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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统计学方法分析承包商和项目管理公司与业主对采用设计—招标—建造方式和设计—建造方式的

工程项目的项目目标重要性理解的差异。研究发现设计—招标—建造方式下 , 业主十分关注工程项目能否按

时完工和工程质量 , 而承包商则十分强调风险最小化 , 对于按时完工和工程质量的关注不足;设计—建造方

式下 , 业主认为设备可靠性最大化对于工程项目的成功十分重要 , 而承包商和项目管理公司对于设备可靠性

的关注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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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工程项目具有独特性 , 并且正朝着大型化 、

复杂化的趋势发展 , 业主的需求也逐渐变得更

高 、更复杂 。提高业主的满意度已经成为工程企

业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之一
[ 1]

。工程项目的各参

与方都有各自的项目目标 , 如在建设 —经营 —移

交 (BOT)项目中 , 私人部门最首要的项目目标

是赢得较高的利润 , 而政府的首要项目目标是项

目的建造能带来积极的社会福利 , 而这两个项目

目标通常被认为是彼此冲突的
[ 2]

。业主认为工程

项目成本最小化 、 在计划工期内完成 、 避免安全

事故 、 满足质量要求等对于项目的成功非常重

要 , 而承包商则致力于实现一个较高的收益率 、

在市场竞争压力中保护其商业地位等 。尽管各参

与方对于项目目标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 其目标的

实现都必须以实现业主的项目目标为前提 。业主

应该清晰定义其项目目标 , 确定它们的相对重要

性 , 并且保证其他参与方对此有共同的认识 , 当

各参与方对于项目目标的认识达成一致时 , 项目

成功移交的概率将显著增加
[ 3]

。

工程交易方式是指项目参与方为了实现业主

的目标与目的 , 完成预定的工程设施而组织实施

项目的系统方式
[ 4]

。工程交易方式在很大程度上

决定了项目的工期 、 成本 、 质量与合同管理方

式 , 选择适宜的工程交易方式能够提高项目的执

行效率
[ 5]

。不同的工程项目具有不同的项目目

标 , 没有一种工程交易方式适合于所有的工程项

目 , 业主应该根据其项目目标选择合适的工程交

易方式 。国 内 外学 者 对设 计 —招 标—建造

(DBB)、 设计—建造 (DB)方式的项目目标进

行了研究 , 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 Songer等
[ 6]

认为业主采用 DB方式的首要目的是缩短项目工

期 , 此外还为了节约成本 、 鼓励创新 、 提高建造

性 、减少索赔等 。 Puerto等
[ 7]
对 DB项目目标进

行了比较分析 , 发现缩短工期是业主选择 DB方

式最重要的原因 , 这与 Songer等的研究成果相一

致;此外还发现业主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雇用一

支高素质的团队 , 业主对于技术 /设计方案的关

注程度也比 DB专业从业人员认为的程度低 。国

内学者对项目目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项目目标的

动态控制和集成管理 , 对不同工程交易方式的项

目目标的研究关注比较少 , 还没有学者从项目参

与方的角度对工程项目目标进行分析。

1　研究目标与研究方法

目前国内比较常用的工程交易方式主要是

DBB方式 、 DB方式 、 设计 —采购 —施工 (EPC)

方式和 Turnkey方式 。在中国内地对 DB、 EPC和

Turnkey方式的区别不是很明显 , 为了研究方便 ,

本文把三种方式合并进行研究 , 统称为 DB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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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拟在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 , 对中国 DBB

与 DB项目目标进行分析 , 比较承包商和项目管

理公司与业主对项目目标重要程度理解之间的差

异 , 以促使承包商和项目管理公司对业主的项目

目标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 保证工程项目的顺利

实施。

本文首先通过文献综述和专家调查得出 DBB

与 DB项目比较常见的项目目标 , 然后通过问卷

调查获得中国工程项目目标的实际数据 , 运用信

度分析和非参数检验方法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

分析。

2　项目目标框架

虽然工程项目具有独特性 , 不同的工程项目

会有不同的项目目标 , 但是有些项目目标是一切

工程项目取得成功都必须实现的 , 如在计划工期

内完成 、将工程成本控制在预算范围之内 、保证

工程质量 、 保证施工安全 、 减少工程变更数量 、

保护环境等 。 Songer等
[ 8]
认为可以从六个方面来

衡量一个 DB项目是否成功:以预算价或低于预

算价完成 、 在合同规定的完成日期或之前完成 、

完成的项目达到或超出业主提出的技术规范 、 实

现用户期望 、 工作高质量完成 、 建设压力最小

化 。 Chan等
[ 9]
认为评价 DB项目是否成功的标准

包括客观标准和主观标准 , 客观标准包括工期 、

成本 、 质量 、 安全等;主观标准包括满足规范 /

雇主的要求 、满足项目团队成员的期望 、 项目团

队成员的满意度 、 功能 、 美观 、 减少争端等 。

Ling等
[ 10]
认为 DBB与 DB项目的绩效可以用成

本 、工期 、 质量以及其他四个方面的 11个标准

进行量度。成本方面包括单位成本 、 成本增长和

强度 , 工期方面包括施工速度 、 交付速度和进度

延迟 , 质量方面包括周转质量 、 系统质量和设备

质量 , 其他方面包括业主满意度和业主管理

负担。

上述学者提出的项目目标主要考虑了工期 、

成本 、 质量 、安全以及业主满意度等方面 , 较少

考虑业主对待风险的态度 、项目的保密性要求以

及环保要求等方面。本文在上述学者研究的基础

上 , 通过专家调查 , 对以上项目目标进行了删减

和补充 , 进一步提出了 DBB与 DB项目目标框

架 , 如表 1所示 。

表 1　DBB与 DB项目目标框架

编号 目标

成本 A 　低于项目预期成本

工期 B 　在计划工期内完成

安全
C 　设计理念注重安全操作

D 　保证施工安全

质量

E 　高质量完成项目

F 　设备可靠性最大化

G 　实现客户满意度

合同

商务

H 　优化风险 /收益

I 　合同范围变更最小化

J 　风险最小化

K 　满足项目运营阶段的商业要求

其他

L 　满足业主提出的健康与环保要求

M 　满足保密性要求

N 　对现有操作的干扰最少

3　数据分析

调查问卷分为两部分 , 第一部分为项目基

本信息 , 包括所属项目参与方 、 项目类型 、 所

用工程交易方式 (DBB、 DB)等内容;第二

部分为工程项目目标 , 采用 5级李克特量表的

形式 , 被调查者根据第一部分中所选项目采用

的工程交易方式 , 对表 1中的 14个项目目标

进行打分 , 分值 1 ～ 5分别代表项目目标对项

目成功很重要 、 比较重要 、 不确定 、 比较不重

要和很不重要 。

本次调查共向营业收入在中国前 100名的工

程公司和投资额在5 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业主单

位发放了 160份问卷 , 回收 120份 , 其中 40份问

卷数据存在不同程度的缺失 , 因而回收的有效问

卷为 80份 , 占发放问卷总量的 50%。选择 DBB

方式的问卷有 24份 , 选择 DB方式的问卷有 56

份 , 被调查者中业主 、 承包商和项目管理公司所

占比例分别为 12%、 74%和 14%。

在对通过李克特量表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之前 , 首先进行信度分析 , 保证调查问卷所得数

据具有较高的内在一致性。采用 Cronbachα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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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法进行信度分析 , 通过 SPSS软件计算得到

Cronbachα系数为 0.741, 基于标准化项的

Cronbachα系数为 0.729, 均大于 0.7, 因而本次

调查问卷的内在信度是可以接受的 , 可以用于进

一步的统计分析 。

3.1　DBB方式下业主与其他参与方项目目标

差异分析

根据调查问卷收集到的数据 , 将项目目标得

分进行标准化 , 计算各参与方 14个项目目标的

相对权重。以 “在计划工期内完成 ” 为例 , 设业

主方选择 DBB方式的问卷数量为 n, “在计划工

期内完成” 的得分分别记为 x1 , x2 , … , xn, 则

其重要性系数为

a1 =5 -
1
n∑

n

i=1
xi (1)

依次求出其他 13个项目目标的重要性系数

分别为 a2 , a3 , …, a14 , 则第 j个项目目标的相

对权重为

wj =
aj

∑
14

j=1

aj

, j=1, 2, …, 14 (2)

图 1为 DBB方式下各参与方的项目目标的相

对权重条形图。

图 1　DBB方式下各参与方项目目标相对权重条形图

由图 1可知 , DBB方式下 , 业主权重最高的

5个项目目标依次是 “低于项目预期成本” 、 “保

证施工安全 ”、 “在计划工期内完成” 、 “高质量完

成项目 ” 和 “实现客户满意度 ”;承包商权重最

高的 5个项目目标是 “低于项目预期成本” 、 “保

证施工安全 ”、 “实现客户满意度 ”、 “风险最小

化 ” 和 “设计理念注重安全操作 ”;项目管理公

司权重最高的 5个项目目标依次是 “在计划工期

内完成 ”、 “保证施工安全 ”、 “满足项目运营阶段

的商业要求 ”、 “高质量完成项目” 和 “实现客户

满意度 ”。

可见 , 业主认为 “在计划工期内完成 ” 和

“高质量完成项目 ” 两个项目目标对于项目的成

功非常重要 , 而承包商过分强调 “风险最小化 ”

和 “设计理念注重安全操作 ”, 忽略了业主对于

工期和质量的要求 。此外 , 承包商 “对现有操作

的干扰最少 ” 的相对权重明显高于业主 , 表明业

主过于强调工期 、 成本 、 质量等目标 , 而忽视了

项目对已有操作的干扰。

项目管理公司对 “满足项目运营阶段的商业

要求” 的关注要明显高于业主 , 而其权重最高的

5个项目目标中不包含 “低于项目预期成本 ”, 这

表明项目管理公司对于成本的控制力度不够 , 极

有可能造成工程成本超支。另外 , 项目管理公司

“满足保密性要求 ” 和 “对现有操作的干扰最少 ”

的权重明显高于业主 , 项目管理公司对 “对现有

操作的干扰最少 ” 的关注可以弥补业主的不足 ,

有助于减少项目对已有操作造成的干扰 。

通过两独立样本的 K-SZ检验 , 得到业主与

承包商的项目目标之间有显著差异 (p<0.05)

的是 “对现有操作的干扰最少 ”, 业主与项目管

理公司的项目目标之间有显著差异 (p<0.05)

的是 “低于项目预期成本”, 这与上述分析是基

本保持一致的。

3.2　DB方式下业主与其他参与方项目目标差

异分析

图 2为 DB方式下各参与方的项目目标的相

对权重条形图。

由图 2可知 , DB方式下 , 业主权重最高的 5

个项目目标依次是 “设计理念注重安全操作 ” 、

“设备可靠性最大化 ”、 “满足项目运营阶段的商

业要求 ”、 “在计划工期内完成 ” 和 “保证施工安

全 ”;承包商权重最高的 5个项目目标依次是

“保证施工安全” 、 “低于项目预期成本 ”、 “在计

划工期内完成 ”、 “设计理念注重安全操作 ”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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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DB方式下各参与方项目目标相对权重条形图

“实现客户满意度” ;项目管理公司权重最高的 5

个项目目标依次是 “在计划工期内完成 ”、 “满足

项目运营阶段的商业要求 ”、 “低于项目预期成

本 ”、 “设计理念注重安全操作” 和 “保证施工安

全 ”。

可见 , DB方式下 , 业主首要的项目目标是

“设计理念注重安全操作” , 而不是为了缩短工

期 , 这与 Songer、 Molenaar
[ 6]
以及 Puerto等

[ 7]

的研究结论不一致 , 可能是由于样本量较小或

者数据质量不高造成的 , 需要进行进一步的

研究 。

在业主 、承包商和项目管理公司 5个权重最

高的项目目标中都包含 “设计理念注重安全操

作 ”、 “保证施工安全 ” 和 “在计划工期内完

成 ”, 表明 DB方式下各参与方都认识到了安全和

按期完工对于项目成功的重要性。

DB方式在工业项目 (如石化 、 电站 、 冶金

等)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 工业项目中大型设备

的可靠性对于项目的成功至关重要 , 因而业主项

目目标中 “设备可靠性最大化 ” 仅次于首要目

标 。而承包商和项目管理公司 5个权重最高的项

目目标中都不包含 “设备可靠性最大化 ”, 可见

承包商和项目管理公司都低估了 “设备可靠性最

大化” 对于 DB项目成功的重要作用 。

业主和项目管理公司 5个权重最高的项目目

标中都包含 “满足项目运营阶段的商业要求 ” ,

表明业主和项目管理公司不仅仅局限于项目本

身 , 更着眼于项目日后的运营要求;而承包商

则更注重于 “实现客户满意度 ” , 这与 “满足项

目运营阶段的商业要求 ” 在一定程度上是一

致的 。

承包商和项目管理公司都比较重视 “低于项

目预期成本 ” 这一目标 , 然而这一目标并不在业

主权重最高的 5个项目目标之中。由于 DB方式

下业主与总承包商签订的一般是固定总价合同 ,

业主把项目超支风险转移给了总承包商 , 因而总

承包商有保证项目在预期成本内完成的内在动

力 , 项目金额一旦超过预期成本 , 总承包商需要

承担所有损失。项目管理公司重视 “低于项目预

期成本 ”, 有助于其加强成本控制 , 保证项目在

预期成本内完成 。

通过两独立样本的 K-SZ检验 , 得到业主与

承包商的项目目标之间有显著差异 (p<0.05)

的是 “设备可靠性最大化 ” 和 “满足项目运营阶

段的商业要求 ”, 业主与项目管理公司的项目目

标之间有显著差异 (p<0.05)的是 “高质量完

成项目 ”、 “优化风险 /收益 ” 和 “合同范围变更

最小化 ”, 这与上述分析基本上也是保持一致的。

4　结语

工程项目的顺利实施是通过一系列具体的项

目目标来实现的 。本文分析了 DBB和 DB方式下

承包商和项目管理公司对于项目目标重要性的理

解与业主之间的差异 。 DBB方式下业主十分关注

工程项目能否按时完工和工程质量 , 而承包商则

十分强调风险最小化 , 对于按时完工和工程质量

的关注不足。 DB方式下业主认为设备可靠性最

大化对于工程项目的成功十分重要 , 而承包商和

项目管理公司对于设备可靠性的关注较少 。承包

商和项目管理公司正确认识这些差异 , 有助于其

与业主的项目目标达成一致 , 保证工程项目的顺

利实施 。本研究样本数量不大 , 得出了一些与前

人的研究成果不一致的结论 , 如发现 DB方式下

业主首要的项目目标是 “设计理念注重安全操

作 ”, 而不是为了缩短工期 , 这有待进一步的

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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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 “6· 5” 公交车事件背景下的 WGJ-200安全防护系统研发项目的研究 , 围绕目标工期紧的要求 ,

对项目进行工作分解和逻辑分析 , 再以里程碑计划为基础 , 运用 PDCA循环等管理工具对项目进行动态监测

和跟踪。同时 , 由于 WGJ-200安全防护系统研发项目属于边研发边试验的并行工程 , 具有很强的应急性和不

可预见性 , 必须对计划进行及时的调整和变更 , 确保项目进度计划得到有效的控制 , 为类似应急研发项目的

进度控制和管理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关键词:安全防护系统;进度控制;进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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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 6· 5” 公交车事件 , 造成较大的人员伤亡 ,

引起了党中央 、 国务院和四川省委 、 省政府及相

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 四川消防总队立即在全省范

围内部署开展公交系统消防安全专项监督检查工

作 , 并针对公交车的设计缺陷问题 , 建议修订相

关国家标准 , 从设计源头上消除安全隐患 。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