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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型公益项目管理全寿命周期过程集成是指从项目决策、规划设计、实施、运行维护、结束等阶段

的项目过程集成。本文以实现项目全寿命周期目标体系为目的，以系统观点、过程观点及价值工程思想为

指导，研究了从项目策划、规划设计、实施到运营的全过程集成管理，及其不同阶段不同任务之间的相互关

系和作用，建立了大型公益项目全寿命周期过程集成模型，并讨论了大型公益项目全寿命周期过程集成的

支撑条件，实现项目全寿命周期的平衡与和谐，提高了项目投资效益和社会公益服务功能，从而提高了大

型公益项目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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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大型公益项目一般指由政府等公共组织发起

的非盈利性的且具有社会效益性的建设项目，其特

点具有公益性、计划性、投资多、规模大、程序严格、

服务年限长、受益面宽、社会影响深远等，如医院、

图书馆、博物馆、体育馆等。虽然不同的项目在具

体使用功能、资金来源、规模结构等方面各有不同，

但项目的公益性和作为政府投资代表的项目法人

制度，使对这一类建设项目的管理活动拥有诸多共

同点，例如，遵守项目法人负责制，严格履行国家和

地方的基本建设程序，且涉及到的参与方众多，项

目功能较为复杂，以实现项目的公益服务功能为目

标等。

项目管理者在传统的项目管理模式下，通常仅

在项目全寿命周期内的某一阶段承担相应的管理

责任。而在现实中实际的情况是包括业主在内的

项目各参与方，通常只在某一阶段的集中工作，人

员调动频繁，这种现象在大型公益项目中较为普

遍。而这与项目法人全寿命周期负责制形成了矛

盾。这种矛盾集中体现在，决策期和建设期的项目

管理者很难从运行维护阶段的角度考虑问题，造成

很大的弊端。项目各参与方阶段性的服务和项目

管理者的不稳定，在事实上对项目全寿命周期造成

了人为的分割。

要解决这些弊端，以实现项目全寿命周期目标

体系为目的，以系统观点、过程观点及价值工程思

想，项目管理包含了从项目策划、规划设计、实施、

运营维护的全部过程，共四个阶段，还包含各个任

务之间的关系，从而达到项目全寿命周期的平衡与

和谐。更要注重各个阶段内在关系的有效衔接，以

公益服务为导向，以提高项目价值为核心，实现项

目总体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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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型公益项目全寿命周期过程集成内涵

时间的有序性是事物运动的客观规律，任何项

目都有其发生、发展到结束的一个有机过程，是有

起点和终点的。Metry 等认为，建设项目全寿命周

期是指从建设项目构思开始到建设结束的全过

程。在全寿命周期中，建设项目经历前期决策即启

动阶段、开发即设计阶段、执行即施工阶段和投入

使用即营运阶段共四个阶段[1~4]。针对建设项目全

寿命周期过程划分，ISO 在《Classification of Infor-

m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简 称 ISO/

TR14177中，将建设项目全寿命周期划分为建造阶

段、使用阶段和废除阶段，其中建造阶段又进一步

细分为开始、设计和施工，如图1所示。

图1 ISO对建设项目全寿命周期的阶段划分

Fig. 1 Total life cycle stage division by ISO of large-scale public utility project

根据我国基本建设程序要求和大型公益项目

的特点，大型公益项目全寿命周期可划分为决策阶

段、计划/设计阶段、施工阶段、运营阶段四个阶段，

具体如图2所示。大型公益项目全寿命周期过程中

各阶段和各任务之间是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从

项目寿命周期发展角度看，是以顺序流水关系为

主，平行、交叉关系为辅，又相互内在影响的项目过

程，是项目时间和业务流程关系的综合反映，因此

在项目实践中，为了提高管理效率，各阶段、各任务

之间经常采用平行流水交叉结合的项目计划。如

项目决策是全局的基础，项目计划和设计既制约着

项目实施的开始，又为项目决策和工程手续办理提

供必要的基础资料；项目组织管理模式决定了项目

运行方式，项目基础设施的条件又决定了土地整

理、施工建设的总体进程与并行方式；项目运营方

案必须充分结合大型公益项目设计思路和施工技

术特点，提前进行准备，确保项目交付后顺利运行

等。这些关系的总体把握与处理，是大型公益项目

实现其目标的重要因素；其关系和相互之间的影

响，是大型公益项目全寿命周期过程集成的动因。

图2 大型公益项目全寿命周期阶段划分

Fig. 2 Total life cycle stage division of large-scale public utility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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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型公益项目全寿命周期过程集成模型

建设项目全寿命周期过程集成，应首先通过过

程建模技术建立模型，从而深入研究项目各个阶段

之间的必然联系。美国空军的 ICAM definition

method（IDEF）建模技术[5~7]较具代表性。IDEF是在

20世纪 70年代末 80年代初 integrated computer aid-

ed manufacturing（ICAM）工程在结构化分析和设计

方法基础上发展的一套系统分析和设计方法。

IDEFO方法是其中的一种，在 ICAM中用来建立加

工制造业的体系结构模型，其基本内容是 system

analysis and design technology（SADT）的活动模型

方法。IDEFO方法是用结构化方法描述系统功能

的一套图形模型。IDEFO建立的模型可以使人们

全面描述和理解系统，对已有的系统来说，IDEFO

方法能分析应用系统的工作过程，完成功能及记录

实现的机制；对于新的系统来说，IDEFO方法能描

述新系统的功能及需求，进而表达一个能符合需求

技能完成功能的实现。使用 IDEFO建立的功能模

型是用严格的自顶向下地逐层分解的方式来构造

模型，使其主要功能在顶层说明，然后逐层分解得

到有明确范围的细节表示，每个模型在内部是完全

一致的。这与价值工程在进行功能分析时的思想

也是一致的。

Sanvido于2001年提出了集成化建设项目过程

的概念模型 [8]。他认为建设项目中有两种工作过

程，一种是为完成项目对象所必需的专业性工作过

程(product-oriented processes），如产品设计/计划、建

筑施工、安装、运营等；另一种是在这些专业性工作

的形成及实施过程中所需的计划、协调、监督、控制

等一系列项目管理工作 (project management pro-

cesses）。专业性工作过程之间以及专业性工作与

项目管理工作之间存在大量的实物传递和信息传

递。管理工作过程和专业性工作过程之间存在大

量的管理措施运用和效果反馈。上一过程的成果

作为下一过程的输入，项目最终输出也有两种，一

种是项目的运营输出，另一种是项目各过程后评价

总结、提炼出 IDEFO方法的知识和经验。

我们根据大型公益项目的特点，借鉴 IDEFO方

法，建立大型公益项目全寿命周期过程集成模型，

清晰的表达项目从决策、计划/设计、实施到运营整

个过程的基本功能及其过程之间的联系，为项目全

寿命周期过程有效的集成管理提供依据，如图

3 所示。

图3 大型公益项目全寿命周期过程集成模型

Fig. 3 Integrated model of the life cycle of large-scale public utility project
注：项目经验和知识用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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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型公益项目全寿命周期过程集成支撑

条件
4.1 建立网状虚拟项目组织和项目过程集成

促进组

大型公益项目涉及众多部门和大量的外部项

目干系人，同时项目管理难度和专业技术复杂性都

很高，需要较多的参建方共同完成。这些组织在项

目过程中承担着不同的任务，有各自不同的目标，

也有各自不同的工作方法。这种组织方式阻碍了

项目参与方之间的相互交流和了解，影响项目过程

的各种信息的共享，及不同阶段、不同参与组织的

互相取长补短。缺少新型的项目组织方式，就很难

实现项目参与各方的协调和合作，也就更不能保证

大型公益项目全寿命周期过程集成管理思想的贯

彻。这就需要有技术与艺术结合的协调各参与方

冲突的能力，并且能够充分利用各参与方的优势为

项目目标服务，使这种组织形式形成全寿命周期的

统一思想、积极参与、广泛合作是大型公益项目过

程集成管理成功的核心。

由于技术和组织发展的影响，虚拟团队广泛的

出现在组织和项目中[9]。凡是团队成员或多或少的

在工作中通过跨越空间、时间和关系边界而彼此依

赖 的 完 成 某 项 任 务 的 团 队 都 可 以 称 之 为 虚

拟 团 队 [10]。虚拟团队的定义表明了虚拟团队的优

势：跨越空间、时间以及跨越组织。因此虚拟组织

形式非常适合建设项目全寿命周期过程集成管

理。网状虚拟组织结构是一种灵活、松散的组织形

式，需要一个组织、控制和协调的核心，以利于统一

思想、沟通信息，保障项目目标的实现，可通过建立

项目过程集成促进组完成这一任务。项目过程集

成促进组是指在项目进行过程中，由业主和各主要

参与方选派一名或两名负责人一起组成，是项目全

寿命周期过程集成管理的实现机构。该小组负责

明确项目全寿命周期过程集成目标，统一项目管理

理念和方法，组织、协调各个参与方之间的信

息交换。

大型公益项目全寿命周期过程集成网状虚拟

项目组织是以过程集成促进组为核心，组织、协调

各个项目参与方，完成上述职能，促进项目全寿命

周期过程集成，实现项目整体目标。各项目参与方

根据项目的需要，进行开放式的协作，可以达成书

面或口头的备忘录、承诺或协议，进行合理的职能

分工，重视不同阶段的参与方相应项目信息的交流

与互换，尤其决策、计划/设计阶段的相关组织更要

关注实施、运营阶段的项目信息，实现项目建设期

和运营期的平衡，如图4所示。

图4 大型公益项目全寿命周期过程集成网状虚拟组织模型

Fig. 4 Integrated netlike virtual organization model of the life cycle of large-scale public utility public
注：环形虚线内部组织为合同、协议等强促进关系，用实线箭头表示；环形虚线外部组织为基建程序批准管理部门和公众等外部干系人为

弱促进关系，用虚线箭头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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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项目全寿命周期过程重组

1993年，美国教授Michael Hammer与咨询专家

James Champy在《企业再造——管理革命的宣言》

一书中提出企业业务流程重组(business process re-

engineering，BPR）的思想，对企业的业务过程进行

基本的再思考和彻底的重设计，使得企业在成本、

质量、服务、速度等关键的业绩指标上获得巨大的

提高[11]。近几年以来，很多学者吸收企业管理的先

进管理理论和方法，围绕建设过程的重组和重设计

展开了大量的研究，试图进行建设项目的全寿命周

期过程重组，并提出了“建设过程重组”(construc-

tion process re- engineering，CPR）和“精益建设”

(lean construction）等概念。

大型公益项目全寿命周期过程重组是指以项

目公益服务整体目标为导向，以项目过程集成促进

小组为中心，逐步建立项目全寿命周期过程集成管

理的一整套方法。其目的在于优化项目过程的可

预见性，通过不同阶段、不同业务、各个参建方的信

息共享与交换，达到项目全寿命周期过程的平衡。

其核心思想在于以建设完成为目标，在关注全寿命

周期过程的基础上，以项目顺利运行、充分实现公

益服务功能与社会和谐统一为目标。

大型公益项目全寿命周期过程重组过程包括

过程重组准备、原有过程的分析、新过程设计、新过

程实施、持续改进五个环节。如图5所示。

图5 大型公益项目全寿命周期过程重组过程

Fig. 5 Reorganization process of the life cycle of
large-scale public utility project

大型公益项目全寿命周期过程重组关键在于

管理理念的更新和管理方法的统一。所有参建方

必须形成项目全寿命周期过程管理的观念并体现

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如设计方在完成设计任务时，

不仅考虑项目批准部门的意见和业主的需求，也要

将项目施工、材料、设备的实施过程因素融入设计

工作，还要认真分析运营中的服务品质、运行成本、

运行管理模式等工作对设计的影响。只有这样，才

能实现大型公益项目建设期和运营期的平衡，更好

地完成公益服务任务。

4.3 运用价值工程思想

1958 年创办的美国价值工程师协会（Society

of American Value Enginneers，SAVE）认为，“VE 是

一种系统化的应用技术，通过对产品或服务的功能

分析，建立功能的货币价值模型，以最低的总费用

可靠地实现必要的功能”[12]。该定义所揭示的价值

工程的内涵一直沿用至今。价值工程发展到今天，

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技术经济的方法，更是一种管理

思想，价值工程从管理方法的丛林中走出，被定义

为方法的方法。

价值工程提出三个基本要素：功能、寿命周期

成本和价值。其公式为：V=F/C，其中：V代表价值，

F代表用户所需要的功能，C代表产品的寿命周期

成本。根据价值公式，得到五条提高价值的途

径：a.提高功能，降低成本，大幅度提高价值；b.功能

不变，降低成本，提高价值；c.功能有所提高，成本不

变，提高价值；d.功能略有下降，成本大幅度下降，提

高价值；e.适当提高成本，大幅度提高功能，提

高价值。

按照价值工程的思想，在项目全寿命周期的设

计阶段应用价值工程能够取得最显著的效果，对项

目价值提升也最大。但是也要从系统角度在其他

阶段及全局应用价值工程，做到主次分明，考虑周

全，才能更好的支撑项目全寿命周期理论模型。基

于价值工程的思想，不仅能够为大型公益项目全寿

命周期过程集成提供方法和理念的支撑，更能够从

全寿命周期的角度来研究如何降低项目全寿命周

期成本，实现项目全寿命周期价值最大化，为项目

过程集成管理实现提供理论与方法支持。

4.4 项目信息综合管理

集成化的建设项目管理系统，是通过网络技术

和计算机数据库技术的应用，结合项目管理理论，

实现对项目全过程的管理和控制，为项目管理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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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和各级领导提供决策支持信息，达到协调项目

进度、控制项目费用的目的，提高管理人员的工作

效率。

全寿命周期信息集成即大型公益项目全寿命

周期的各个阶段管理信息的集成，是指在各阶段各

个环节的管理信息，通过充分的交流和控制集成为

一个整体，使得项目管理信息在项目的各个阶段之

间能准确、充分的传递，各个阶段的参与方能进行

有效的沟通与合作，以及下阶段参与方能完整准确

地获得上阶段参与方信息。大型公益项目同时具

有成本、工期、质量等多个相互影响和制约的要

素。管理要素信息集成需要针对项目全寿命周期

中不同阶段对这些管理要素、尤其是核心要素进行

通盘规划和考虑，以达到对项目的全局优化。以

“合作”、“双赢”为理念构建一个多方参与的信息集

成系统，为项目参与各方提供快捷、准确、平等的协

调与沟通途径，最终达到降低成本、加快进度、保证

质量、控制风险、多方共赢的目的。

4.5 运用并行工程原理

并行工程的概念于1988年由美国国防部提出，

目的在于帮助其供应商在更短的时间内，以更低的

成本提供更高质量的产品。按照这一思想，逐步形

成了成本设计的理论与技术方法体系。并行工程

是集成地、并行地进行项目设计及其相关的各种过

程(包括施工过程与支持过程）的系统方法。Prasad

于 1996年提出了并行工程的基本原则[13]，Jafaari认

为建设过程可分解成一些纵向的“簇”，这些“簇”包

含多个上游和下游活动，并提出了有效实施并行建

设的基本方法。Peter Love等分析了并行工程与项

目效益关系[14]，其重要特点在于以业主为中心的项

目协调组，以及协调组成员的尽早介入。美国建筑

工业协会（Construction Industry Institute，CII）认为

“并行工程是一种计划缩短方法”，在减少工期的同

时，并不导致项目成本的增加。

从上述看，前人对并行工程的研究与应用主要

集中在项目建设期，尤其主要关注设计和施工活动

的有效并行，这必然造成了一定的局限性。对于大

型公益项目全寿命周期过程集成，并行工程的原理

更应该是一种贯穿项目全寿命周期的过程管理理

念。因此，建设项目的并行工程原理的运用主要任

务在于建立一种促进全部参建方积极、广泛参与整

个项目过程的机制，形成信息与知识的共享。为实

现这一目的，需要在项目决策阶段实现所有参与方

的协作，从而方便后续阶段的实施。

因此决策阶段、计划/设计阶段、实施阶段、运营

阶段等各阶段应遵循和综合运用并行工程原则，实

现本阶段和其他阶段的并行，各个阶段、各项工作

之间复杂联系，通过并行工程的理念，增强互相之

间的支持与补充，实现项目过程集成管理。

5 总结

大型公益项目管理全寿命周期过程集成是指

从项目决策、规划设计、实施、运行维护、结束等阶

段的项目过程集成。通过这一集成管理过程实现

全寿命周期的整体优化，改善当前项目实践中重建

设轻决策、重建设轻运行维护、重建设轻公益服务

功能、重施工轻规划设计等情况，同时更以系统思

维方式深入研究项目过程中各阶段的内在联系，处

理好各阶段的相互衔接和相互作用。也就是在集

成系统中，将建设项目管理工作按照其内在联系，

进行工作流程再造，即运用价值工程的思想不断对

模型进行优化，提升项目的价值。针对大型公益项

目的公益特点，尤其要解决好项目的建设和运行维

护的关系，这样才能进一步提高项目投资效益和社

会公益服务功能。同时，管理理念的贯彻，一方面

需要充分利用各方特有的知识和经验为项目服务；

另一方面需要更好的协调各方的冲突，从全寿命周

期角度对其进行优化，使这些组织形成项目全寿命

周期的统一思想、积极参与、通力合作，这是大型公

益项目过程集成管理成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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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full life-cycle process
integration model of large-scale public
utility construction project and its
support conditions
Zhang Guozong1，Wang Yonghua2，Liu Xiong2
（1. The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at Beihang University，Beijing 100191，China；2. The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at He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Tianjin 300401，China）

[Abstract] The life cycle integration management of the large-scale public utility construction
projects refers to the process integration of every stage of the project from decisions，planning，
design，implementation，operation，maintenance to the end. In this paper，in order to realize
the full life-cycle target system，we studied the whole process integration management and the
interrelation of different assignments in different phases. The full life-cycle process integration
model of large-scale public utility construction projects was proposed. And on this basis we dis-
cussed the support conditions of full life-cycle process integration of large-scale public utility
construction projects so that the project can achieve balance and harmony in the whole life cycle
as well as the investment benefit and social service function can be further improved.
[Key words] large-scale public utility construction project；full life cycle；process integration；
support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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