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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工程项目是 国 家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的 载 体，提 高 工 程

项目管理水 平 对 促 进 国 民 经 济 增 长、维 护 国 家 经 济 长

期繁荣稳定 具 有 积 极 的 作 用。工 程 项 目 规 模 大、参 与

方众多、技术 复 杂、环 境 不 确 定，建 设 和 运 营 过 程 中 不

可预见的因素大 量 存 在。美 国 项 目 管 理 协 会（ＰＭＩ）将

项目风险定义为：一种 不 确 定 的 事 件 或 者 条 件，一 旦 发

生就至少对项目的 一 个 目 标 产 生 影 响［１］。如 果 对 这 些

风险不加以防范，就可能对项目产生不利的结果［２］。风

险管理可以 很 好 地 处 理 工 程 项 目 中 的 各 类 风 险［３］，实

施恰当的风险管理有 助 于 决 策 更 加 科 学 化、合 理 化，保

障工程项目的顺利 实 施。工 程 项 目 风 险 管 理 就 是 通 过

项目干系人的主动合 作，在 项 目 决 策 中 使 风 险 最 小 化、
机会最大化，其目的不 是 规 避 风 险，而 是 通 过 作 出 更 可

靠的决策来确保实现甚至超越项目目标［４］。因此，对工

程项目进行有效的风险管理十分必要。
近年来国内外高水平学术期刊上发表了许多工程

项目风险管 理 的 文 献，表 明 学 术 界 对 工 程 项 目 风 险 管

理研究比较 重 视，对 这 些 研 究 成 果 进 行 系 统 性 的 梳 理

有助于学者 理 清 工 程 项 目 风 险 管 理 的 发 展 趋 势，了 解

重要的研究成果与最新研究动态。本文选取Ｃｈａｕ［５］在

其研究中提出的５种 国 际 工 程 顶 级 期 刊 进 行 工 程 项 目

风险管理相关文献的检索，包括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ＣＥＭ）、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ＪＰＭ）、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ＣＭ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ＥＣＡＭ）、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ＪＭＥ）。本 文 分 析

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发表的工程项目风险管理文献的数量变

化趋势、作者的贡献得分以及被引用次数超过５０次 的

文献，并在此 基 础 上 对 工 程 项 目 风 险 管 理 的 研 究 方 向

进行展望。

１　研究方法

对学术期刊发表的文献进行研究是了解本行业最

新研究动态的重要 方 式。全 世 界 发 表 工 程 项 目 风 险 管

理文献的学 术 期 刊 数 量 很 多 且 质 量 参 差 不 齐。因 此，
首先需要筛选出高 质 量 的 期 刊 作 为 文 献 分 析 样 本。本

文对工程项目风险管理 文 献 进 行 分 析 的 研 究 框 架 如 图

１所示。
本文以Ｃｈａｕ在 其 研 究 中 提 出 的５种 国 际 工 程 管

理领域高水 平 的 国 际 期 刊 作 为 研 究 的 检 索 源，以Ｓｃｏ－
ｐｕｓ为数据源，选取与风险管理相关的 多 个 题 目、摘 要、
关键词（Ｔｉｔｌｅ、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Ｋｅｙｗｏｒｄ，以下简称Ｔ／Ａ／Ｋ）进

行搜索，以保证搜索文献的全面与准确。选 取 的Ｔ／Ａ／

Ｋ包 括 Ｒｉｓ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Ｒｉｓｋ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ｉｓｋ　ａｓ－
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Ｒｉｓｋ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Ｒｉｓｋ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Ｒｉｓｋ　ｃｏｎ－
ｔｒｏｌ、Ｒｉｓｋ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Ｒｉｓｋ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共８个，文章类型选

择Ａｒｔｉｃｌｅ和Ｒｅｖｉｅｗ，文 献 语 言 选 择 英 文，时 间 限 定 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经 检 索，共 得 到 文 献６６１篇。尽 管 有

以上限定 条 件，但 仍 有 许 多 文 献 不 符 合 研 究 要 求，因



此，需要根据 其 内 容 作 进 一 步 筛 选，剔 除 在Ｔ／Ａ／Ｋ中

出现风险相关词但与工 程 项 目 风 险 管 理 不 相 关 或 相 关

性很小的文 献，最 后 共 得 到 符 合 本 文 研 究 要 求 的 工 程

项目风险管理文献２５４篇。由 于 整 个 分 析 过 程 由 同 一

小组研究者进行，因此可以忽略研究者的主观影响。

图１　研究框架

２　讨论

２．１　工程项目风险管理文献数量变化趋势

如图２所示，５种顶级期刊发表的工程项目风险管

理文献从２０００年的１６篇增 长 到２０１１年 的３４篇，５种

顶 级 期 刊 发 表 工 程 项 目 风 险 管 理 文 献 的 数 量 在２００６
年之前比较稳定，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发表的文献数量与２００６
年相比增加了约５０％，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发表的文献数量与

２００８年相比 略 有 下 降，２０１１年 发 表 的 文 献 数 量 最 多，
达到３４篇，这说明国内外研究人员越来越重视工程 项

目风险管理。

图２　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５种顶级期刊发表工程项目

风险管理文献的数量变化

２．２　作者对文献的贡献得分

１９８７年，Ｈｏｗａｒｄ等［６］提出了一种比较精确的公式

来计算作者 对 文 献 的 贡 献 得 分，指 出 文 献 第 一 作 者 对

文献的贡献 得 分 大 于 第 二 作 者，第 二 作 者 对 文 献 的 贡

献得分大于 第 三 作 者，以 此 类 推。每 位 作 者 贡 献 得 分

的计 算 公 式 为：１．５
ｎ－ｉ

∑
ｎ

ｉ＝１
１．５ｎ－ｉ

（ｎ为 文 献 作 者 的 数 量，ｉ为 该

作者是本文献的第ｉ作 者）。假 设 每 篇 文 献 的 总 分 为１
分，那么各作者对文献的贡献得分如表１所示。

表１　文献中每位作者的贡献得分

文献作者

总人数

文献中作者的顺序

１　 ２　 ３　 ４　 ５
１　 １．００
２　 ０．６０　 ０．４０
３　 ０．４７　 ０．３２　 ０．２１
４　 ０．４２　 ０．２８　 ０．１８　 ０．１２
５　 ０．３８　 ０．２６　 ０．１７　 ０．１１　 ０．０８

　　本文以发表工程项 目 风 险 管 理 文 献 数 量 为 依 据 对

作者进行排 名，当 作 者 发 表 工 程 项 目 风 险 管 理 文 献 数

量相同时，应用表１计算其贡献得分，按贡献得分高 低

确定其先后顺序，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作者发表工程项目风险管理文献

的数量与贡献得分

作者 文献数量 贡献得分 目前所属机构

Ｔｉｏｎｇ　Ｒ．Ｋ．Ｌ． １２　 ４．３０ 南洋理工大学

Ｗａｎｇ　Ｓ．Ｑ． ８　 ２．５７ 清华大学

Ｊｉｎ　Ｘ．Ｈ． ６　 ４．４０ 迪肯大学

Ｚｏｕ　Ｐ．Ｘ．Ｗ． ６　 ２．９４ 南威尔士大学

Ｃｈａｎ　Ａ．Ｐ．Ｃ． ６　 １．６０ 香港理工大学

Ａｋｉｎｔｏｙｅ　Ａ． ４　 １．７３ 格拉斯哥大学

Ｃｈａｎ　Ｅ．Ｈ．Ｗ． ３　 １．８０ 香港理工大学

Ｌｉｎｇａｒｄ　Ｈ． ３　 １．６０ 墨尔本大学

Ｌｏｏｓｅｍｏｒｅ　Ｍ． ３　 １．６０ 南威尔士大学

Ｋｕｍａｒａｓｗａｍｙ　Ｍ．Ｍ． ３　 １．４０ 香港大学

Ｇａｍｂａｔｅｓｅ　Ｊ．Ａ． ３　 １．２０ 俄勒冈州里大学

Ｗｉｂｏｗｏ　Ａ． ３　 １．２０ 天主教万隆大学

Ｏｇｕｎｌａｎａ　Ｓ．Ｑ． ３　 ０．８４ 赫瑞瓦特大学

Ｂｉｒｇｏｎｕｌ　Ｍ．Ｔ． ３　 ０．７４ 中东科技大学

Ｔｉｎｇ　Ｓ．Ｋ． ３　 ０．５４ 南洋理工大学

Ｌａｍ　Ｐ．Ｔ．Ｉ． ３　 ０．４７ 香港理工大学

Ａｓｈｌｅｙ　Ｄ． ３　 ０．３６ 南洋理工大学

　　如表２所示，有１７位学者在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发表了

３篇及以上的工程项目风险管理文献。其中，南洋理工

大学的Ｔｉｏｎｇ　Ｒ．Ｌ．Ｋ．教 授 发 表 了１２篇 文 献，数 量 最

多，贡献得分值最高，为４．３０。

２．３　文献的被引用次数

文献的被引用次数 越 高，表 明 其 学 术 价 值 越 高，创

新性与影响 力 越 强，文 献 作 者 在 该 领 域 具 有 更 高 的 权

威与声望。因此，本文 统 计 了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 工 程 项 目

风险管理领域被引用次 数 超 过５０次 的 文 献（所 有 文 献

被引用次数均 用Ｓｃｏｐｕｓ进 行 查 询），其 中，Ｇｒｉｍｓｅｙ　Ｄ．
和Ｌｅｗｉｓ　Ｍ．Ｋ．于２００２年 在ＩＪＰＭ 上 发 表 的Ｅｖａｌｕａ－
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ｉｓｋｓ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　ｆｏｒ　ｉｎｆｒ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一文被引 用 次 数 最 多，达 到７５次；被

引用次数超过５０次的文献共有９篇，如表３所示。

２．４　工程项目风险管理文献内容分析

（１）工程 项 目 风 险 管 理 的 研 究 方 法 不 断 增 多。随

着时间的推 移，工 程 项 目 风 险 管 理 研 究 正 逐 渐 向 综 合

交叉的方向发展，以 数 学、经 济 学、行 为 科 学、系 统 科 学

·８５１· 科技进步与对策　 　　　　　　　　　　　　　　　　　　　２０１２年



等为基础，综 合 形 成 其 研 究 范 式。工 程 项 目 风 险 管 理

研究采用了更多更新 的 方 法，从 早 期 的 影 响 图、敏 感 性

分析、事故树 等 传 统 方 法，扩 展 到 如 今 的 模 糊 分 析 法、
博弈论、神经网络、实物期权等方法［７－８］。不同的方法具

有各自的优缺点，因此，需 要 针 对 不 同 特 点 的 项 目 选 择

适合的风险管理方法。
表３　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工程项目风险管理领域被引用

次数超过５０次的文献

作者、发表时间 文献名称 被引用次数

Ｇｒｉｍｓｅｙ　ａｎｄ　Ｌｅｗ－
ｉｓ（２００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ｉｓｋｓ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　ｆｏｒ　ｉｎｆｒ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７５

Ｗａｒｄ　ａｎｄ　Ｃｈａｐ－
ｍａｎ（２００３）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ｒｉｓｋ　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ｔｏ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７４

Ｂｉｎｇ　Ｌ，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５）

Ｔｈｅ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ｉｓｋ　ｉｎ　ＰＰＰ／

ＰＦＩ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Ｋ

７１

Ｔａｈ　ａｎｄ　Ｃａｒｒ
（２０００）

Ａ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
ｊｅｃｔ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ｕｓｉｎｇ　ｆｕｚｚｙ
ｌｏｇｉｃ

６９

Ｊａａｆａｒｉ（２００１）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ｉｓｋｓ，ｕｎｃｅｒ－
ｔａｉｎ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ｔｉｍｅ　ｆｏｒ　ａ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ｓｈｉｆｔ

６０

Ｂａｌｏｉ　ａｎｄ　Ｐｒｉｃｅ
（２００３）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ｆ－
ｆｅｃｔｉｎｇ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　ｐｅｒ－
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５９

Ｍｉｌｌｅｒ　ａｎｄ　Ｌｅｓｓａｒｄ
（２００１）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ｒｉｓｋｓ　ｉｎ　ｌａｒｇ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ｐｒｏ－
ｊｅｃｔｓ

５９

Ｓｈｅｎ，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
ｔｉｏｎ　ｊｏｉｎｔ　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５９

Ｚｅｎｇ，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ｆｕｚｚｙ　ｂａｓｅｄ　ｄｅ－
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ｔｏ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
ｍｅｎｔ

５４

　　（２）有 关 工 程 项 目 风 险 管 理 人 行 为 的 研 究 开 始 出

现。一方面，现实中的 工 程 项 目 决 策 环 境 复 杂 多 变，工

程项目风险管理决策往 往 在 有 限 理 性 和 有 限 认 知 的 约

束条件下作出，使得 完 全 理 性 决 策 存 在 较 大 的 局 限 性；
另一方面，工程项目风 险 管 理 中 人 的 因 素 至 关 重 要，人

的偏好、思维 方 式、心 理、行 为 方 式 等 都 将 显 著 影 响 最

终的项目 结 果［９－１０］。风 险 管 理 决 策 不 仅 基 于 风 险 事 件

发生的概率与损失程 度，还 与 业 主、承 包 商 等 各 方 的 个

性特征紧密相关［１１］。基于决策理论的视角研究工程项

目业主等的心理与风险 态 度 对 工 程 项 目 风 险 管 理 的 影

响及其对风 险 决 策 的 影 响 机 理，有 助 于 预 测 业 主 的 风

险管理行为，提高工程项目风险管理水平［１２］。
（３）特定 模 式 下 的 工 程 项 目 风 险 管 理 研 究 逐 渐 增

多。每当出现新型的工程项目交易方式（Ｐｒｏｊｅｃｔ　Ｄｅｌｉｖ－

ｅ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ＰＤＳ）后，都会出现若干针对该ＰＤＳ的 风 险

管理研究。由于不同ＰＤＳ工程项目的建设速度、成本、
质量与合同 管 理 方 式 都 有 很 大 的 差 别，因 此 风 险 管 理

的侧重点亦有所不同［１３］。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国际上有

关建设－经营－移交（Ｂｕｉｌｄ－Ｏｐｅｒａｔｅ－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ＢＯＴ）方

式的研究开始兴起，其中多位学者将ＢＯＴ项目的风险

管理作为ＢＯＴ项目 研 究 的 重 点。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５种

顶级期刊共发表ＢＯＴ风 险 管 理 相 关 文 献１８篇。近 年

来，公 私 关 系 合 作 （Ｐｕｂｌｉｃ－Ｐｒｉｖａｔｅ－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简 称

ＰＰＰ）方式成为众多 学 者 的 研 究 焦 点，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５
种顶级期刊共发 表ＰＰＰ项 目 风 险 管 理 文 献１９篇。文

献针 对ＰＰＰ项 目 的 特 点，阐 述ＰＰＰ项 目 风 险 识 别、评

价过程与方法以及ＰＰＰ项目特许经营权的风险分担等

问题。

３　目前研究不足与未来研究展望

尽管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工程项目风险管理进行了

广泛的研究，但由于研 究 思 维 与 研 究 技 术 的 不 同，目 前

仍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
（１）工程 项 目 风 险 管 理 的 研 究 方 法 与 研 究 思 路 大

多借鉴其它 研 究 领 域 和 行 业 的 成 果，特 别 是 金 融 风 险

管理的知识，但 这 些 在 其 它 领 域 已 经 得 到 验 证 的 知 识

在工程项目风险管理领 域 是 否 依 旧 适 用 有 待 进 一 步 的

研究。
（２）目前 的 工 程 项 目 风 险 评 价 方 法 在 不 同 程 度 上

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需 要 进 一 步 研 究。专 家 打 分 法、德

尔菲法和ＡＨＰ法等较依赖专家的经验，并且在 很 大 程

度上受到专 家 心 理 因 素 的 影 响，主 观 性 较 强；事 件 树、
故障树等方法在分析前 要 求 对 很 多 项 目 信 息 与 数 据 进

行统计分析；模糊思想 与 其 它 方 法 相 结 合，采 用 基 本 事

件发生可能 性 的 评 估 判 断 代 替 其 概 率 统 计 值，采 用 模

糊数刻画事 件 发 生 的 概 率，虽 然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降 低 了

人的主观判断、选 择、偏 好 对 结 果 的 影 响 程 度，但 仍 不

可避免地受到专业知识、经验等主观因素的影响。
（３）研究人的心 理、偏 好 与 行 为 方 式 等 对 工 程 项 目

风险管理影响的文 献 较 少。工 程 项 目 风 险 管 理 的 内 涵

不应局限 于 环 境 风 险、财 务 风 险、成 本 风 险 等 客 观 因

素，更应考虑 人 员 偏 好、心 理 因 素、互 相 信 任 等 主 观 因

素［９］。目前关于风险决 策 行 为 的 研 究 多 建 立 在 理 性 人

假设的基础 之 上，但 是 实 际 工 程 项 目 中 人 的 决 策 并 不

总是按照模 型 的 计 算 结 果 采 取 纯 理 性 行 动，而 是 有 限

理性的［１４］。人的决 策 行 为 不 仅 受 制 于 外 部 环 境，更 受

到自身固有的行为偏 差、过 度 自 信、代 表 性 启 发 等 因 素

的影响 ［１５－１７］。如何确定以上主观因素对人的决策行为

的影响，尚需进一步的研究。
另外，社会发 展 对 工 程 项 目 风 险 管 理 相 关 研 究 也

提出了新的要 求：①随 着 信 息 技 术 与 网 络 技 术 的 飞 速

发展，工程项目风险管 理 将 更 多 地 依 赖 计 算 机 技 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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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大型计算 机 平 台 的 计 算 能 力，模 拟 仿 真 工 程 项 目 的

实施过程，使管理者更好地进行工程项目风险管理［１８］；

②构建较为完善的不同 行 为 特 征 的 人 的 风 险 管 理 决 策

分析模型。通过模型 分 析 人 的 主 观 行 为 对 风 险 概 率 与

损失的影响，综 合 客 观 环 境 因 素 与 人 的 主 观 因 素 作 出

恰当的 风 险 决 策；③目 前 国 际 上 兴 起 的 新 的ＰＤＳ即 综

合项 目 交 付 方 式（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ＩＰＤ），其

风险分担方法 与 其 它ＰＤＳ的 风 险 分 担 方 法 不 同，但 尚

无学 者 对 其 进 行 系 统 研 究，因 此 可 以 对ＩＰＤ方 式 下 的

工程项目风险 分 担 问 题 进 行 深 入 研 究；④随 着 环 境 复

杂性的不断 提 高，工 程 项 目 风 险 因 素 之 间 的 联 系 增 多

且相互影响 增 强，风 险 因 素 之 间 的 因 果 连 锁 关 系 及 其

触发的概率 具 有 新 的 不 确 定 性。因 此，从 复 杂 性 与 复

杂系统的角度研究工程 项 目 的 风 险 管 理 问 题 将 是 未 来

的一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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