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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讨论j建设工程项目分解的必要性和思想方击，分析了支持不同项目控制功能的 

项目分解结构的特点，提出 了基于集成控制的项 目分解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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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项目的管理和控制是否有效，对建设工程项目的最终经济、社会效益具有决定 

性的影响。而能否有效、准确地确定控制目标，并据其对项 目实施有效的控制，则是建设工程 

项 目实施过程管理和控制成败的关键。从控制论的观点看，建设工程项目是一个由多目标及 

其内在相互关系构成的目标系统，其中费用、工期、质量是三个至关重要的目标，在对项目实 

施控制的过程中，这三个目标常常成为整个建设工程项目的总控制目标。然而建设工程项目 

作为一种特殊的产品，其生产过程由众多的工程活动构成，一项工程活动或几项工程活动组 

台的直接成果，都必然成为一个特定的“组件”，整个建设工程项目便是由许许多多这样的“组 

件”构成的，因此，这些 ”组件”的费用、工期和质量的综合便决定着建设工程项目的最终费 

用、工期和质量。所以，对建设工程项目的管理和控制必须针对这些具体的工程活动实施。而 

控制过程的首要环节是确定控制目标，控制目标的准确、质量和有效}生决定了控制过程最终 

的有效程度，因而为各个“组件 确定控制目标便成为对各个“组件 进而对整个建设工程项目 

进行控制的极为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但要做好这项基础性工作，必须首先确定各个“组件”的 

范围、内容、数量，亦即必须将整个建设工程项目分解成为一定数量的满足控制要求的 ”组 

件”，这个分解过程称为项目分解 

本文针对建设工程项目的特点，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对项目分解所涉及到的几个主要 

问题进行分析讨论，并提出建设工程项 目分解准则。 

1 项 目分解的必要性及思想方法 

项 目分解的目的在于将整个建设工程项目划分成一定数量的“组件”。如在机械产品的生 

产过程中，将构成该产品的机械零件、部件和半成品确定为控制对象，通过控制它们的质量、 

成本，使其满足控制目标的要求，从而达到对整个产品的质量成本进行控制，并使其满足总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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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目标的要求的目的。这实际上就是将总体控制对象，根据前述几个方面的要求进行分解，进 

而形成各个具体的控制对象，通过控制具体的对象进而达到控制总体对象的目的，这种分解是 

十分必要的，因为，显然，没有质量合格的，成本合理的零件、部件、半成品，便不可能有质量合 

格、成本合理的产品。建设工程项目也是一种由特定的生产过程生产的产品，自然也具有这种 

性质，为满足控制的需要，对其进行分解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 另外，一项项目管理职能的 

发挥也需要对项目进行分解，如进度控制。但由于建设工程项目特殊的生产制造过程，我们不 

可能将其象机械产品或其它工业产品一样分解成单个的零件、部件和半成品，一种可行的方 

法是将其分解成由一项工程活动或几项工程活动的组合而产生的用以构成整个建设工程项目 

的“组件”(或单元)。同时由于建设工程项目的单件性特点，这种分解的方法、程序和结果因 

项 目的不同而不同。尽管也存在一些采用工厂化方式生产的标准 “组件”的分解的装配式建 

筑，但就总体而言，项 目与项目之间的差异是显著的，因而单件性这一特点，无论是对于哪一种 

生产方式建造的建设工程项目始终是存在的。 

既然建设工程项目始终存在单件性这一特点，那么，为满足项 目控制的需要而对项目进行 

分饵的方法 、程序是否就没有共性可言呢?回答是否定的。事实上，建设工程项目作为建筑生 

产过程的最终产品，是存在许多共性的，如，任何一个建设工程项目不论其外型多么奇特，结构 

构造多么复杂，功能多么完备，从总体上都可以将其分为：基础、主体结构、顶部结构(屋面)、 

内部装饰、附属的水、电、声、光、通讯、采暖通风设备等部分，这些部分若进一步细分，还能分解 

出许多对于任何一个建设工程项目都具有的“组件” 而这些共同性，正是项目分解方法、程序 

中普遍适用性存在和项 目分解准则产生的基础。 

建设工程项目分解的目的是要为项目控制确定具体的控制对象以及相应的控制目标。从 

整个控制过程来看，控制对象的确定和控制目标的确定仅仅只是开始阶段，对控制对象实际运 

动(进展、变化)信息的把握并将其与控制目标值进行对比分析，从中找出偏差，然后运用一定 

的控制手段和措施纠正这种偏差，是控制过程的后两个阶段，而且也是相对重要的两个阶段， 

因而，项 目分解还必须考虑到分解结果是否能够充分满足控制过程后两个阶段活动的需要。 

为保证控制措施的有效性，必须及时地、充分地、有效地采集、存储、处理分析和传递反映 

该实施情况的信息，并且还必须确保信息的一致性及信息来源的单一性以消除信息冗余所造 

成的信息失真以及无效信息给决策过程带来的消极影响。 

综上，项目分解方法、程序必须充分考虑并满足项目控制过程的需要： 

1)能将整个建设工程项目分解成一系列便于作为具体控制对象的，易于将项目控制目标 

分解于其上的且界面清晰具有较强整体性的“组件”； 

2)分解结果必须保证在控制过程中能及时充分有效地采集、反映具体控制对象实际运动 

(进展、变化)情况的信息且同时易于进行该信息的存储、处理、分析和传递； 

3)分解结果还必须保证所采集的反映具体控制对象实际运动情况的信息的一致性及信息 

来源的单一性，以消除信息冗余和无效信息。 

2 传统的项目分解结构 

如前所述，项目分解的主要目的是为项目控制确定具体的控制对象以及相应的控制 目 

http://www.cqvip.com


重庆建筑大学学报 第 19卷 

标。建设工程项目目标系统中的工期、费用和质量是项目控制中的主要控制目标。由于这三个 

控制目标在特性内容和控制过程要求上存在显著差异．对项 目分解的方法、详细程度(深度)都 

有不同的要求。因而在分解形成的“组件”内容 “组件”问的相互关系和“组件”的详细程度上 

也就明显不同，即传统的项目分解方法是按不同的控制目标独立地进行，其分解结构存在显著 

差异。从工期(进度)控制角度考虑，总工期目标的分解可 分解到十分具体的工程活动上，项 

目分解结构详细程度较高．层次也较多；同时分解程序与结果能与建设工程项 目的生产过程 

保持高度的一致性；从费用(成本)控制角度看，总费用(成本)目标的分解因受制于成本会计科 

目，往往按建设工程项目总费用的构成进行分解，项目分解结构详细程度较低．层次较少，某些 

费用项目(尤其是工程项目直接成本以外的费用项目)不便直接分解到具体的工程活动上，造 

成分解后的费用内容不能全面地、客观地反映项目实施过程中工程施工的实际发生费用．若 

将其作为某个“组件”的费用控制 目标则不能有效地体现其作为控制依据的功能．再者，这种分 

解程序与结果不能与建设工程项目生产过程保持较高的一致性，工程项目实施中发生的费用、 

工程活动或“组件”费用往往不能得到及时的反映，而要等到工程活动结束或“组件”生产完成， 

甚至分部、分项工程完成才能趴会计成本帐户上反映出来，不利于事前的及时控制。工程变更 

频繁是当前建设工程项目实施过程的主要特 点之一，工程变更导致工程活动或“组件”费用变 

更(通常是增加)，按传统的费用分解方法形成的项目分解结构不能充分地适应这一特点，特别 

是对费用变更情况的反映滞后于工程变更本身，这恐怕是在上述费用分解结构基础上进行的 

费用控制往往失效的根本原因之一。 

质量目标虽是建设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控制 目标，但却难以象工期、费用 

控制目标那样较易分解。 

适合工期控制需要而形成的项目分解结构和适合费用控制需要而形成的项 目分解结构存 

在较大的差异，在对项 目的实际控制过程中，这两种项目分解结构分别支持着不同的项目控制 

功能。建设工程项目的目标是一个目标系统．即便是为了项目控制的需要，将该目标系统中的 

工期、费用和质量从目标系统中分离出来，但这三个目标之间仍然存在着受制于原 目标系统的 

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依据上述两种分解结构在对控制目标进行分解的过程中．并未充分考 

虑到工期和费用两个目标之间的相互关系，而这两种分解结构在控制过程中也是独立地各司 

其职。若某一工程活动发生变更(设计变更或监理工程师指令变更．或推定变更)．在与工期控 

制相适应的项目分解结构基础上编制的网络进度计划可以通过对计划的调整迅速对变更作出 

反应，形成新的经过调整的网络进度计划，并且向项目管理人员提供有关信息 (是否需要加速 

施工，增加人工或机械，或采取其它措施)，但与费用控制相适应的项目分解结构却不能迅速对 

该项变更作出反映，项目管理人员(或专业费用管理人员)只能在这种结构基础上，依据其提供 

的当前费用变化趋势信息．对分部、分项费用作出预测．但由于费用分解结构的制约．这种信息 

往往滞后于变更，有待包括该项工程活动的分项甚至分部工程完成后，变夏所引起的费用变动 

(如因变更而加速施工所引起的人工费、机械设备使用费和材料费用变动)方能从分项或分部 

工程的会计帐户或成本控制帐户上反映出来，这对于费用控制过程来说，这已经属于事后算帐 

的无效信息。 、 

由此可见，上述两种分解结构所支持的两种不同的项目控制功能．在实际对项目进行控制 

的过程中．并非真正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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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于集成控制的分解结构 

八十年代初期．学者们已开始致力于对传统的建设工程项目控制思想模式和方式进行变 

革．提出了“集成控制”思想。其要义是：充分正视和考虑控制 目标(工期、费用、质量)的系统 

性特点，在控制过程中，始终将其作为一个系统来对待，而不人为割裂控制 目标之间的相互 

联系和相互作用；通过单一渠道(通道)采集控制对象的实际运动(进展、变化)信息．用基于费 

用的单一化、集成性的指标对控制对象的这种运动状态及其与控制目标之间的差异进行综合 

反映。根据这种单一化、集成性的指标所计算出的反映建设工程项目实际进展的单一化、集成 

性费用信息，项目管理人员能够同时掌握建设工程项目的费用目标、工期 目标和质量目标的 

实际达成情况。从而对项目实施有效的控制．并在三个 目标出现矛盾或冲突时(这种情况在建 

设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是极为常见的)．能够以费用为基础进行协调优化，进而实现对建设工 

程项 目的协调优化控制。同时，这种信 息在一致性和及时性、冗余度等特性方面均能保证满足 

有效的项目控制的需求。基于“集成控制”思想的核心是要使项目分解的结果能够满足“集成 

控制”过程中信息来源单一化的要求，即反映项目实际进展情况的信息 (工期信息、费用信息 

和质量信息)来源于同一信息源以及同一信息传递通道，传统的支持工期控制功能的项目分 

解结构和支持费用控制功能的项目分解结构均不能支持这种功能．因此，对其进行思想方法 

和分解结构上的变革是势在必行的。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国外学者们致力于这种变革，提出了 
一 些具体的项目分解结构模型和方法．其中最能体现上述“集成控制”思想并满足“集成控制” 

要求的是由NASA(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管理局)和 DOD(美国国防部)基于支持工期控制功 

能的项目分解结构(或称为工作分解结构 WBS)开发的“工作包模型”。如图所示。 

“工作包模型”的基本构成单元是工作包。而“工作包”则是用项目分解结构对建设工程项 

目分解后，在分船结果的基础上形成的。该模型的主要思路是要将“工作包”作为项目控制的 

具体的基本对象。基于支持工期控制功能的项目分船结构和分船结果，每一个“工作包”的基 

本内容由一项或几项工程活动或分项工程构成，显然，“工作包”能作为工期控制的基本控制 

单元，同时将费用控制体系的控制帐户和质量控制体系的基本控制单元也建立在 “工作包” 

上。这样，每个“工作包”就成为一个构成工程项目实体的“组件”，而且能够作为项目控制过程 

中各单项控制的共同的具体控制对象，也为“组件”的实际进展情况综合信息(工期、质量、费 

用信息)的采集、传递提供了共同的基础，保证了控制过程所需“组件”信息来源的单一性和集 

成性。并可消除多渠道采集同一“组件”有关进展情况信息而造成的信息冗余和信息失真。由 

于每个“工作包”具备上述属性，因而由其组成的层次结构体系便不仅能反映建设工程项目的 

整个生产(形成)过程，而且能反映其所有特征，内在相互关系和控制 目标要求．从而成为建设 

工程项 目的总体控制对象体系，并能支持项 目控制的全过程。 

4 项 目分解准则 

前述工作包模型为建设工程项 目控制过程中确定具体控制对象这一环节提供了一种极 

为有效的工具，通过这种工具我们能够从其生产过程，价值形成过程和质量形成过程完全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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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I作 包模型 

定一个工程项目的全部内容，同时，通过将项目总体控制目标分解到各个“工作包”上成为每个 

工作包的控制目标，以便和“工作包”的具体实施情况进行对比分析，并为制定控制措施提供决 

策依据，制定的控制措施也能针对“工作包”有效地实施。由于“工作包”具有较强的整体性而 

且界面清晰，因此，工程承包合同文件内容，各种规范、标准，业主的特殊需求也能有效地分解 

到相关“工作包”上。因而使由“工作包 构成的层次结构体系能真正地有效地反映项目的所有 

内容、特征，相互关系和控制目标要求，并能有效地支持建设工程项目控制的所有环节。 

“工作包”是“工作包模型”的基本构成单元，“工作包”除了作为项目控制的基本控制对象 

单元外，还应成为项目的业主，承包商，设计机构，金融机构，政府主管部门及其它有关组织、利 

益团体之间进行与项目有关的信息 (尤其是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及其评价的有关数据、信息) 

的交换的共同的基础性结构，这对整个建筑行业实施标准化的建设工程项目计算机管理也是 

极为重要的一个前提性条件。在当前我国建设工程项目概预算体制及其它有关管理制度已极 

不适应市场经济的情况下，“工作包模型”所提供的思想方法．管理和控制方法，对于我国建筑 

行业整个管理制度进行标准化变革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工作包”的建立是在项目分解的基础上进行的，因而项目分解的质量决定了“工作包”的 

质量．实际上决定了“工作包模型”是否真正实际有效。故建立能满足 工作包模型”要求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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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分解准则是极为必要的。著者认为，为满足“工作包模型”对项目分鳃的要求，在对建设工程 

项目进行分解的过程中，应遵循下列准则： 

1)项目分解应以项目为中心， 

2)确立支持工期控制功能的项目分鹪结构为标准的项目分懈结构．该结构由字典(包括： 

工程活动内容、过程的描述记录，涉及该工程活动的质量标准、规范要求，工程承包合同文件内 

容，与其它工程活动的关系等内容，通过一个字典单元能完全确定一项工程活动)，工程活动等 

级层次结构和编码等元素构成，这种构成也应标准化； 

3)项目分解结构须能充分组织、确定并显示拟建的建设工程项目，确立各项工程活动之 

间以及它们与拟建项目之间的关系： 

4)项目分解应按照建设工程项目的生产过程顺序展开，以保证工作包能建立在项目生产 

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控制点上： 

5)为满足工作包的整体胜要求(特别是费用易确定 质量标准，规范台同文件中具体规定 

的详细程度要求)，项目分解不应过于详细，层次不宜太多，应能使工作包建立在完成单项整体 

性的工程活动或工作部位上的层次上，即工作包能针对“组件”建立： 

6)项目分解应能使工作包有效地确定其对费用、资源的需求 ； 

7)项目分解应能使工作包之间有较为清晰的界面，因而对于“组件”不应再将其细分； 

8)项目分解结果应满足编制工期控制计划对项目分解详细程度的基本需求，若有必要． 

可对“组件”进行细分： 

9)承包商、业主及其职能机构，设计机构．金融机构，政府主管部门，有关组织和利益团体 

对项目进行控制的需求是不同的．围此，项目分解应根据各有关方面的不同需求进行详细程度 

不同的项目分解i对于承包商、业主及其职能机构，因需满足项目管理各项职能的需求，故应较 

详细，而对其它有关部门分解层次不宜太多： 

l0)应建立一套能有效地对项目分解结果进行标识、检索，并适宜计算机计算 处理 分 

析、存储、传递的标准化的代码体系。 

5 结 论 

在建设工程项目的控制过程中．将控制对象具体地确定在“组件”上，并以“组件”为基础， 

构建控制对象体系，能够充分保证项目控制过程始终是针对项目形成(生产)过程，“工作包“的 

建立．则使项目控制过程中的各单项控制能够针对同一具体对象，由“工作包”构成的层次结构 

体系能有效地支持项目控制的各个环节。依据前述项目分解准则。在支持工期控制功能的项 

目分解结构的基础上进行的项目分解及其结果，则能确保有效地建立“工作包”，并 其构成能 

够从生产过程、价值形成过程和质量形成过程完全确定建设工程项目全部内容的层次结构体 

系，从而能有效地支持建设工程项目集成控制过程。 

不过，本文提出的项目分解准则只是指导性的，可操作性较弱．对于具体的建设工程项目 

应根据具体情况将这些分解准则具体化．从而使其对具体项目的分解具有直接的指导作用。 

项目分解准则的行业化、标准化是建筑行业标准化管理、建设工程项目的标准化控制的 

重要前提之一，但本文所提出的项 目分解准则远不足以成为行业标准，其间存在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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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准则的可操作性、规范性、普适性与现行建筑业法规的配套性等)．有待于进一步进行深 

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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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is paper，the necessity and mode of thinking on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project break—down are discussed，distinguisting features of project break—dowr struc— 

tures supporting different proieet control function are analysed，proiect break—down crite— 

rions based on integrated control are pres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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