， d i１ 越大，表明项目整体目标实现程度越好，项
目整体发展越快，项目目标协调管理绩效越高。
3．3　组织协调管理功能系数计算

１）制度设计合理性系数。 制度设计的合理性
可以用组织运营成本来度量。 组织运营成本包括组
织构建成本、组织运行成本及协调成本。 其中，协调
成本是指协调各组织之间、组织与外部环境之间以
及组织内部关系所耗费的成本

［１］ 。 组织运营成本
与制度设计合理性的高低之间存在关系如图 ２
所示。

图 2　制度设计合理性与组织运营成本间关系
Fig．2　Relationship between rationality of system

design and running cost of organization

图中点 P倡
为项目组织制度设计的最优状态，

此时组织运营成本最低。 若制度设计合理性水平低
于 P倡 ，说明项目制度设计较不合理，此时应采取各
种措施提高制度设计合理性；若制度设计合理性水
平高于 P倡 ，此时制度设计合理性水平很高，但组织
运营成本也很大，这时应分析组织制度的制定是否
超出了项目正常运行的需求，造成了不必要的资源
浪费和制度实施成本

［４，６］ 。
建设项目制度设计合理性系数可表示为：

ＺＳ i ＝ ＺＹＣ i－１ －ＺＹＣ倡
i－１

ＺＹＣ i －ＺＹＣ倡
i

（５）
式（５）中， ＺＹＣ倡

i 为第 i 时段建设项目组织制度设计
最优状态下的组织运营成本； ＺＹＣ i 为第 i时段建设
项目组织运营成本； ＺＳ i为第 i时段建设项目制度设
计合理性系数，若 ＺＳ i ＞１．０，则建设项目组织制度
设计合理性水平有所提高， ＺＳ i 越大表示提高的程
度越大。

２）组织信息化系数。 建设项目组织信息化系
数用项目信息化建设成本来衡量。 协调管理的实现
需借助协调管理信息平台的支持。 信息化建设成本

包括购置安装信息硬件成本、购置安装信息软件成
本等

［ １］ 。 组织信息化系数可表示为：
ＺＸ i ＝ ＸＣ i

ＸＣ i－１ （６）
式（６）中， ＸＣ i 为第 i 时段建设项目信息化建设成
本； ＺＸ i 为第 i 时段建设项目组织信息化系数，若
ＺＸ i ＞１．０，则建设项目组织信息化水平有所提高，
ＺＸ i 越大表示提高的程度越大

［ ７］ 。 则建设项目组织
协调管理功能系数 d i２ 可表示为：

d i２ ＝βiＺＳ i ＋（１ －βi）ＺＸ i （７）
式（７）中， βi 为 ０ ～１．０ 的权重系数，用德尔菲法确
定。 d i２ ＞１．０ 表明该项目组织协调管理绩效有所提
高， d i２ 越大，表明项目组织整体协调度越好，项目组
织协调管理绩效越高。
3．4　利益相关方协调管理功能系数计算

１）组织人员相互信任与协调程度。 利益相关
方冲突存在于建设项目的整个生命周期中

［１，８］ 。 建
设项目往往参与人数众多，利益和目标的不一致性
导致了冲突的必然存在，而这些冲突归根结底是人
的冲突。 利益相关方协调管理的核心职能就是协调
管理好这些冲突，降低委托代理、监督激励等用于解
决纠纷的成本，以保证项目目标的顺利实现［ ９］ 。 因
此，建设项目组织人员相互信任与协调程度可用项
目中用于解决纠纷的成本来衡量，可表示为：

ＲＸ i ＝ＪＣ i－１
ＪＣ i （８）

式（８）中， ＪＣ i 为第 i 时段建设项目解决纠纷用成
本； ＲＸ i 为第 i 时段建设项目组织人员相互信任与
协调程度，若 ＲＸ i ＞１．０，则建设项目组织人员相互
信任与协调程度有所提高， ＲＸ i 越大表示提高的程

度越大。
２）合同管理协调度。 建设项目众多参与主体

间多以合同形式进行合作，但由于建设项目组织结
构复杂、施工工期长、自然环境等因素的限制以及意
想不到的天灾人祸，加上合同用词的严密性不强，尤
其是合同签约双方在经济利益上的对立等

［１，１０］ ，致
使合同在履行中经常出现矛盾，严重影响合同履约
率。 因此建设项目合同管理协调度可以用合同履约
率来体现，可表示为：

ＨＧ i ＝ Ｈｆ i
Ｈｆ i－１ （９）

式（９）中， Ｈｆ i为第 i时段建设项目合同履约率， ＨＧ i

为第 i 时段建设项目合同管理协调度。 若 ＨＧ i ＞
１．０，则建设项目合同管理协调度有所提高， ＨＧ i 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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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表示提高的程度越大。 则建设项目利益相关方协
调管理功能系数 d i３ 可表示为：

d i３ ＝δiＲＸ i ＋（１ －δi）ＨＧ i （１０）
式（１０）中， δi 为 ０ ～１．０ 的权重系数，用德尔菲法确
定。 d i３ ＞１．０ 表明该项目利益相关方协调管理绩效
有所提高， d i３ 越大，表明项目利益相关方协调管理
绩效越高。
3．5　可持续发展功能系数计算

１）建设项目环境质量改善系数。 建设项目环
境质量改善系数可用环境质量成本来度量。 环境质
量成本包括建设项目在建设及运营过程中，为保持
和提高环境质量，以及因未达到规定的环境质量标
准而支付的一切费用之和

［１１，１２］ 。 环境质量成本与
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图类似图 ２。

存在一点 Q倡
为最佳的环境质量水平。 若环境

质量水平低于 Q倡 ，说明项目的环境质量较差，此时
应采取各种措施提高环境质量；若环境质量水平高
于 Q倡 ，此时环境质量很高，但环境质量成本也很
大，这时应分析建设及运营过程中所确定的环境保
护措施是否高于有关的环境标准，造成了过高的环
境质量成本

［１２］ 。 建设项目环境质量改善系数可表
示为：

ＨＺ i ＝ ＨＪＣ i－１ －ＨＪＣ倡
i－１

ＨＪＣ i －ＨＪＣ倡
i

（１１）
式（１１）中， ＨＪＣ倡

i 为第 i 时段建设项目最佳环境质
量水平下的环境质量成本； ＨＪＣ i 为第 i 时段建设项
目环境质量成本； ＨＺ i 为第 i 时段建设项目环境质
量改善系数，若 ＨＺ i ＞１．０，则建设项目环境质量得
到改善， ＨＺ i 越大表示改善的程度越大。

２）经济发展与环境协调度。 自然生态环境是
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空间基础，建设项目可持续
发展作为协调管理的最终目的，首先要实现社会经
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 １３，１４］ 。 协调作为一
种状态属于模糊概念，因此用模糊子集 R１ 代表“建
设项目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的协调”这一模糊概
念，用其隶属函数 μR１ 表示协调度，则：

f i１ ＝μR１ （ ＪＨ i） （１２）
式 （ １２ ） 中， ＪＨ i ＝ ＪＺ i

ＨＺ i ； 隶 属 函 数
［ ６］
选 取

μR１（ ＪＨ i） ＝ｅｘｐ －４（ＪＨ i －ＪＨ倡
i ） ２ ［ ４］ ，其中 ＪＨ倡

i

为第 i 时段建设项目经济增长系数与环境质量改善
系数的理想化比值，它的函数曲线如图 ３ 所示。
０ ≤ f i１ ≤１．０ 为第 i 时段建设项目经济发展与环境

质量的协调度， f i１ 越大，表明建设项目经济发展与
环境质量的改善协调程度越高。

图 3　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改善协调评价函数曲线
Fig．3　Evaluation function curve of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society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 improvement

３）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协调度。 我国是一个
发展中国家，项目建设的根本职能是为社会服务，加
快社会、经济的发展，最终提高人民的生活水
平

［ １，１３］ ，因而建设项目经济发展必须与社会发展相
协调。 这两者的协调也是一个模糊概念，用模糊子
集 R２ 代表“建设项目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协调”
这一模糊概念，用其隶属函数 μR２ 来表示协调度，则

f i２ ＝μR２ （ＪＳ i） （１３）
式（１３）中， ＪＳ i ＝ ＪＺ i

ＳＦ i ；隶属函数选取 μR２ （ＪＳ i） ＝
ｅｘｐ －４（ＪＳ i －ＪＳ倡

i ） ２ ，其中 ＪＳ倡
i 为第 i 时段建设

项目经济增长系数与社会发展系数的理想化比值，
其函数曲线类似于图 ３。 ０≤ f i２ ≤１．０ 为第 i 时段建
设项目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的协调度， f i２ 越大，表
明协调状况越好。 则第 i时段建设项目的可持续发
展功能系数 d i４ 为：

d i４ ＝ξi１ ＨＺ i ＋ξi２ f i１ ＋ξi３ f i２ （１４）
式（１４）中， ０ ≤ ξi１ ，ξi２ ，ξi３ ≤ １．０ 为权系数，用 ＡＨＰ
法确定

［７］ 。 ０ ≤ d i４ ≤１．０ ，显然 d i４ 越大，表示第 i 时
段建设项目可持续发展越好。 最后，第 i 时段建设
项目协调管理绩效评价系数可表示为 d i１ ，d i２ ，d i３ ，d i４
的几何平均值，即：

d i ＝ ４
d i１ d i２d i３d i４ （１５）

式（１５）中， d i 表示第 i 时段建设项目协调管理绩效
综合评价系数， d i 越大，表示第 i时段建设项目协调
管理效果越好。

关于 d i值的评价标准，初步可认为： d i ＝０ 表示
该项目协调管理绩效最差；０ ﹤ d i ≤０．３ 表示该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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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协调管理绩效不可接受；０．３ ﹤ d i ≤０．４ 表示该
项目协调管理绩效处于边缘状况；０．４ ﹤ d i ≤０．８
表示该项目协调管理绩效可接受，但效果一般；
０．８ ﹤ d i≤１．０表示该项目协调管理绩效可接受，且
效果良好； d i ﹥ １．０ 表示该项目协调管理绩效较
高

［４］ 。
鉴于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协调管理绩效评价的研

究甚少，对于协调管理绩效综合评价值评价标准的
确定也无先例可循，笔者在进行大量实证研究及文
献阅读的基础上，初步制定了上述评价标准，尚有很
大的改善空间。 随着协调管理理论的完善及协调管
理绩效评价的实践，该评价标准将得到进一步完善。
4　 算例研究

ＧＳ高速公路全长 １５６ ｋｍ，建设工程于 ２００１ 年年
底竣工，２００２年投入运营。 根据现场调查及数据统计，
得到 ＧＳ高速公路项目协调管理绩效评价的基础数据
如表 １所示。 以年为该项目协调管理绩效评价的单位
时段，按照文章所述方法计算出 ＪＺi 、 ＳＦi 、 ＺＳi 、 ＺＸi 、
ＲＸi 、 ＨＧi 、 ＨＺi 、 fi１ 、 fi２ ，如表 ２所示。 运用德尔菲法
得权重系数αi ＝０．６ ，βi ＝０．７ ， δi ＝０．５５ ；运用ＡＨＰ
法计算得ξi１ ＝０．６３３ ３ ，ξi２ ＝０．２６０ ５，ξi３ ＝０．１０６ ２ ，
最后计算得 ＧＳ高速公路项目协调管理绩效评价的功
能系数，如表 ３所示。

表 1　GS高速公路项目 2002—2006年协调
管理基础数据表（单位：万元）

Table 1　Basic data for the coordinated management
of GS expressway project during 2002—2006

（unit：10 thousand Yuan）
项目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４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６ 年
ＣＩ i ２８ ５６４ ３１ ３０３ ３４ ７５４ ３７ ３０５ ３８ ６６０
ＣＯ i １１ ４０１ １２ １３７ １３ ２３４ １３ ９８５ １６ ２９０
ＳＳ i ７０ ２１９ ７０ ９８２ ７６ １６５ ８１ ５１０ ８６ ８９５
ＳＣ i １４ ４３２ １６ １９４ １６ ２８０ １７ ２５６ １８ ２３４

ＺＹＣ i ６８８ ６３５ ５９０ ５７６ ５５４
ＺＹＣ倡

i ５６０ ５６０ ５３０ ５３０ ５３０
ＸＣ i ７６ ８９ ９１ ９４ ９８
ＪＣ i １４０ １５２ １４８ １４０ １３２
Ｈｆ i ０．８５０ ０．８４２ ０．８６０ ０．９００ ０．９３０

ＨＪＣ i ５６８ ６９５ ６３０ ６１５ ５９５
ＨＪＣ倡

i ４２７ ５６０ ５６０ ５６０ ５６０
ＪＨ倡
i ０．８ ０．８ ０．８ ０．８ ０．８

ＪＳ倡
i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表 2　GS高速公路项目 2003—2006年协调
管理绩效评价表

Table 2　Performance evaluation table of the
coordinated management of GS expressway

project during 2003—2006
项目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４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６ 年
ＪＺ i １．１１７ １．１２２ １．０８４ ０．９５９
ＳＦ i ０．９８０ １．０９３ １．０７３ １．０６９
ＺＳ i １．７６７ １．２５０ １．３０４ １．９１７
ＺＸ i １．１７１ １．０２３ １．０３３ １．０４３
ＲＸ i ０．９２１ １ １．０２７ １．０５７ １ １．０６０ ６
ＨＧ i ０．９９０ ６ １．０２１ ４ １．０４６ ５ １．０３３ ３
ＨＺ i １．０４４ １．９２９ １．２７３ １．５７１
f i１ ０．７４７ ０．８２７ ０．９８９ ０．８６６
f i２ ０．９２５ ０．９９７ １．０００ ０．９５９

表 3　GS高速公路项目 2003—2006年协调
管理绩效评价功能系数表

Table 3　Function coefficient table for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the coordinated

management of GS expressway
project during 2003—2006

项目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４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６ 年
d i１ １．０６２ ２ １．１１０ ４ １．０７９ ６ １．００３ ０
d i２ １．５８８ ２ １．１８１ ９ １．２２２ ７ １．６５４ ８
d i３ ０．９５２ ４ １．０２４ ５ １．０５２ ３ １．０４８ ３
d i４ ０．９５４ ０ １．５４３ ０ １．１７０ ０ １．３２２ ４
d i ０．９８８ ３ １．３５１ ２ １．１２９ １ １．２３１ ６

由表 ３ 可知，就协调管理绩效综合评价值，４ 个
时间段中，一个时间段 ０．８ ﹤ d i ≤１．０，表示该项目
协调管理绩效可接受，且效果良好；３ 个时间段 d i ﹥
１．０，表示在这 ３ 个时段项目协调管理绩效较高。 就
建设项目协调管理绩效分项评价值，各时段里 d i３
（建设项目利益相关方协调管理功能系数）值较低，
即项目团队成员相互信任程度较低，影响协调管理
绩效。 因此，项目管理者应认真分析原因，通过基于
协调管理理念的制度文化设计，培养彼此信任、利益
趋同的企业文化

［１５］
等，来更好地协调建设项目利益

相关方间关系，提高协调管理绩效。
5　结语

文章以建设项目协调管理绩效为研究对象，将
功能系数法与广泛应用于管理评价的逻辑框架法进

行综合运用，构建建设项目协调管理绩效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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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运用功能系数法给出建设项目协调管理绩效
综合评价功能系数的计算方法，对于促进和指导建
设项目协调管理的有效实施具有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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