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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一轮建筑业企业重组就位改革已经启动 ,总包和分包关系的管理模式研究成为当前促进建筑业行业结构调整

的重要课题。国外对总包商和分包商关系管理研究已有一些进展。结合国内实际情况 , 根据分包商和总包商关系管理

特点给出总包商和分包商关系管理建议 ,并建立总包商和分包商在协同联盟信息平台上的发展框架 ,对促进协同联盟信

息平台建立和发展的关键因素给出具体分析;最后就协作联盟信息平台运作给出具体流程 ,指导平台的具体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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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new reengineering innovation of construction industry is beginning that the research fo r management model of

g eneral contractor and subcontractor relationship to be an impo rtant issue.Some prog ress had made in other countries in general

contractor and subcontracto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research.In this paper , the characteristic of general contractor and sub-

contr acto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w as analy zed , and the cooperation alliance info rmation flat of general contractor and subcon-

tractor was established in the basis of the analy sis and suggestion to improve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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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内分包管理现状及国外研究进展

1.1　国内分包管理现状

尽管分包商的工作在工程项目中占有很大一部

分 ,但是对分包商的管理却缺乏足够的重视 ,我国已颁
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
法》 、《工程建设项目自行招标试行办法》等法律 、法规 ,
对分包行为都不具针对性 。2001 年我国进行了新一
轮的建筑业企业重组就位 ,目标就是对建筑业组织体
系结构进行优化调整 ,形成总承包 、专业分包 、劳务分
包三个层次的金字塔型结构 ,促进我国建筑业资源优
化配置 ,激励建筑业的发展。[ 1] 总包和分包关系的管
理模式研究成为当前促进建筑业行业结构调整 ,促进
工程管理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 。

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总包商习惯于拥有大量分

包商 ,并且通过各种方式压低分包商报价 ,众多的分包
商往往只能通过压低自己的报价增加获得合同的可能

性。在这种情况下 ,虽然总包商通过降低采购成本在
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自己的成本 ,但是 ,这样做的后果
是:分包商为了牟取利润 ,只能设法在基本满足项目需
求的情况下减少投资 ,降低成本 ,最终可能导致项目质
量下降。下图为当前总包商和分包商关系图 。
1.2　国外关于总包和分包关系管理研究结果

在 Ricgard Olsson[ 2]的文章中建议引入协调人机

制 ,以减少分包商和总包商之间的矛盾 ,维持合同的顺
利执行 。但是从几个项目的实践数据看 ,这种方式因
为协调人的加入增加了合作成本 ,但是引入协调人减
少的总包商和分包商内耗节省的成本是不可计算的 ,

2006年 10月

第 27卷　第 5期

基　建　优　化
OPTIMIZATION OFCAPITAL CONSTRUCTION

Oct.2006

Vol.27 No.5



图 1　工程总包和分包关系图

因此难以引起承包商和分包商的兴趣。

Gary Packham , Brychan Thomas , Christopher
M iller

[ 3]
等人研究发现 ,目前工程管理中比较看好的伙

伴关系是促进项目管理的一条途径 。确实 ,伙伴关系
是组织交易关系的最好的方法 ,但重要的是我们也应
该认识到从分包商的角度看 ,建立伙伴关系过程中产
生的动力对多方的合作并没有好处 。此外 ,虽然它是
成功的 、有效的 ,对交易是有利的 ,但是过渡的依靠局
限于合同的伙伴关系却可能导致小的分包单位效益下

降甚至导致他们失败破产 。
在 Rafael Sacks[ 4] 的文章中建议采用一种改变分

包商报酬方式的方法 ,建立一种多项目 、多分包商的方
法 ,目的是在建设项目中开发一个较少的多项目 、多分
包商生产理论。但是在当前的工程承包市场 ,分包商
处于弱势地位 ,分包商的违规行为很多都是总包商的
强势地位造成的 。弱势的分包商不可能从承包商那里
争取到应得的报酬。

2　对国内的总包商和分包商关系管理建议框
架

　　目前 ,许多全球性的问题给建筑业造成的严酷生
存环境 ,表现在:科技的进步 、现代化的通信技术 、发达
便利的交通运输业 、开放与自由贸易政策等因素促使
全球融合为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市场的竞争由小范围
的地区或地域竞争转变为世界范围的竞争 ,竞争的焦
点也从早期的降低产品成本的竞争 ,逐步转移到业主
满意度上来了。
为了在新的市场环境中生存下去 ,并具有较强的

生命力 ,一个必要条件是必须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具
有足够资源 ,以满足市场的需求。获取足够而且变化
的资源有两条途径 ,一是具有雄厚的财力 ,能够获取足

够的资源;二是采取适当的措施 ,能够快速组织与合理
配置社会已有资源 。任何一个企业的资源都是有限
的 ,并面临来自各方面的竞争 。因此 ,采取适当的措
施 ,快速组织与合理配置社会已有资源是谋求企业生
存与发展的有效途径 。

工程管理承包市场的竞争不仅仅是承包商实力的

竞争也是承包商旗下分包商的竞争 。这就要求能够有
一个快捷迅速选择项目需要分包商的协同联盟信息平

台为总包商服务 ,支持总包商能够敏捷的 、有实力的进
行竞争。总包商通过协同联盟信息平台的组织形式实
现相关资源的合理配置与有效利用 ,与分包商一起来
满足市场变化的需求 。这不仅有利于总包商提高自己
的竞争优势 ,也有利于提高分包商的竞争优势 ,从而取
得双赢或多赢的效果 ,实现共同发展。下图为总包商
和分包商在协同联盟信息平台上的发展框架图。

图 2　分包总包关系协同联盟信息平台发展框架图

促进协同联盟信息平台建立和发展的关键因素:
2.1　社会因素影响

政府通过加强对政府公共工程项目的管理 ,规范
总包商和分包商关系的管理 ,为其他项目树立典范 ,引
导总包商和分包商关系管理向正确方向发展 。通过社
会行业组织建立承包商和分包商信用体系 ,为协同联
盟信息平台建立协同评价指标体系 ,监督平台的运行。

政府依法加强对总包商的分包活动的监督;根据
法律 、法规 ,研究和制定配套管理办法 ,引导市场自觉
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运作;加大执法检查力度 ,净化市
场环境。
2.2　总包商影响

总包商积极推动建立协同联盟信息平台 ,在项目
实施过程中与分包商建立信任关系 。实现总包商和分
包商的企业内部改造 ,突出各自业务优势 。对分包商
灌输 “业主满意度”理念 ,以“业主满意度”评价分包商
的合同履约行为 。鼓励分包商参与联盟项目 ,并主动
为分包商提供项目分包信息。

总包商将分包商当作项目的利益共同体 ,是项目
利润的直接实现者 ,是自己为充分利用社会资源而选
择的合作伙伴 ,是一种平等合作的关系 。总包商积极
帮助分包商合理地组织材料 、机械 、劳动力 ,提高生产
效率 ,加快施工进度 。在改善了对方经济处境的同时
也扩大了项目的利润空间 ,实现“双赢”结局[ 5] 。

当前建筑业资质申请和晋级申报存在隐瞒谎报问

题 ,造成一些企业的实际水平与资质不符 ,这是导致工
程质量不高的一个原因[ 6] 。所以要强化联盟准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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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出制度 ,逐步培育一批高素质的专业和劳务分包商 ,
促进分包商向专 、精 、特方向发展 ,从而为我国加入
WTO后 ,提高国内承包商在国际工程市场上竞争力
打下基础 。

由于当前分包合同模式缺陷导致分包商更多的时

间是去关注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工作 ,而不注意项目
的整体价值 。每个分包商只提供一部分服务 ,经常只
从内部看到自己营运的“效益” ,而没有从业主角度看
整个项目的价值 。在注意力转变到像用户一样能看到
整体的那一刻 ,问题就明显地暴露出来了 。所以要建
立良好的总包商和分包商关系管理 ,就需要在联盟中
积极推行总价激励合同模式 ,从项目整体价值角度分
配给予分包商的报酬 。

2.3　协同联盟信息平台的基础[ 7]

＊互相信任:建立协同联盟信息平台的前提是联
盟各方在互相信任 、互相帮助 、信息透明 、利益共享和
风险共担的基础上 ,确定适当的协作模式 ,建立战略伙
伴关系 。联盟的所有行为要以互相信任为基础 ,在平
台上建立公正的评价体系 ,促进总包商 、分包商提高信
用 ,最终实现平台用户之间的信息透明化。

＊换位思考:总包商必须建立一种期望的氛围并
且把分包商当作是他们走向成功道路的得力助手 。这
将包括采取一些措施使分包商响应总包商的招标 。分
包商也要积极关注项目 ,从业主和总包商角度看待项
目的利润 ,促进项目成功 。

＊互相沟通:通畅有效的沟通对于计划工作的成
功与否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一个计划如果对一个或
几个参与方而言是不切合实际的 ,那么对于做计划的
人来说就是一个灾难 —计划是不可实现的。总包商所
作的对于整个工作的或者某个阶段的计划 ,应该是可
实现的并且得到各方的承诺 ,它应该列出所有能够影
响分包商行为的里程碑的日期 。在签订合同和分包合
同后的项目实施过程中 ,总包商和分包商的组成团队
的工作模式 ,每一方都认可其他人在项目成功中的重
要性和贡献。

＊精诚协作:互相协作对在平等条件下工作的每
一方都很重要 ,对总包商尤其如此。总包商必须紧密
控制每个分包商每天的工作活动并要指出任何赶不上

计划的地方或工作绩效的下降现象 。除此之外 ,总包
商可以经常给分包商建议或指导 ,促使分包商正确的
使用劳动力以便达到计划进度 。总包商经常作为分包
商之间的协调人的角色存在 ,协调他们之间的各种冲
突。

＊公平的报酬:在完成工作后快速的支付工程款
是非常重要的 ,无论是按月还是按照其他方式 ,都应该
在总包商得到完成合同工作的支付后尽快支付给分包

商。在总包商与分包商关系的处理上 ,总包商与分包

商成员进行合作的最佳原则是“与分包商共赢” ,未来
的竞争不仅是工程产品技术的竞争 ,也是分包商的竞
争 ,拥有“稳定 、高效”的分包商是总包商具备核心竞争
力的体现之一

[ 5]
。

3　协同联盟信息平台运作流程

工程建筑行业内协同联盟信息平台项目运作流

程:

图 3　总包商和分包商协同联盟信息平台运作模式图

(1)总包商联盟成员获得项目总包合同 ,或者希望
对某项目投标;

(2)根据项目特点在信息库中搜索需要的符合条
件的分包商并在信息平台发布分包商的相关信息;

(3)对符合要求的分包商发出邀请;
(4)分包商接收邀请参与项目建设;
(5)项目完工移交 ,双方按照信息库格式对参与项

目的总包商和分包商进行评价;
(6)信息库管理系统对评价进行处理 ,对信息进行

储存以待下一项目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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