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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简 介

本书在分析工程管理专业人才需求状况及知识体系和能力要求的基础上，从专业课程实践教 学、实 习

（认识实习、专业实习和毕业实习）、毕 业 设 计 （论 文）等 方 面 详 细 阐 述 了 工 程 管 理 专 业 实 践 教 学 的 内 容、

组织方式、过程监控、成果要求及考核标准等内容，还介绍了工程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中常用软件系 统 的 特

点和功能。

本书为高等院校工程管理专业的实践教学提供了指南，不仅对于工程管理专业教师和学生的实践教 学

具有指导意义，而且对于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实践教学也具有参考价值。

本书封面贴有清华大学出版社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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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 说 明

基本建设是发展我国国民经济、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重要保证。随着社

会经济的发展和建筑技术的进步，现代建设工程日益向着大规模、高技术的方向发展。投资

建设一个大型项目，需要投入大量的劳动力和种类繁多的建筑材料、设备及施工机械，耗资

几十亿元甚至几百亿元。如果工程建设投资决策失误，或工程建设的组织管理水平低，势必

会造成工程不能按期完工，质量达不到要求，损失浪费严重，投资效益低等状况，给国家带

来巨大损失。因此，保证工程建设决策科学，并对工程建设全过程实施有效的组织管理，对

于高效、优质、低耗地完成工程建设任务，提高投资效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随着２１世纪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和世界经济一体化、产业国际化、市场全球化的发展

趋势，以及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和加入 ＷＴＯ，为我国建筑业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机遇

和挑战，对我国建筑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增强国际竞争力，我们在重视硬件 （主要指

建筑技术、建筑材料、建筑机械等）发展的同时，不能忽视软件 （工程管理）的发展。必须

在实践中研究和采用现代化的工程管理新理论、新方法和先进的手段，培养造就一大批工程

建设管理人才，逐步缩小我们与世界领先水平的差距。
工程管理专业在我国的发展历史并不长，属于新兴专业。由于种种原因，目前还没有一

套完整的工程管理系列教材。为满足教学与实际工作的需要，我们根据工程管理专业的主干

课程，专门组织具有丰富教学与实践经验的教师编写了高等学校工程管理系列教材。这套教

材包括： 《建设项目管理 （第２版）》、 《工程建设监理》、 《建设工程监理案例分析 （修订

本）》、《建设工程招投标与合同管理 （修订本）》、《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建筑企业管理 （修

订本）》、《建设工程定额及概预算 （第２版）》、《国际工程管理》、《工程造价管理》、《工程经

济学》、《工程项目评估》、《建设工程质量控制》、《工程管理实践教程》等。
本套教材的主要特点：①内容新颖。整套教材力求反映现代工程管理科学理论和方法，

反映我国工程建设管理体制改革的新成果及当前有关工程建设的法律、法规及行政规章制

度。②实用性强。整套教材遵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在详细阐述管理理论的同时，更

加注重管理方法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本套教材能够顺利出版，得益于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与清华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

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高等学校工程管理系列教材编委会

２００７年２月



前 言

工程管理人才是一种以工程技术为依托，融合工程经济和项目管理知识与技能的复合型

人才。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工程建设管理体制的深化改革，对工程管理高素质人

才的需求日趋增大。综观我国工程管理高等教育现状，多数毕业生虽有一定的理论知识，但

实践能力相对较差。我国目前培养的工程管理人才不仅在数量方面不能满足建筑市场的需

求，更主要的是在质量方面也难以适应工程建设管理的实际需求。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在加强理论教学的同时，加大实践教学比例、改革实践教学方式、

提高实践教学效果已经成为当前工程管理专业教学改革中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
本书遵循 “明确实践内容、细化实践环节、强化过程监督、硬化毕业论文、量化考核标

准”的原则，在系统分析工程管理专业人才知识体系的基础上，构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工程

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在课程实践教学部分，针对可能开设的１２门主要专业课程，围绕

所归纳的５种实践教学方式 （课程设计、专题研究、案例分析、实验模拟、实景观摩），分

别就各门课程中的实践教学知识点从教学准备、教学组织、成果内容及要求３个方面进行了

设计；在实习部分，针对认识实习、专业实习和毕业实习３个方面，明确和细化了实习单位

及实习内容、实习过程监控、实习考核方式与考核标准等方面的内容；在毕业设计 （论文）
部分，在明确毕业设计报告与论文写作规范的基础上，分别对毕业设计报告和毕业论文的撰

写方法进行了详细阐述；最后，在工程管理软件部分，概述了工程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中常用

的软件系统的特点和功能。
全书在工程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过程中，贯彻了 “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激励学

生自主实践、落实全面与持续实践、强化全过程指导与监控、培养团队协作精神”的指导思

想，为工程管理专业的实践教学提供了指南，对于工程管理专业的教师和学生进行实践教学

均具有指导意义。
本书属于北京交通大学工程与项目管理研究所全体教师的共同研究成果，全书内容分别

由各位教师撰写，最后由博士生导师刘伊生教授统撰定稿。在编写过程中，孔雪梅、张亮、
乔凤羽三位同学完成了大量的文字工作，付出了辛勤劳动，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还要特别感谢北京交通大学教务处屈波处长。正是有屈波处长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才使

本书的撰写、出版得以顺利进行。
由于时间及水平有限，书中还有很多值得改进、深化之处，敬请读者多提宝贵意见，不

胜感激。

编　者

２００７年２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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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第１篇　导　　论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工程建设领域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日趋增大。经济全球化及

我国建筑市场的对外开放，直接拉动了对国际化工程管理人才的大量需求。综观我国工程管

理高等教育现状，多数毕业生虽有一定的理论知识，但实践能力相对较差。我国目前培养的

工程管理人才不仅在数量方面不能满足建筑市场的需求，更主要的是在质量方面也难以适应

工程建设的实际需求。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在加强理论教学的同时，加大实践教学比例、改革实践教学方式、

提高实践教学效果已经成为当前工程管理专业教学改革中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

第１章　工程管理专业人才

　需求状况分析

工程管理人才是一种以工程技术为依托，融合工程经济和项目管理知识与技能的复合型

人才。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巨大，以及工程建设管理体制的改革，引

发了对工程管理高素质人才的大量需求。工程管理高素质人才在数量方面的缺口和在质量方

面的不足给我国工程管理高校教育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和挑战。

１１　社会经济发展及工程建设管理体制改革

１１１　社会经济发展形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长期高速增长势头。自１９９１年以来，每年的经济增

长速度都在７％以上，创造了全球经济增长的奇迹。２００５年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达 到１８２３万 亿

元，比上年增长９９％ （见 图１－１）；财 政 收 入 突 破３万 亿 元；社 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达 到

６７１７７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２９％，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实际增长１２０％；进出口贸易总额



达到１４２万亿美元，增长２３２％；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６０３亿美元；年末国家外汇储备

达到８１８９亿美元；城镇新增就业９７０万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１０４９３元，农村

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３２５５元，扣除价格因素，分别增长９６％和６２％。这些成就，标志

着我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道路上又迈出坚实的一步。

图１－１　“十五”时期国内生产总值与增长速度①

从全球经济形势看，大多数经济发达国家虽经济基础扎实，但经济增长缓慢。因此，这

些国家的大型企业集团逐步将投资目光聚集到像中国这样经济高速发展、市场潜力巨大的国

家，以求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中国加入 ＷＴＯ后，服务业、零售业、金融业等产业逐步开

放，吸引了大 量 外 资 涌 入 中 国。２００５年 批 准 外 商 直 接 投 资 项 目 ４４００１ 个，比 上 年 增 长

０８％；实际使用金额６０３亿美元，下降０５％。外商直接投资项目中，建筑业签订合同项

目４５７个，比上年增长１１２％，实际利用金额４９亿美元，比上年减少３６５％；房地产业

签订合同项目２１２０个，比上年增长２０％，实际利用金额５４２亿美元，比上年减少８９％。
由此可见，我国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实际利用外资达到了外商直接投资的近１０％。② 外商直接

投资企业的增多和外资利用额的提高，以及其实施的人才本土化战略，极大地刺激了对国际

化人才的需求。
另一方面，我国工程承包企业的实力也逐步增强，开始开拓海外市场，进行跨国经营。

从１９７８年首次进入中东工程承包市场开始，到２０００年底止，对外工程承包累计签订合同额

８７６亿美元，完成营业 额６３３亿 美 元，由 工 程 承 包 项 下 带 出 的 外 派 劳 务 累 计 有２０多 万 人。

２０００年，承包和劳务两项合计１４９４亿美元，其中工程承包１１７亿美元，其他项目３１亿美

元，工程咨询合同额２３亿美元，外派劳务合同额２９９亿美元。据商务部统计，２００３年我

·２· 工程管理实践教程

①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２００５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ＥＢ／ＯＬ］．（２００６－０２－２８）．
［２００６－１２－３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ｔｊｇｂ／ｎｄｔｉｇｂ／ｑｇｎｄｔｊｇｂ／ｔ２００６０２２７４０２３０７７９６．ｈｔ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２００５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ＥＢ／ＯＬ］．（２００６－０２－２８）．
［２００６－１２－３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ｔｊｇｂ／ｎｄｔｉｇｂ／ｑｇｎｄｔｊｇｂ／ｔ２００６０２２７４０２３０７７９６．ｈｔｍ



国对外承包工程 完 成 营 业 额１３８４亿 美 元，同 比 增 长２３６％；新 签 合 同 额１７６７亿 美 元，
同比增长１７４％。①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２００４年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１７５亿美元，
增长２６０％；对外劳务合作完成营业额３８亿美元，增长１３４％。２００５年对外承包工程完

成营业额２１８亿 美 元，比 上 年 增 长２４６％；对 外 劳 务 合 作 完 成 营 业 额 ４８亿 美 元，增 长

２７５％。从１９９８年开 始，我 国 已 经 进 入 世 界 对 外 工 程 承 包 的 “１０强”，１９９９年 开 始 超 过

韩国。
从地区市场分布看，目前我国已在全球１８０多个国家开展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业务。我国

对外工程承包的企业群体在不断壮大。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期，我国进入国际工程承包市场的企

业只有４家，到２０００年末有 资 格 开 展 对 外 承 包 工 程 和 劳 务 合 作 的 公 司 已 达１８００多 家。据

２００３年８月出版的美国 《工程新闻纪录》（ＥＮＲ）统计，２００２年世界最大２２５家国际承包商中

有４３家中国内地公司入围排行榜，比２００１年增加了４家公司。在ＥＮＲ前１００强企业中，中

国公司有１５家，比２００１年多３家；营业额过亿美元的中国公司达１７家，比上年多４家，这

１７家公司的营业额总和为６２１３亿美元，占全国对外工程承包营业额总和的５６％。另有８家

中国公 司 进 入 国 际 工 程 咨 询 设 计 公 司２００强。② ２００４年，有４７家 中 国 企 业 进 入 世 界 最 大

２２５家国际承包商行列。③ ２００５年有４９家中国企业进入世界前２２５家全球承包商行列。④ 中

国工程承包企业逐步走向国际市场，势必对国际化工程管理人才产生巨大需求。
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经济还将继续保持快速的发展势头，对高层次工程管理人才的需求

也将呈现逐年增加趋势。

１１２　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

经济的快速增长为各行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固定资产

投资规模逐年增加，成为拉动 ＧＤＰ增长的重要动力。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六五”期间为２５％，

“七五”期间为２９３％， “八五”期间为３３２％， “九五”期间为３５３％， “十五”期 间 为

４６２％。我国１９９０—２００５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及其增长率如图１－２所示⑤。从图中可以看出，
我国固定资产的投资总额呈逐年增加的趋势，２００５年的投资总额是１９９０年的１９６倍。

“十五”期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总体水平逐年提高，年增长速度平均为２２０％，如图

１－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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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及其增长率

图１－３　“十五”时期固定资产投资与增长率①

自２００５年起，国家实施了一些宏观调控政策 （如提高银行利率、严格固定资产投资项

目审批等），以抑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热增长。在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增

长率虽然会降低，但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在不断扩大。
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使得我国建筑业在近年来得到迅速发展。全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

加快，为建筑业的发展奠定了可靠基础；西部大开发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发展战略，为建

筑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领域；公用事业管理体制改革，为建筑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市场空

间。我国建筑业正处在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２００５年，全社会建筑业实现增加值１００１８
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１９％。全国具有资质等级的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实现利润８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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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３８％；上缴税金１０９９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７４％。①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国工程建设能力和技术水平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建成了一大批

举世瞩目的特大型建设工程，例如，长江三峡二期和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已并网发电，西气

东输已将西北天然气送到江浙的千家万户，青藏铁路已投入运营。西电东送、南水北调、中

海壳牌石化工程、国家大剧院、奥运场馆等项目的建设进展顺利。
建设规模的日益扩大、工程技术的不断进步，对建筑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随着我国加入 ＷＴＯ 过渡期的结束，国外著名 建 筑 企 业 会 纷 纷 进 入 我 国 建 筑 市

场，竞争将更加激烈。我国建筑业的改革与发展既面临着千载难逢的机遇，也面临着多方面

的困难与挑战。人才的培养和争夺是建筑业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

１１３　我国工程建设管理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程建设管理体制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和改革。１９８４年，国务院

《关于改革建筑业 和 基 本 建 设 管 理 体 制 若 干 问 题 的 暂 行 规 定》和 原 国 家 计 委、城 乡 建 设 部

《工程承包公司暂行办法》颁布之后，全国成立了一批各种类型的公司，如国际型工程公司、
施工承包公司、设备成套承包公司等，并对工程建设项目管理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探索和实

践。一些勘察设计、施工和监理企业根据市场的需要，不断拓展业务领域，利用国际先进的

项目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开展工程项目管理。

２００１年，建设部为落实 “调控规模，优化结构”的工作方针，以资质重新就位为手段，
对全国建筑业企业进行了行业组织结构调整，形成施工总承包、专业分包、劳务分包的有序

竞争局面，使得建筑业企业向 “金字塔”形结构发展。

２００５年６月，建设部在 “关于印发 《建设部关于贯彻落实 〈国务院关于２００５年深化经

济体制改革的意见〉工作方案》的通知”中再次提出 “要大力推进现代工程咨询服务体系建

设，积极推行项目管理和工程总承包方式，逐步建立工程担保和保险制度，促进建筑业企业

‘走出去’”。

２００５年７月，建设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商务部和国资委联

合颁发了 《关于加快建筑业改革与发 展 的 若 干 意 见》，明 确 提 出 加 快 建 筑 业 产 业 结 构 调 整，
适应市场发展的需求；重组、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加

强技术创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大力发展劳务分包企业，抓好农民工培训教育等多项改革

措施。建筑业企业要以市场为导向，结合自身优势，加快经营结构调整，或者拓宽服务领域

做强做大，或者突出主业、做精做专、形成特色，逐步形成由总承包、专业承包和劳务分包

等企业组成的承包商体系；形成由勘察、设计、监理等企业组成的工程咨询服务体系；形成

大、中、小企业，综合型与专业型企业互相依存、协调发展的产业结构，满足投资主体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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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建设项目组织实施方式多样化的需求。
经过２０多年的建设工程管理体制改革，我国建筑业制定和建立了以资质管理为手段的

３个层次管理体系，逐步形成了以智力密集型的工程项目施工总承包企业为龙头，以专业施

工企业为骨干，劳务作业队伍为依托，分工协作，互为补充，具有中国特色 的 建 筑 产 业 结

构，并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工程项目管理方式：

 工程咨询企业主要为业主提供投资机会研究、可行性研究、造价咨询、招标代理等

服务；

 工程设计企业主要为业主提供可行性研究、设计、造价咨询、招标代理等服务；

 工程监理企业主要 为 业 主 提 供 全 过 程 或 阶 段 性 的 项 目 管 理、工 程 监 理、造 价 咨 询、
招标代理等服务；

 工程项目管理企业主要为业主 提 供 全 过 程 或 阶 段 性 的 项 目 管 理 （ＰＭ）、造 价 咨 询、
招标代理等服务；

 建筑业企业主要为业主提供全过程或阶段性的项目承包服务。

２０多年的建设工 程 管 理 体 制 改 革，也 培 养 和 造 就 了 一 大 批 懂 法 律、会 经 营、善 管 理、
敢负责、作风硬、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项目管理人才，加速了项目经理的职业化建设；建设

了一大批高质量、高速度、高效益，充分展示建筑行业科技水平和管理实力的具有国际水准

的代表工程。
纵观我国工程建设管理体制改革的历程可以发现，我国建筑业始终走在改革的前列，取

得了可喜的成绩，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改革也使我们面临许多

问题，尤其是在工程管理人才的需求方面还存在巨大的缺口。

① 工程建设管理体制的改革引发了对新型工程管理人才的大量需求。建设项目法人责

任制的推行，使得众多建设项目法人需要大量的工程管理人才；建设工程咨询、监理行业的

迅猛发展，也需要大量高水平的工程管理人才；工程总承包模式的进一步推广，使得建筑企

业的承包范围不断扩大，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管理难度日益加大，同样需要大量高水平、高

素质的工程管理人才。

② 工程管理水平的较大差距导致了对工程管理专门人才的迫切需求。尽管我国建设管

理体制的改革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大多数工程项

目管理粗放、水平低下；大部分设计、施工、监理、咨询等企业的技术创新、管理创新能力

差，劳动生产率较低，在管理机制、管理方法和技术及合同管理、金融保险等诸多方面都不

能完全适应国际市场竞争的需要。
要改变这种落后状况，缩短与国际同行之间的差距，关键要素之一是工程管理人才的培

养。只有培养出大量具备深厚专业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各层次工程管理人才，才能够大幅度缩

短与国际同行之间的差距，使我国建筑业的发展产生质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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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我国工程管理人才需求状况与素质要求

１２１　我国工程管理人才需求状况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固定资产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工程建设管理体制改革的不

断深化，工程管理人才的市场需求变得非常大。不仅在数量方面存在巨大的缺口，在质量方

面也存在复合型工程管理人才不足的矛盾。
首先，工程管理人才供不应求，数量严重不足。在我国１７００多所普通高等学校中，设

置工程管理专业的学校有２００多所。按每所学校每年平均毕业工程管理专业本科 生６０名、

研究生１０名 （事实上有相当一部分学校没有工程管理专业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计算，
全国每年仅能培养出工程管理专业人才不足１５万人。而且由于种种原因 （如学生在选择就

业时没有选择建筑业等），事实上能够为社会提供的工程管理人才数可能还会少于以上数字。

近年来，全国每年建设工程施工项目有１６万多项，有建筑业企业资质的企业超过５万 家，
工程管理人才每年在工程项目上的供需比例不足１∶１０，在建筑业企业中的供需比例不足１∶

３。众多的工程设计、咨询、监理、项目管理企业还未考虑在内。

其次，由于我国高等教育模式未能满足社会生产实践的需求，导致复合型工程管理人才

极度缺乏。我国高等教育的传统模式是：以已有知识的传授为主要教学目标，以课堂讲授为

主要教学方法，以教师和教材为中心决定教学内容，以笔试为主要评估手段。落后的教学模

式、薄弱的实践环节，使得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未能得到有效结合，工程管理专业的多数毕

业生需要在实际工作中锻炼较长时间才能成为真正的复合型工程管理人才。为了节约社会资

源，提高教学质量，必须改革教学模式、强化实践教学，在使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得到紧密

结合的同时，充分发挥实践教学的效果。

１２２　工程管理人才素质要求和知识体系

１ 工程管理人才素质要求

工程管理专业主要培养具有管理学、经济学和工程技术的基本知识，掌握现代管理科学

的理论、方法和手段，能够在国内外工程建设领域从事工程管理的复合型高级管理人才。对

于这类人才的综合素质要求，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１）良好的道德素养

工程管理 （尤其是一些重大工程的管理），不仅关系到投入的建设资金能否得到合理地

运用，还关系到国家、社会和环境的综合效益。对于国际工程，更涉及相关的国际影响。因

此，工程管理人才要有良好的道德素养，即要有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要有良好的职业道

德，积极进取，肯于钻研，不怕困难，乐于奉献，敢于向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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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良好的身体素质

工程项目一旦启动，要求在一定的时间内完成，而所规定的时 间 通 常 又 比 较 紧 张，同

时，由于工作任务量大、涉及面广，协调管理工作复杂，工地现场条件艰苦，需要工程管理

人才具有健康的体魄，才能胜任工程现场管理工作。
（３）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

在管理工作职能中，组织和领导是其中的两项重要职能。工程管理人才需要具有良好的

组织能力和较强的领导才能，组织和激励下属发挥其最大潜能。
（４）较强的人际沟通能力

工程建设不仅涉及组织内部各个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通常还涉及许多利益相关者，例

如投资方、业主方、设计方、承包方、用户、社区民众及政府监管部门等。工程管理人才需

要具备出色的 沟 通 协 调 能 力 和 良 好 的 人 际 交 往 能 力，才 能 在 复 杂 的 工 程 管 理 活 动 中 游 刃

有余。
（５）较强的团队协作精神

工程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的专业领域多、知识面广，需要各种专业人才的

团结协作，工程管理人才除了要负责本职工作外，还要与其他专业人员密切合作。因此，工

程管理人才既需要具备独立开展工作的能力，又需要有较强的团队协作精神。
（６）较强的持续学习与创新能力

随着现代经济社会 的 不 断 发 展 和 科 学 技 术 的 不 断 进 步，工 程 建 设 领 域 的 新 技 术、新

材料、新设备、新工艺不 断 涌 现，新 的 政 策 法 规 的 颁 布 及 已 有 政 策 法 规 的 变 更 调 整 时 有

出现。工程管理人 才 不 但 要 具 备 终 身 学 习、持 续 学 习 能 力，及 时 将 新 技 术、新 材 料、新

设备、新工艺应用 到 工 程 建 设 之 中，跟 踪 政 策 法 规 的 变 化 并 研 究 其 对 工 程 建 设 的 影 响；
而且还要有创新精 神。创 新 意 味 着 速 度，创 新 意 味 着 新 的 利 润 增 长 点，创 新 意 味 着 核 心

竞争力。
（７）较强的环境保护意识

面临人口增长迅速、资源趋向枯竭、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继续失衡、人类生存环境不断

恶化的现状，工程管理人才要有环保意识。在工程立项、技术选择、材料使用等方面，要选

择可持续发展的项目、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技术、可再生／可循环使用的材料等。一切必须有

利于人类的生存环境。
总之，良好的道德素养是前提，健康的体魄和坚强的毅力是保证，组织协调能力、人际

沟通能力是成功要素，团队协作精神是基础，持续学习和创新能力是关键。

２ 工程管理人才知识体系

工程管理是将管理科学应用到工程建设领域，运用工程学、工程技术知识、数学、系统

科学及社会科学知识，对工程建设中的人员、材料、设备、技术、能源和信息等组成的各种

系统进行计划、组织、协调和控制的一门学科。其涉及的知识领域如图１－４所示。
为适应社会发展及工程建设管理的需求，工程管理专业人才应该具有工程技术、管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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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　工程管理知识领域

学、经济理论、法律法规四大知识体系。
（１）工程技术知识

工程管理专业人才要掌握工程制图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工程测量的原理、方法和技能，
土木工程的基本组成和构造，工程力学及工程结构的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建筑材料、设备

性能与选择、施工技术，以及城市规划及其管理的基本知识。
（２）管理理论和方法

工程管理人才要掌握运筹学、管理学原理和方法，建筑企业战略管理、营销管理、财务

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工程项目招标与投标、造价管理、质量管理、进度

管理、合同管理、风险管理、信息管理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以及国际工程管理知识。
（３）经济理论和方法

工程管理人才要掌握经济学、工程经济学和预测决策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工程计量及造

价确定的原理和方法，项目融资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以及统计分析的基本知识和方法。
（４）法律法规知识

工程管理人才要熟悉经济法、合同法、民法及商法等法律，更要掌握工程建设法律法规

的主要内容，例如 《建筑法》、《招投标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安全生产

管理条例》等；还要熟悉涉外工程建设法律制度。

３ 工程管理人才技能结构

同样是工程管理人才，处于不同的层级，对其技能结构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根据罗伯

特·凯茨 （ＲｏｂｅｒｔＬＫａｔｚ）的研究，高层管理人员首先要具备管理概念，其次是处理人际

关系的技巧，最后才是技术；中层管理人员首先要具备处理人际关系的技巧，其次是管理概

念，最后才是技术；而低层管理人员首先要具备技术技能，其次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技巧，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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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才是管理概念。图１－５粗略地表示了高、中、低３级管理人员的技能结构。

图１－５　高、中、低３级管理人员的技能结构

１—基本水平；２—平均水平；３—良好水平；４—精通水平

需要注意的是，图１－５只是高、中、低３级管理人员技能结构的相对比例，即各技能

在总技能中的相对分量，并没有明确每项技能应具备什么样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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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章　工程管理专业教学体系

工程管理是将管理科学的原理和方法等应用到工程建设领域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它既涉

及管理科学，又涉及工程技术；但不是二者的简单叠加，而是工程技术与管理科学的有机结

合。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工程管理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是：培养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掌握

工程管理学科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获得工程管理技能的基本训练、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的高级专门人才。
理想的工程管理专业人才应具有合理的知识结构和良好的工程管理素质。在相应的人才

培养体系中，需要在完善理论教学体系的同时，特别加强实践教学体系的建设。前者是为了

满足工程管理专业人才的知识体系要求，而后者是通过实践方式，力图将知识转化为技能和

素质，从而培养出兼具深厚理论基础和良好实践能力的应用型人才。

２１　课程体系

２１１　课程体系框架

为了培养懂技术、会管理、善经营的工程管理高级人才，工程管理专业的课程体系中除

设置数学、逻辑思维、思想政治、外语、计算机及文体、艺术等基础素质类课程外，主要设

置工程技术、经济、管理和法律法规等４类课程，如图２－１所示。

图２－１　工程管理专业课程体系框架



基础素质类课程是工程管理专业人才素质的基础，而工程技术类、经济类、管理类、法

律法规类课程则是构建工程管理专业人才综合素质的四大支柱。就像高楼大厦一样，工程管

理专业人才不仅需要有一个厚实稳固的地基基础，还需要有４个强有力的支柱。

２１２　课程分类

根据工程管理专业人才的知识体系和课程体系框架，工程管理专业的理论教学课程分类

见表２－１。

表２－１　工程管理专业的理论教学课程分类

能力与素质 课程类别 主 要 课 程

通识

教育

数学与

逻辑思维

思想政治

外语

计算机

其他

基础素质类课程

高等数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线性代数、逻辑学等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毛 泽 东 思 想 概 论、邓 小 平 理 论 和 “三 个 代 表”重

要思想概论、政治经济 学 原 理、形 势 教 育、军 事 理 论、大 学 生 思 想 修 养

与职业道德教育等

英语 （或其他语种）读写、听说等

计算机文化基础、ＶＢ语言、Ｃ语言、数据库、计算机网络等

法律基础及文体、艺术类课程等

专
业
知
识
与
技
能

工程技术

知识与技能
工程技术类课程

工程测 量、计 算 机 辅 助 工 程 制 图 （ＡｕｔｏＣＡＤ）、工 程 力 学、建 筑 材 料、

土木工程概论、建筑设备、建筑结构、施工技术、土力学与地基基础等

经济知识 经济类课程
经济学、工程经济学、房 地 产 经 济 学、应 用 统 计 学、会 计 学 原 理、国 际

贸易与金融等

管理

知识与技能
管理类课程

管理学原理、管理运筹学、施工组织学、建筑企业管理、建设项目管理、

建设工程招投标与合 同 管 理、建 设 项 目 评 估、建 设 工 程 风 险 管 理、建 设

工程监理、建设工程质 量 管 理、建 设 工 程 造 价 管 理、项 目 融 资、国 际 工

程管理、房地产估价、房 地 产 开 发 与 经 营、管 理 沟 通、财 务 管 理、战 略

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等

法律法规知识 法律法规类课程 经济法、建设法规、国际经济合作法律基础等

计算机

操作技能
计算机应用类课程 管理信息系统、ＥＲＰ概论、工程管理应用软件等

２２　实践教学体系

２２１　实践教学体系框架

实践教学体系包括课程实践、实习、毕业设计 （论文）三大部分。课程实践是指伴随课

堂教学而开展的实践教学活动，例如课程设计、专题研究、案例分析、实验模拟、实景观摩

等。实习是在课程学习过程中针对所学知识集中时间进行的专门实践教学活动，包括３个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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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认识实习、专业实习和毕业实习。毕业设计 （论文）是在理论学习和实习的基础上提出

问题，解决问题，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应用的过程。三大部分的实践教学各有侧重，共同构

成一个系统的实践教学体系，如图２－２所示。

图２－２　工程管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框架

２２２　实践教学原则

１ 实践教学的总体原则

实践教学要体现 “以学生为主体”的理念，密切联系学生、学校和社会 需 求 的 实 际 情

况，充分利用学校和社会的资源，培养出满足当今社会需求的工程管理专业人才。

实践教学密切联系学生的实际情况，就是要根据学生的兴趣和职业发展趋势，开展一系

列确实能够提高学生工程管理技能的实践教学活动，激发和提高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并取得

良好的学习效果。

实践教学密切联系学校的实际情况，就是要综合考虑学校的资源配置情况，深化专业教

学实践改革，在教学环节中合理安排实践教学内容和时间，使实践教学活动得到良好的硬件

和软件保证。

实践教学除依靠学校外，更需要社会 （特别是企业）的支持。学校培养的学生最终要面

向社会，是要为社会服务的。满足社会需求是学校办学的主要目标。为了培养更多优秀的综

合型人才，需要学校更多地与社会实际密切联系，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实践环境和 机 会。为

此，应通过多种形式密切关注企业的各种需求，从中选定企业急需解决、学生能够完成的实

践课题，“真题真做”。这样，既能为企业解决难题，还能为学生提供实战的机会。在条件允

许的情况下，应尽可能通过建立校企合作关系、实习基地等方式，形成稳定的校外实践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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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２ 实践教学的具体原则

（１）以社会需求为导向

工程管理专业的教学目标是培养社会需要的工程管理专业人才；因此，实践教学活动要

以社会对工程管理专业人才的需要为导向，要根据社会对工程管理专业人才的能力要求科学

设计实践教学内容和方式，并在实践教学过程中注重工程管理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扎实掌握。
现代社会是终身学习的社会，学生的在校学习仅仅是一个基础。实践教 学 除 了 授 之 以

鱼，还应授之以渔，注重自我拓展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以满足学生毕业参加工作后自主

学习的需要。
（２）激励学生自主实践

传统的教学模式是以教师传授知识为主。这种教学模式尽管可以使学生在短期内掌握大

量的知识，但由于学生在教学的各个环节中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容易使广大学生形成被动思

维方式，缺乏对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和素质的培养。
为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各个高等院校均在改革人才培养模式，使教学从传

统的知识传授模式转变为教师指导下由学生自主构建知识体系的模式，更多地将过去比较注

重对知识的继承、传授和掌握转变到知识、能力的协调发展和素质的培养上来。在这种理念

下，实践教学必须结合专业特点，围绕 “自主学习策略”和 “学习环境”两个方面创设情

景，使学生在学习中体现其主体地位，发挥其主动性、积极性，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培养

学生的创新能力。
（３）落实全面与持续实践

要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全面贯穿实践教学活动，并将实践教学活动循序渐进、持续深入地

开展下去。要将课程实践、认识实习、专业实习、毕业实习和毕业设计 （论文）等过程有机

地结合起来，使课程实践贯穿于课程教学的始终；使实习由浅入深、由简单到综合、由操作

到创造，逐步开展；而毕业设计 （论文）则主要检验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
实践教学方式多种多样，可以是集中实习与分散实习相结合、现场实战与网络模拟相结

合、被动视听与互动参与相结合等。
（４）强化全过程指导与监控

为了保证实践教学质量，需要以实践教学指导教师 （或指导小组）为主体，以培养学生

工程管理操作技能、创新能力为目标，对实践教学的各项活动、各个环节进行指导和监控。
同时，鼓励学 生 的 自 控 和 同 学 之 间 的 相 互 指 导、监 督，还 要 发 挥 实 践 单 位 的 指 导、监 控

作用。
全过程指导与监控要落实到部门、教师和学生，落实到具体环节，形成制度，固化在培

养计划、教学大纲和实践教学指导书中；要建立定期的检查、考评制度，确保实践教学取得

良好效果。
（５）培养团队协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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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管理活动，涉及的专业领域多、知识面广，需要各种人才的密切

配合。因此，要求 工 程 管 理 人 才 既 要 具 有 独 立 开 展 工 作 的 能 力，又 要 有 极 强 的 团 队 协 作

能力。
在现代社会中，团队协作能力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素质。作为工程管理人才，在学习过程

中不仅要培养自己独立开展工作的能力，更要通过各种实践活动培养团队协作精神。这种团

队协作不仅体现在学习过程中的小组活动、班级活动，进入到企业进行实践后，团队协作更

扩大到所在 部 门 或 项 目 组；因 此，与 实 习 单 位 有 关 员 工 的 团 队 协 作 也 是 一 种 重 要 的 锻 炼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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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篇　课 程 实 践

课程实践是结合课程的理论教学而设置的教学活动，是课程教学过程中十分必要的一个

环节。能否利用好这一重要的教学环节，将直接影响到课程的教学质量。

为使各门课程的实践教学取得良好效果，需要深入研究各门课程之间 的 关 系，构 建 科

学、合理的实践教学体系，编制课程实践教学计划，并通过科学的组织和严格的过程控制进

行落实。

第３章　课程实践教学体系

课程实践不同于实习和毕业设计 （论文）等实践教学环节，它是结合某门课程的理论教

学，在课程教学过程中进行的实践活动；以课程设计、专题研究、案例分析、实验模拟、实

景观摩等为基本方式，目的是加深学生对该课程内容的理解，使其能够掌握和应用所学知

识，同时在实践中激发创新意识，培养团队协作能力。

从某种程度上讲，一门课程的实践教学是学生在专业技能或业务能力 方 面 的 训 练。例

如，在 “施工组织学”课程教学中安排Ｐｒｏｊｅｃｔ软件的实际操作，将有助于提高学生对建设

工程项目进行计划、组织及控制的能力；在 “建设工程监理”课程教学中安排工地会议的情

景模拟，将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技能。

３１　课程实践教学体系及其目的和作用

３１１　课程实践教学体系

工程管理课程实践教学体系由基础素质类课程实践、专业基础类课程实践和专业类课程

实践３部分组成。各部分之间应相互衔接，逐步深化，共同构成一个目标明确、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效果显著的课程实践教学体系。



１ 基础素质类课程实践

基础素质类课程实践是指在数学与逻辑思维、思想政治、外语、计算机、法律、文体及

艺术等公共基础课程教学中，通过数学建模竞赛、社会调查、外语演讲比赛、计算机操作、
军训、艺术比赛等多种形式，培养学生的基本技能和良好素质，从而为造就工程管理专业高

级人才奠定扎实的基础。

２ 专业基础类课程实践

专业基础类课程实践是指在工程技术、经济、管理基础、法律法规及计算机应用类课程

教学中，通过课程设计、案例分析、实验模拟、实景观摩等方式培养学生掌握工程管理专业

基础知识，并初步训练其工程管理的基本技能。

３ 专业类课程实践

专业类课程实践是指在建设项目管理、建筑企业管理、国际工程管理、房地产开发与经

营等方向的专业课程教学中，通过课程设计、专题研究、案例分析、实验模拟、实景观摩等

方式培养学生理解掌握工程管理专业知识，并训练其工程管理专业技能。

３１２　课程实践教学的目的和作用

课程实践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应用能力，同时可以提高学生的实

践能力。结合具体的课程设置，课程实践教学环节的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 有利于学生深入理解特定的知识

课程实践伴随着具体的课程。由于每门课程都反映一个特定的知识领域，因此每门课程

的实践具有很强的针对性。通过课程实践，有利于学生将抽象化、理论化的书本知识转化为

具体的、实用的知识，同时可以使所学习的相关理论在实践中得到检验。

２ 有利于拓展课程教学内容

由于受教学时数、教学方式等因素的限制，单纯的课堂理论教学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教

学信息量的增加和学生实践能力的提高。通过课程实践，不仅能够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而且还可以在有限的教学时数中拓展和丰富教学内容。

３ 有利于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水平的提高，以及教学观念的转变和教学方式的改革，人们已不

能满足于传统的说教式教学，案例分析、专题研究、情景模拟等教学方式为大家所接受和喜

爱。通过这些灵活、生动、有趣的教学方式，可以进一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促进课堂教学

效果的提高。

４ 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和创新精神

课程实践教学是为了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技能和专业技术素养，以便于毕业后能够更快

地适应工程管理实际工作。同时，通过课程实践，能够培养学生的表达能 力、独 立 思 考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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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知识应用能力、团队协作能力与创新精神。
总之，课程实践不仅有利于学生加深对抽象工程技术原理和管理理论知识的理 解 和 认

识，而且有利于培养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品质，以及提高综合素质。

３２　课程实践教学方式

课程实践教学方式多种多样，可以归纳为课程设计、专题研究、案例分析、实验模拟、
实景观摩等几种方式。其学时可以包含在理论教学总学时数内，也可以单独作为一门课程开

设。单独开设时，可采用集中实践的方式，在１ ２周内完成。

３２１　课程设计及其考核方式

１ 课程设计及其考核内容

课程设计是根据各门课程特点而设计的，旨在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

题能力的大作业 （Ｐｒｏｊｅｃｔ）。原则上，每门专业课程都应要求学生进行一次课程设计，从而

强化课堂教学效果和训练学生对所学知识的运用能力。课程设计由任课教师布置，一般采取

独立作业或分组 （２ ３人）作业的形式进行。
课程设计成果一般为课程设计报告。其主要考核内容包括：① 课程教学内容及重点的

理解和掌握程度；② 所学知识的运用能力；③ 分析和解决相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④ 观点

的明确程度、材料的翔实性、论据的充分性；⑤ 设计报告结构的合理性和文笔的流畅性。

２ 课程设计考核方式与标准

考核方式以任课教师评阅为主，适当引入同学互评，最终成绩由两种考核成绩按照一定

权重加权平均得出。考核结果可按优秀、良好、中等、及格和不及格５级划分。其中，优秀

和及格可参照以下标准评定。

 优秀———能够深入理解和掌握课程教学内容及重点，并运用所学知识正确分析课程

设计任务书中所提出的问题；课程设计报告结构合理，层次清楚，文笔流畅，观点明确，论

据充分，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具有可操作性。

 及格———能够基本掌握课程教学内容，并运用所学知识分析课程设计任务书中所提

出的问题；课程设计报告结构较合理，层次较清楚，语句通顺，观 点 较 明 确，有 一 定 的 论

据，能够理论联系实际。

３２２　专题研究及其考核方式

１ 专题研究及其考核内容

专题研究是针对课程教学中某些重点、难点及有争议的问题而进行的较深入的 专 门 研

究。专题研究不仅能够引导学生深入理解课程教学所涉及的知识，而且能够培养学生查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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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文献资料的技能、掌握基本的科学研究方法，进而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专题研究课题

可以由任课教师布置，也可以由学生自己提出。一般采取分组的形式进行专题研究。
专题研究成果可以是专题研究报告，也可以是论文。其主要考核内容包括：① 所提问

题的明确程度；② 国 内 外 相 关 文 献 综 述 的 深 度 和 广 度；③ 观 点 的 明 确 程 度、论 据 的 充 分

性；④ 专题研究报告或论文结构的合理性和文笔的流畅性；⑤ 专题研究报告或论文的创新

程度。

２ 专题研究考核方式与标准

考核方式以任课教师对专题研究报告或论文进行评阅为主，结合学生在课堂上进行陈述

答辩的表现，最终成绩由两种考核成绩按照一定的权重 （例如７０％和３０％）加权平均得出。
专题研究报告或论文评阅成绩和课堂答辩成绩均可按优秀、良好、中等、及格和不及格５级

划分。
（１）专题研究报告或论文考核标准

如果专题研究论文能够在公开发行的学术期刊上发表，可以考虑将其评阅成绩 定 为 优

秀；否则，参照下列标准评定。

 优秀———能够准确地 把 握 所 研 究 的 问 题，全 面、系 统 地 综 述 国 内 外 相 关 文 献 资 料；
观点新颖，论据充分；报告或论文结构合理，层次清楚，文笔流畅。

 及格———能够基本把握所研究的问题，比较全面、系统地综述国内外相关文献资料；
观点较明确，有一定的论据；报告或论文结构较合理，层次较清楚，语句通顺。

（２）课堂答辩考核标准

在专题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专题研究报告或论文的答辩，可以交流和碰撞不同的思想观

点，有利于学生拓展思维空间，从不同的角度思考相关问题，最终加深对有关问题的理解。
采用课堂答辩的形式，可以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

课堂答辩可以选３ ５名学生组成答辩小组，由小组成员独立评分，然后平均各位答辩

小组成员评定的成绩，作为课堂答辩的最终成绩；必要时，由任课教师作出调整。课堂答辩

成绩可参考下列标准评定。

 优秀———答辩工作准备充分，观点阐述思路清晰、简明扼要；对所提问题反应敏捷，
回答正确；小组成员表现出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

 及格———答辩工作准备较充分，观点阐述思路比较清晰；能够回答所提问题；小组

成员之间有一定的团队协作精神。

３２３　案例分析及其考核方式

１ 案例分析及其考核内容

案例分析主要是通过分析典型案例总结成功经验，找出问题所在，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

法和建议。具体做法：由教师介绍案例或提前将案例发给学生，提出一些问题，引导学生进

行分析；学生在必要时通过查找相关资料，以书面形式或在课堂上交流讨论的方式提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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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点或看法。通过案例分析，可以使抽象概念具体化、深奥理论形象化、复 杂 问 题 简 明

化，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所学内容，产生对教学内容的浓厚兴趣，进而主动自觉地融入到教

学活动中。案例分析教学是一种间接的 “实习”，能够启发学生的思维，引导学生进行自主

学习，培养学生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
案例分析可以由学生提交书面分析报告，也可以通过课堂上的交流讨论进行考核。其主

要考核内容包括：① 对案例分析方法的掌握程度；② 对所提供资料的运用程度；③ 结论和

见解的合理性和独到之处；④ 案例分析报告的撰写质量或课堂交流讨论的表现。

２ 案例分析考核方式与标准

考核方式以任课教师评阅案例分析报告或考核课堂交流讨论的表现为主。在课堂交流讨

论的考核中 可 以 适 当 引 入 同 学 的 互 评，最 终 成 绩 由 两 种 考 核 成 绩 按 照 一 定 的 权 重 （例 如

７０％和３０％）加权平均得出。案例分析考核成绩可以单独计算，也可以纳入平时学习成绩

中一并考虑。单独考核成绩可按优秀、良好、中等、及格和不及格５级划分。其中，优秀和

及格可参照以下标准评定。

 优秀———能够熟练掌握案例分析方法，充分运用所提供的资料。提交的分析报告结

构严谨，逻辑性强，文笔流畅，分析透彻，见解独到，结论合理；或者在课堂交流中准备充

分，积极参与，表达流畅，层次清晰，语言准确，见解独到，结论合理。

 及格———基本掌握案例分析方法，能够运用所提供的资料。提交的分析报告结构基

本合理，有逻辑性，语句通顺，有一定的独到见解；或者在课堂交流中能够参与表达，有一

定的独到见解。

３２４　实验模拟及其考核方式

实验模拟可分为实验室实验和模拟练习两种形式。

１ 实验室实验

（１）实验室实验及其考核内容

实验室实验是指在实验室中通过实验验证所学理论知识的过程。进行实验时，可以采用

教师演示、同学观察的方式，也可以在实验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采用同学分组进行的方式。

完成实验后，通常需要学生提交实验报告。其主要考核内容包括：① 实验原理的掌握

程度；② 实验操作方法的准确性；③ 实验结果的正确性及分析结论。
（２）实验室实验考核方式与标准

考核方式以任课教师评阅为主。考核成绩可按优秀、良好、中等、及格和不及格５级划

分。其中，优秀和及格可参照以下标准评定。

 优秀———能够熟练掌握实验原理，操作方法正确，具有完整的实验记录，数据处理

得当，实验结果正确，并能够合理地解释实验结果。

 及格———基本掌握实验原理，操作方法基本正确，有实验记录，实验结果及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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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正确。

２ 模拟练习

（１）模拟练习及其考核内容

模拟练习可分为虚拟现实模拟和情景模拟两种。前者是通过计算机系统进行模拟，例如

应用项目管理软件编制施工组织设计，应用模拟施工软件不断改进施工过程管理等；后者则

是在课堂或实验室进行面对面的角色模拟 （ＲｏｌｅＰｌａｙ），例如将学生分为两组进行招投标模

拟，一组扮演业主，另一组扮演承包商，双方进行合同谈判等。
模拟练习的主要考核内容包括：① 准备工作的充分程度；② 模拟操作的准确性或角色

表现；③ 模拟结果的正确性。
（２）模拟练习考核方式与标准

考核方式以任课教师考核为主，可以适当引入同学的互评，最终成绩由两种考核成绩按

照一定的权重 （例如７０％和３０％）加权平均得出。考核成绩可按优秀、良好、中等、及格

和不及格５级划分。其中，优秀和及格可参照以下标准评定。

 优秀———模拟准备工作充分，模拟操作方法正确或角色表现突出，模拟结果正确。

 及格———模拟准备工作较充分，模拟操作方法基本正确或角色表现较好，模拟结果

基本正确。

３２５　实景观摩及其考核方式

实景观摩包括现场参观和录像观摩两种。

１ 现场参观

（１）现场参观及其考核内容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带领学生到现场进行直观教学，可以补充和丰富课堂教学所获得

的知识，并能使理论与实践紧密相结合，从而为学生提供一个 “感知—思维—认识”的学习

途径。
现场参观的主要考核内容包括：① 现场表现 （出勤、纪律情况）；② 参观报告 （书面

报告或课堂交流）。
（２）现场参观考核方式与标准

考核方式以任课教师考核为主，可以适当引入同学的互评，最终成绩由两种考核方式按

照一定的权重 （例如７０％和３０％）加权平均得出。考核成绩可按优秀、良好、中等、及格

和不及格５级划分。其中，优秀和及格可参照以下标准评定。

 优秀———现场表现好，参观报告条理清楚，观点明确，见解深刻。

 及格———能够按时出勤，遵守纪律，参观报告内容完整，有一定见解。

２ 录像观摩

（１）录像观摩及其考核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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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费用、安全、季节、时间、距离等方面的原因，不适合带领学生到现场进行参观学

习时，采用录像观摩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直观教学方式。采用录像观摩方式，不仅省时、安

全、节省费用，而且可以消除季节和距离等方面的障碍。
录像观摩的主要考核内容包括：① 出勤、纪律情况；② 观摩报告 （书面报告或课堂交

流）。
（２）录像观摩考核方式与标准

录像观摩的考核方式与标准类似于现场参观的考核方式与标准。

·２２· 工程管理实践教程



　　

第４章　主要专业课程实践教学指南

各门课程的实践教学不能拘泥于某一种教学方式，任课教师可以根据课程性质、教学内

容、学时等情况综合运用课程设计、专题研究、案例分析、实验模 拟、实 景 观 摩 等 教 学 方

式。考虑到课程内容的完整性，在以下具有代表性的专业课程实践教学指南中，不同课程的

实践教学内容有一定的交叉重复，可供教学中参考和选用。

４１　建设项目管理

建设项目管理实践教学的主要目的是使学生在加深理解建设项目业主方全过程管理内容

的基础上，着重掌握建设项目前期策划与可行性研究、建设项目管理组织模式、建设项目监

理单位的选择、建设项目施工前期管理及建设项目后评价等内容和方法，培养学生关于建设

项目管理方面的实际操作技能和创新意识。
根据实践教学内容的不同，建设项目管理实践教学可采用课程设计、专题研究、案例分

析、实验模拟、实景观摩等方式，不同教学内容可选用的实践教学方式见表４－１。

表４－１　 “建设项目管理”实践教学方式

教学方式

教学内容
课程设计 专题研究 案例分析 实验模拟 实景观摩

建设项目策划与可行性研究 √ △ △

建设项目管理组织模式分析 √ △ △

建设项目监理单位的选择 △ △ √

建设项目施工前期管理 △ √

建设项目后评价 √ △

　　注：标有 “√”的为首选教学方式，标有 “△”的为可选择的其他教学方式。

４１１　建设项目策划与可行性研究课程设计

１ 教学准备

任课教师准备一份拟投资项目的基本背景资料，包括项目所在地社会经济、产业结构及

自然环境概况，投资规模及意向，城市规划及工程建设相关法律法规等；按课程进度情况，
提前２周 将 上 述 资 料 发 到 为 本 课 程 建 立 的 公 共 电 子 邮 箱，要 求 学 生 下 载 后 熟 悉 上 述 资 料



内容。

２ 教学组织

根据课程教学进度，讲授完建设项目策划与可行性研究的基本内容后，进行课程设计任

务布置。学生每７ １０人分为一组，每组推选一位组长。课程设计实行组长负责制，小组

成员分工完成建设项目策划与可行性研究的相关内容。

３ 成果内容及要求

本课程设计应在３周内完成，每组在课程设计结束时应分别提交一份课程设计报告，包

括 “××建设项目策划书”和 “××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策划书中应解决项目

定义 （项目用途和基本内容）、项目定位 （项目建设规模及建设标准等）、项目组成等问题；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应包括市场预测、建设规模与产品方案、工程方案、环境影响评价、劳

动安全卫生与消防、项目实施进度、投资估算、财务评价、国民经济评价、社会评价、风险

分析等内容，并最终给出项目建设是否必要、是否可行、是否合理的结论。

课程设计报告的要求：项目策划书的内容完整，对项目定义、项目定位及项目组成有比

较合理的解释和说明，并有必要的数据支持；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格式和主要内容符合建

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要求，数据分析完整合理 （并注明原始数据来源），结论明确可靠。

４１２　建设项目管理组织模式专题研究

１ 教学准备

任课教师准备一份建设项目管理组织模式专题讨论提纲；按课程进度情况，提前１周将

讨论提纲发到为本课程建立的公共电子邮箱，要求学生根据讨论提纲收集相关资料，进行专

题研究。研究的内容可包括：常见建设项目管理组织模式及其特点和适用条件，政府投资工

程项目的特点，政府投资工程项目管理的国际惯例，我国政府投资工程项目管理模式的改

革等。

２ 教学组织

学生可以分组 （每组３ ５人分工完成），也可以独立完成专题研究报告或论文。根据

课程教学进度，在学时允许的情况下，教师可在课堂教学中组织学生进行答辩。随 机 抽 取

３ ５位同学针对某一议题进行阐述 （以小组为单位的，发言人也由教师随机确定，组内其

他同学可进行补充发言）。在答辩过程中，发言人需随时回答教师和其他同学提出的问题。

每个议题答辩完成后，需要教师进行总结发言，明确其中的有关概念和问题。如果学时比较

紧张，在课堂教学中无法安排答辩的情况下，可以让学生提交专题研究报告或论文。

３ 成果内容及要求

无论是专题研究报告还是论文，要求所总结的建设项目管理组织模式全面、合理，其特

点和适用条件分析透彻；对我国政府投资工程项目管理模式的改革建议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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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３　选择建设项目监理单位的实验模拟

１ 教学准备

任课教师准备一份××建设项目的基本背景资料，包括该项目的基本概况、业主需委托

的监理范围等；按课程进度情况，提前１周将上述文件发到为本课程建立的公共电子邮箱，
要求学生下载后熟悉上述文件内容，收集建设项目监理招标相关文件资料。

２ 教学组织

根据课程教学进度，在讲授完建设项目监理招标的基本内容后，布置题目为 “××建设

项目监理招标”的实验模拟。学生每３ ５人分为一组，每组推选一位组长，实行组长负责

制。小组成员分工完成建设项目监理招标的相关工作内容。
由于招标与投标的密切关系，项目监理招标最好能结合 “建设工程监理”课程中有关项

目监理投标的相关内容，进行建设项目监理招标与投标的情景模拟。学生每３ ５人分为一

组，其中一组代表项目业主，完成项目监理招标的相关工作；其他各组分别代表不同的投标

单位，完成项目监理投标的相关工作。

３ 成果内容及要求

项目监理招标的主要工作内容包括：招标方式的确定、合同结构的选择、招标文件的编

制、投标单位资格预审、评标细则的制定等。如果是招标与投标的综合情景模拟，项目监理

招标的工作内容还包括评标模拟、评标报告的编制、中标通知书的发出，以及项目监理合同

谈判与签订等。
情景模拟的要求：招标方式与合同结构的分析选择合理，招标 文 件 内 容 完 整、有 针 对

性，投标单位资格预审内容系统、科学，评标细则内容完整、评分值分配合理。在招标与投

标综合情景模拟的情况下，各投标单位的投标书应符合响应性投标的要求；配备的监理人员

满足招标项目的监理要求，监理方案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监理报价合理；评标过程符合

国家法律法规要求，能够按照评标细则要求公正地进行评标；所签订的合同内容完整严密。

４１４　建设项目施工前期管理案例分析

１ 教学准备

任课教师准备一份××建设项目施工前期管理的案例资料，包括建设规划设计 报 批 材

料，建设用地规划许可报批材料，建设用水、用电、通信、天然气、中水设施等报批材料，
施工许可报批材料等；按课程进度情况，提前１周将上述材料发到为本课程建立的公共电子

邮箱，要求学生下载并熟悉案例资料。
学生可以围绕以下问题进行准备：

① 建设规划设计的申报条件和程序；

②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办理条件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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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建设用水、用电、通信、天然气、中水设施等办理条件和程序；

④ 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的办理条件和程序。

２ 教学组织

根据课程教学进度，在讲授建设项目施工前期管理内容时，引入案例分析。学生在进行

案例分析时，针对教师提供的案例资料，从建设规划设计，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建设用水、
用电、通信、天然气、中水设施，建设工程施工许可等方面分析其报批条件和程序，总结其

成功之处，提出应改进之处；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
案例分析应以启发学生发言为主，教师进行适当点评和总结。

３ 成果内容及要求

学生应针对教师所提供的案例资料，准确地总结出建设项目施工前期管理的成功和需改

进之处，提出的建议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最后还能归纳出建设项目施工前期管理的主要

工作内容和具体流程。

４１５　建设项目后评价课程设计

１ 教学准备

任课教师准备一份××建设项目的基本背景资料，包括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设计文

件 （包括概预算资料）、合同文件、施工过程中的变更材料及结算资料、竣工验收文件、竣

工决算报告、运营期有关资料等；按课程进度情况，提前２周将上述资料发到为本课程建立

的公共电子邮箱，要求学生下载后熟悉上述资料内容。

２ 教学组织

根据课程教学进度，讲授完建设项目后评价的基本内容后，进行课程设计任务布置。学

生每５ ８人分为一组，每组推选一位组长。课程设计实行组长负责制，小组成员分工完成

建设项目后评价的相关内容。

３ 成果内容及要求

本课程设计应在２周内完成，每组在课程设计结束时应分别提交一份 “××建设项目后

评价”报告。项目后评价报告应包括过程后评价和效益后评价两个方面。过程后评价应对建

设项目的立项决策、设计施工、竣工投产、生产运营等全过程进行系统分析，找出差异及其

产生的原因，并针对问题提出解决办法；效益后评价应利用项目投产运营后的实际数据计算

评价指标，然后与可行性研究报告中的相应指标进行比较，找出差异及其产生的原因，并针

对问题提出解决办法。
项目后评价报告的要求：内容应完整，既要进行建设过程后评 价，还 要 进 行 效 益 后 评

价；分析要准确，尤其是数据分析要正确；问题分析切中要害，产生原因分析透彻；解决问

题的建议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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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建筑企业管理

建筑企业管理实践教学的主要目的是使学生巩固建筑企业管理基础知识，掌握建筑企业

管理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培养学生综合应用专业技术知识的能力和创新意识。
建筑企业管理课程应重点强调３个方面的内容：企业战略制定、生产组织和市场经营。

根据实践教学内容的不同，建筑企业管理实践教学可采用课程设计、专题研究、案例分析、
实验模拟、实景观摩等方式，不同教学内容可选用的实践教学方式见表４－２。

表４－２　 “建筑企业管理”实践教学方式

教学方式

教学内容
课程设计 专题研究 案例分析 实验模拟 实景观摩

建筑企业战略管理 √ △
建筑企业管理组织 √ △ △
建筑企业人力资源管理 √ △ △
建筑企业投标承包和合同管理 △ √
建筑企业市场营销 √ △

　　注：标有 “√”的为首选教学方式，标有 “△”的为可选择的其他教学方式。

４２１　建筑企业战略管理专题研究

建筑企业战略管理专题研究是为了深化学生的建筑企业管理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强化

学生独立、自主的学习能力。其主要目标是：① 掌握建筑企业战略管理过程；② 掌握建筑

企业战略的制定、实施和控制。

１ 教学准备

任课教师准备一份××建筑企业战略管理专题讨论提纲；提前１周将讨论提纲发给学

生，要求学生根据讨论提纲收集相关资料，进行专题研究。研究的内容可包括：如何提高建

筑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如何制定建筑企业的发展战略；如何应用ＳＷＯＴ 分析方法，影响战

略选择的关键因素等。

２ 教学组织

学生可以分组 （每组５ ７人）分工合作完成，也可以独立完成专题研究报告或论文。
在学时允许的情况下，教师可在课堂 教 学 中 组 织 学 生 进 行 报 告 和 交 流 （提 问 和 回 答 问 题）。
学生针对某一议题进行阐述 （５ １０分钟）和回答问题 （３ ５分钟）；教师主要引导提问，
最后进行总结发言，明确其中的有关概念和问题。

３ 成果内容及要求

学生提交的专题研究报告或论文应包含专题研究的目的、要解决的问题、采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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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观点和结论。无论是专题研究报告还是论文，所研究的专题应该有一定的深度，观点明

确，结论合理。

４２２　建筑企业管理组织课程设计

建筑企业管理组织课程设计是为了强化学生对管理组织理论知识的运用，从而提高学生

的实践能力。其主要目标是：① 理解建筑企业管理组织设计所考虑的因素；② 掌握建筑企

业管理组织设计的原则和方法。

１ 教学准备

任课教师准备一份××建筑企业的基本背景资料，包括企业所在地的社会经济、产业结

构及自然环境概况，企业发展战略，企业规模等；提前２周将上述资料发给学生，要求学生

根据上述资料内容进行课程设计。

２ 教学组织

教师讲授完建筑企业管理组织的基本内容后，布置题目为 “建筑企业管理组织”的课程

设计任务。课程设计分组进行，每组７ １０人，小组成员分工完成建筑企业管理组织的相

关内容。

３ 成果内容及要求

本课程设计应在２周内完成，每组提交一份课程设计报告。建筑企业管理组织设计报告

中应解决企业领导体制、组织系统、职能部门的设置等问题，并最终提出合理的管理组织设

计方案。课程设计报告应内容完整，对提出的设计方案有比较合理的解释和说明。

４２３　建筑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课程设计

建筑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课程设计是为了强化学生对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知识的运用，从而

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其主要目标是建筑企业绩效考核体系的设计。

１ 教学准备

任课教师准备一份建筑企业的基本背景资料，包括企业所在地的平均工作效率、建筑行

业的特点、劳动人事相关法律法规等；提前２周将上述资料发给学生，要求学生根据上述资

料内容进行课程设计。

２ 教学组织

教师讲授完建筑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内容后，布置题目为 “建筑企业人力 资 源 管

理”的课程设计任务。课程设计分组进行，每组７ １０人，小组成员分工完成建筑企业人

力资源管理的相关内容。

３ 成果内容及要求

本课程设计应在２周内完成，每组提交一份课程设计报告。在报告中应解决职工工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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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评价标准、考核办法、激励措施等问题，并最终提出合理的绩效考核体系。课程设计报

告应内容完整，对提出的设计方案有比较合理的解释和说明，并有必要的数据支持。
建筑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部分内容也可以通过实验模拟方式进行学习，例如员工招聘模

拟。在进行招聘员工模拟时，教师提出要招收的人员种类，然后将学生分为两组，一组代表

企业，另一组为应聘人员。企业组学生进行角色分析，提出录用标准；应聘组学生也要进行

角色分析，争取应聘成功。

４２４　建筑企业投标承包和合同管理实验模拟

建筑企业投标承包和合同管理的实验模拟是为了使学生熟悉招标方式、招投标程序、标

书的编制等。其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的报价策略和技巧。

１ 教学准备

任课教师准备一份某工程项目的基本资料，内容包括该项目的基本概况、业主的基本情

况等；按课程进度情况，提前１周将上述资料发给学生，要求学生熟悉上述文件内容并收集

建设工程招投标相关文件资料。

２ 教学组织

实验模拟分组进行。随机选取７ １０名学生为一组，代表项目业主，完成项目招标的

相关工作；剩余学生每３ ５人分为一组，分别担当不同的投标方，进行模拟投标，完成项

目投标的相关工作。然后，进行 “业主”与 “中标单位”合同谈判的情景模拟。

３ 成果内容及要求

项目招标的主要工作内容包括：招标方式的确定、合同结构的选择、招标文件的编制、
投标单位资格预审、评标细则的制定等。项目投标的主要工作内容包括：项目的技术方案、
财务计划、投标报价、合同条款的理解等。

招标与投标的综合情景模拟还包括评标模拟、评标报告的编制、中标通知书的发出，以

及项目承包合同谈判与签订等。情景模拟的要求：招标方式与合同结构的分析选择合理，招

标文件内容完整、有针对性，投标单位资格预审内容系统、科学，评标细则内容完整、评分

值分配合理；各投标单位的投标书应响应投标的要求，技术方案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报

价合理；评标过程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要求，能够按照评标细则要求公正地进行评标；所签订

的合同内容完整严密。

４２５　建筑企业市场营销案例分析

建筑企业市场营销案例分析是通过建筑企业市场营销的一些典型案例的分析，使学生掌

握建筑企业市场营销的内容和方法。

１ 教学准备

任课教师准备一份××建筑企业市场营销案例资料，包括企业所在地区的行业状况、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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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市场份额、采用的营销策略、企业的经济效益等；按课程进度情况，提前１周将材料发

给学生，要求学生熟悉案例资料，准备案例分析报告。

２ 教学组织

在讲授建筑企业市场营销管理内容时引入案例分析。案例分析应以启发学生发言为主，

教师进行适当点评和总结。学生在进行案例分析时，针对教师提供的案例资料，分析并总结

其成功之处，找出不足地方，提出应改进之处；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

３ 成果内容及要求

学生应针对教师所提供的案例资料，准确地总结出该企业的市场营销策略是否恰当和需

改进之处，提出的建议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最后还能归纳出建筑企业市场营销的主要工

作内容和方法。

建筑企业市场营销管理的部分内容也可以通过实验模拟方式来进行，例如市场 预 测 模

拟。进行市场预测模拟之前，学生应掌握常用的数据采集方法 （访问法、观察法等）、数据

处理方法等，从而能够进行有效的预测。

４３　建设工程监理

建设工程监理实践教学的主要目的是使学生在巩固建设工程监理基本知识的基础上，重

点掌握建设工程监理实施的基本步骤和方法，建设工程监理大纲、监理规划和监理实施细则

的编制方法，建设工程监理目标控制的基本措施和方法，能够根据建设工程委托监理任务组

建现场监理机构，能够正确处理工程索赔、编制监理投标文件和进行工程风险分析，培养学

生综合应用专业技术知识的能力和创新意识。

根据实践教学内容的不同，建设工程监理实践教学可采用课程设计、专题研究、案例分

析、实验模拟、实景观摩等方式，不同教学内容可选用的实践教学方式见表４－３。

表４－３　 “建设工程监理”实践教学方式

教学方式

教学内容
课程设计 专题研究 案例分析 实验模拟 实景观摩

监理投标与合同谈判 △ △ √
监理工程师选聘与现场监理机构设置 √ △ △
监理规划编制 √ △
施工准备阶段监理工作 √ △ △
施工过程投资、进度、质量、安全目标控制 △ √ △
施工索赔处理 △ √ △
监理信息资料管理 △ △ √

　　注：标有 “√”的为首选教学方式，标有 “△”的为可选择的其他教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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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１　监理投标与合同谈判实验模拟

１ 监理投标

（１）教学准备

任课教师准备一份××建设工程监理招标文件及有关该工程的设计文件，提前２周提供

给学生或将上述文件的电子版发到为本课程建立的公共电子邮箱，要求学生熟悉上述文件

内容。
（２）教学组织

根据课程教学进度，在讲授完建设工程监理投标的基本内容后，布置题目为 “××建设

工程监理投标”的实验模拟。学生分为１个招标组 （兼作评标专家）和５ ６个投标组 （３０
４０人的自然班），投标组成员可安排５ ７人。投标小组对招标文件进行分析，分析其是

否符合法律法规、是否完整、是否条件充分等，并提出质疑；招标小组对投标小组提出的问

题进行答疑。招标小组按照招标程序组织开标和评标，评审投标文件是否符合法律法规、是

否响应招标文件、是否完整等，并确定中标单位。
（３）成果内容及要求

每个投标组在实验模拟结束时应提交一份 “××建设工程监理投标文件”，招标组应提

交 “××建设工程监理评标报告”。
成果要求：投标文件内容完整，应能响应招标文件的要求；评标报告结构合理，层次清

楚，内容完整。

２ 监理合同谈判

（１）教学准备

任课教师准备一份××建设工程监理合同和一份已经签订的该工程委托监理合同的备忘

录，上述工程某一专业或某一特殊工程的工程资料等；按课程进度情况，提前１周将上述文

件发到为本课程建立的公共电子邮箱，要求学生下载后熟悉上述文件内容。
（２）教学组织

根据课程教学进度，讲授完监理合同谈判的基本内容后，布置题目为 “××专业监理合同

谈判”或 “××专业工程监理合同谈判”的实验模拟。学生每６ ８人分为一大组，再将每一

大组分为甲、乙两个小组分别代表业主和监理单位。各组成员根据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收集 “×
×专业”或 “××专业工程”的规范、规程、标准等资料，完成监理合同谈判的准备工作。每

一大组根据公共电子邮箱中的资料及自己收集到的有关资料，完成监理合同谈判。
（３）成果内容及要求

每一大组中的甲、乙双方在实验模拟结束时应分别提交 “××专业监理合同谈判成果报

告”或 “××专业工程监理合同谈判成果报告”一份，包括双方当事人谈判的内容、争论的

焦点、谈判技巧、达成的共识、争议解决的办法等内容。
成果要求：满足 《合同法》的要求，双方责任、权利、义务的设定合理，双方的利益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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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

４３２　监理工程师选聘与现场监理机构设置课程设计

１ 教学准备

任课教师准备××建设工程的下列文件。

① 监理招标文件、监理投标文件和一份已经签订的该工程委托监理合同；中标监理公

司的基本情况，包括监理企业资质、监理人员构成、目前监理工程业务量；本 工 程 基 本 情

况，包括监理发包模式、工程概况等。

② 中标监理公司拟派驻该工程监理人员情况 （部分满足不了工程监理的基本要求）的

简介资料，上述监理工程某一专业或某一特殊工程的工程资料等。
按课程进度情况，提前１周将上述文件发到为本课程建立的公共电子邮箱，要求学生下

载后熟悉上述文件内容。

２ 教学组织

根据课程教学进度，讲授完监理组织原理、现场监理机构设置和监理工程师选聘等基本

内容后，布置题目为 “××建设工程专业监理工程师选聘”和 “××建设工程现场监理机构

设置”的课程设计。学生每３ ５人分为一组，每组推选一位组长，课程设计实行组长负责

制。每组根据公共电子邮箱中提供的资料进行课程设计；也可组织模拟招聘，由学生分别扮

演招聘和应聘人员。招聘人员负责编制招聘计划和组织招聘，应聘人员根据招聘资料和自己

对工程的理解进行应聘。

３ 成果内容及要求

本课程设计应在１周内完成，每组在课程设计结束时应提交一份 “××建设工程现场监

理机构”设计报告，内容包括：现场监理机构组织结构图、现场监理机构部门职能划分表、
监理人员配备表 （动态）、监理人员职责分工及其他附件。

成果要求：满足委托监理合同要求，现场监理机构组织结构与监理项目相适应；现场监

理机构部门划分合理，人员配备数量合理、专业配套，人员职责分工合理；招聘人员质量、
数量符合要求。

４３３　监理规划编制课程设计

１ 教学准备

任课教师准备一份××建设工程的监理大纲和一份已经签订的该工程委托监理合同，该

工程的基本情况，包括工程概况、监理发包模式、工程承包合同等；按课程进度情况，提前

１周将上述文件发到为本课程建立的公共电子邮箱，要求学生下载后学习上述文件内容。

２ 教学组织

根据课程教学进度，讲授完监理规划的基本内容后，布置题目为 “××建设工程监理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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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编制”的课程设计。学生每５ ７人分为一组，每组推选一位组长。课程设计实行组长负

责制，小组成员分工完成监理规划的编制工作。

３ 成果内容及要求

本课程设计应在１周内完成，每组在课程设计结束时应提交一份 “××建设工程监理规

划”报告，内容包括：工程项目概况、监理工作范围、监理工作内容、监理工作目标、监理

工作依据、项目监理机构的组织形式、项目监理机构的人员配备计划、项目监理机构的人员

岗位职责、监理工作程序、监理工作方法及措施、监理工作制度、监理设施等。
“××建设工程监理规划”报告的要求：满足委托监理合同要求，内容完整、合理，具

有针对性。

４３４　施工准备阶段监理工作案例分析

１ 教学准备

任课教师准备一份××监理单位在工程项目施工准备阶段监理的任务清单，包括：审查

施工单位的资质、设计图纸、优化设计工作、参加技术交底、审批开工报告等，以及上述工

程某一专业或某一特殊工程的工程资料；提前１周提供给学生。

２ 教学组织

根据课程教学进度，在讲授建设工程施工准备阶段监理工作内容时，引入 “××专业施

工准备阶段监理工作的主要内容”或 “××专业工程施工准备阶段监理工作的主要内容”的

案例分析。学生每５ ８人分为一组，小组成员分工收集 “××专业”或 “××专业工程”
施工准备阶段监理工作内容、规程、标准等资料，共同完成监理实施细则的编制工作；并根

据教师所提供的资料及自己收集的资料，准备案例分析报告。
案例分析应以启发学生发言为主，教师进行适当点评和总结。

３ 成果内容及要求

学生应针对教师所提供的案例资料，总结出建设工程施工准备阶段监理工作的成功和需

改进之处，提出的建议应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最后还能归纳出建设工程施工准备阶段监

理的主要工作内容和具体流程。在案例分析结束时每组学生还应提交一份 “××专业监理细

则”或 “××专业工程监理细则”，包括专业或专业工程的特点、监理工作流程、监理工作

的控制要点及目标值、监理工作的方法及措施等。
监理细则的要求：满足委托监理合同、监理规划的要求，内容具有针对性。

４３５　施工过程投资、进度、质量、安全目标控制案例分析

１ 教学准备

任课教师准备一份××建设工程施工过程投资 （或进度、质量、安全）目 标 控 制 的 案

例；按课程进度情况，提前１周将案例资料发到为本课程建立的公共电子邮箱，要求学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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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后学习。

２ 教学组织

根据课程教学进度，在讲授施工过程投资 （或进度、质量、安全）控制基本内容时，引

入 “××建设工程施工过程投资 （或进度、质量、安全）目标控制”案例分析。学生每５
８人分为一组，小组成员分工收集建设工程施工过程投资 （或进度、质量、安全）目标控制

工作内容、规程、标准等资料，然后根据教师所提供的资料及自己收集的资料，准备案例分

析报告。
案例分析应以启发学生发言为主，教师进行适当点评和总结。

３ 成果内容及要求

学生应针对教师所提供的案例资料，总结出建设工程施工过程投资 （或进度、质量、安

全）目标控制工作的成功和需改进之处，提出的建议应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最后还能归纳

出建设工程施工过程投资 （或进度、质量、安全）目标控制的主要工作内容和具体流程。

４３６　施工索赔处理专题研究

１ 教学准备

任课教师准备一份建设工程施工索赔专题讨论提纲；按课程进度情况，提前１周将讨论

提纲发到为本课程建立的公共电子邮箱，要求学生根据讨论提纲收集相关资料，将理论知识

与工程施工合同条件相结合，通过分析施工索赔资料进行专题研究。研究的内容可包括：施

工索赔诱因、索赔费用计算、工程延期时间确定、施工索赔处理程序等。

２ 教学组织

学生可以分组 （每组３ ５人分工完成），也可以独立完成专题研究报告或论文。根据

课程教学进度，在学时允许的情况下，教师可在课堂教学中组织学生进行答辩，随 机 抽 取

３ ５位同学针对某一议题进行阐述 （以小组为单位的，发言人也由教师随机确定，组内其

他同学可进行补充发言）。在答辩过程中，发言人需随时回答教师和其他同学提出的问题。
每个议题答辩完成后，需要教师进行总结发言，明确其中的有关概念和问题。如果学时比较

紧张，在课堂教学中无法安排答辩的情况下，可以让学生提交专题研究报告或论文。

３ 成果内容及要求

无论是专题研究报告还是论文，其内容应包括索赔处理的依据和程序、索赔事件分析、
索赔处理建议等，要求：处理依据充分、程序正确，索赔事件分析透彻，处理建议合理。

４３７　监理信息资料管理实景观摩

１ 教学准备

任课教师在课程开始时应准备某监理公司有关××工程项目的监理文件，例如：施工合

同文件，委托监理合同文件，监理规划，监理实施细则，分包单位资格报审表，设计交底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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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纸会审会议纪要，施工组织设计 （方案）报审表，工程开工／复工报审表 及 工 程 暂 停 令，

测量核验资料，工程进度计划，工程材料、构配件、设备的质量证明文件，检查试验资料，

工程变更资料，隐蔽工程验收资料，工程计量单和工程款支付证书，监理工程师通知单，监

理工作联系单，报验申请表，会议纪要，来往函件，监理日记，监理月报，质量缺陷与事故

的处理文件，分部工程、单位工程等验收资料，索赔文件资料，竣工结算审核意见书，工程

项目施工阶段质量评估报告等专题报告，监理工作总结等；在课程进展的不同阶段分别将上

述文件提供给学生。

２ 教学组织

根据课程教学进度，在讲授完监理信息资料管理的基本内容后，组织学生到项目监理现

场实景观摩监理单位信息管理制度、信息收集与处理程序、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应用等内

容。学生每３ ５人分为一组，小组成员在实景观摩的基础上，总结监理信息资料管理的成

功之处，对不足之处提出改进建议。

３ 成果内容及要求

在实景观摩结束后，每组应提交一份 “建设工程监理信息资料管理系统改进建议”报告，

包括监理信息资料管理系统总体设计，系统结构，项目编码，信息收集、整理、加工、检索、

传递、应用等相应的管理制度等；要求：满足监理信息资料管理的要求，功能完整、实用。

４４　国际工程管理

国际工程管理实践教学的主要目的是使学生在加深理解国际工程管理基础理论与方法的

基础上，着重掌握国际工程咨询服务选聘方法及程序、国际工程招标与投标的基本步骤与方

法、国际工程索赔及风险管理等内容，进一步熟悉 ＦＩＤＩＣ条件等国际工程合同条件，培养

学生在国际工程管理方面的实际操作技能和创新意识。

根据实践教学内容的不同，国际工程管理实践教学可采用课程设计、专题研究、案例分

析、实验模拟等方式，不同教学内容可选用的实践教学方式见表４－４。

表４－４　 “国际工程管理”实践教学方式

教学方式

教学内容
课程设计 专题研究 案例分析 实验模拟

工程咨询服务选聘 △ △ √ △

国际工程施工招标与投标 √ △ △

国际工程索赔及谈判 △ △ √

ＦＩＤＩＣ合同条件应用 √ △

　　注：标有 “√”的为首选教学方式，标有 “△”的为可选择的其他教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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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１　工程咨询单位选聘案例分析

１ 教学准备

任课教师准备一份××国际工程项目工程咨询选聘的案例资料，包括该项目的 基 本 概

况、业主需委托咨询服务的范围、选择方法、选择内容及程序等；按课程进度情况，提前１
周将上述文件发到为本课程建立的公共电子邮箱，要求学生下载并熟悉案例资料。

教师需提出案例讨论的主要提纲，内容可围绕选聘的方式、选聘的大纲、咨询服务费用

的估算、短名单的拟定、邀请函编写和发放等问题展开。

２ 教学组织

根据课程教学进度，在讲授完国际工程咨询服务选聘的方法和程序等内容后，引入案例

分析。学生进行案例分析时，针对教师提供的案例资料，从工程咨询服务选聘的大 纲 编 制

（ＴＯＲ）、咨询服务费用的估算、短名单的拟定、评选方法和标准的确定 （针对不同项目类

型采用基于费用、质量，还是二者结合）、咨询服务公司的技术建议书和财务建议书编写等

方面分析工程咨询服务选聘的内容及程序，总结其成功之处，提出应改进之处；针对存在的

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
案例分析应以启发学生发言为主，教师进行适当点评和总结。

３ 成果内容及要求

学生应针对教师所提供的案例资料，准确地总结出所讨论案例中涉及的各个方面的成功

和需改进之处，提出的建议应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最后还能归纳出不同类型的国际工程

咨询服务选聘的主要工作内容、具体流程和注意事项。

４４２　国际工程施工招标与投标课程设计

１ 教学准备

任 课 教 师 准 备 一 套 完 整 的 拟 招 标 国 际 工 程 项 目 的 英 文 招 标 文 件 （以 世 界 银 行 或 亚 洲

开 发 银 行 招 标 文 件 范 本 为 蓝 本 编 制）及 基 本 背 景 资 料，包 括 项 目 概 况，投 资 规 模，项

目 所 在 地 社 会 经 济、自 然 环 境 及 工 程 建 设 相 关 法 律 法 规 等 内 容；按 课 程 进 度 情 况，提

前２周 将 上 述 资 料 发 到 为 本 课 程 建 立 的 公 共 电 子 邮 箱，要 求 学 生 下 载 后 熟 悉 上 述 资 料

内 容。

２ 教学组织

根据课程教学进度，在讲授完国际工程招标与投标及合同订立的基本内容后，布置题目

为 “××工程项目招投标”的课程设计，给学生下达任务书。任务书中包括课程设计流程、
要求、分组说明、时间安排等。

学生每３ ５人分为一组，每组推选一位组长，实行组长负责制，小组成员分工完成建

设工程招投标的相关内容。要求学生以组为单位提交课程设计报告。学生可利用计算机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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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实现报告内容准备。

３ 成果内容及要求

本课程设计应在３周内完成，每组在课程设计结束时应提交一份格式完整的投 标 文 件

（鼓励用英文撰写），包括投标书和投标书附件中的外汇需求分析、价格调整项目的权重和指

数、标价的工程量清单 （教师指定部分项目由学生计算，其余大部分项目的报价由教师直接

给出）、汇总报价。此外学生还要提交施工方案、进度安排、组织机构设置、中方人员安排、
建点费管理费计算，以及教师指定的清单项目的单价分析表，并给出待摊系数的计算过程。

４４３　国际工程索赔及谈判实验模拟

１ 教学准备

任课教师准备一份××国 际 工 程 施 工 项 目 执 行 过 程 中 发 生 的 索 赔 事 件 的 基 本 背 景 资

料。索赔事件可能包 括 但 不 限 于 如 下 几 种 情 形：施 工 现 场 条 件 变 化，施 工 范 围 变 更，某

种原因导致的工程 拖 期，加 速 施 工，业 主 风 险 及 特 殊 风 险 引 起 的 索 赔，暂 停 施 工 或 合 同

终止引起的索赔，业主拖期付款，业主违约，指 定 分 包 商 和 其 他 承 包 商 原 因 引 起 的 索 赔，
政府法令、法规变更 引 起 的 索 赔，等 等。教 师 应 尽 可 能 提 供 索 赔 事 件 发 生 后 合 同 双 方 在

索赔问题上的往来 函 件、会 议 纪 要 等。按 课 程 进 度 情 况，索 赔 背 景 资 料 应 提 前１周 发 到

为本课程建立的公共电子邮箱，要求 学 生 下 载 后 熟 悉 上 述 文 件 内 容，并 根 据 所 学 课 程 内

容准备索赔事项的 处 理 方 案，包 括 索 赔 权 的 论 证、工 期 和 费 用 索 赔 值 的 确 定，以 及 索 赔

支撑依据。

２ 教学组织

根据课程教学进度，在讲授完国际工程施工索赔的基本内容后，布置题目为 “××国际

工程索赔”的实验模拟，模拟环节包括索赔模拟、谈判模拟、仲裁模拟等３个环节。学生每

８ １０人分为一组，每组成员按业主、承包商、咨询工程师等角色自行进行分工。在仲裁

模拟过程中，原咨询工程师的角色转换为仲裁委员角色。
在模拟过程中，由教师一次或分期在网上发布有关该工程进程中发生的事件；学生根据

程序要求，在时效内组织材料，按教师约定时间进行索赔、谈判、仲裁模拟。

３ 成果内容及要求

整个情景模拟要求程序准确、内容齐全。
对于索赔模拟，要求按照索赔的程序进行。每组需提交完整的模拟材料和索赔过程全程

记录。模拟材料分为３类，其中承包人需提交索赔通知书、索赔报告 （含总论、索赔权的论

证、索赔值的量化、证据部分等内容）；业主需提交反索赔意向、反索赔报告、对咨询工程

师提交的索赔报告审核意见的最终决定等内容；咨询工程师需提交对承包人或业主索赔 （反

索赔）报告的审核意见、审核结论等内容。
对于谈判模拟，业主和承包商应提交谈判结果和谈判记录 （可由担任咨询工程师角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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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进行全程记录）。
对于仲裁模拟，业主或承包人应提交仲裁协议、陈述理由，仲裁委员应提交仲裁报告等

内容。

４４４　ＦＩＤＩＣ合同条件应用专题研究

１ 教学准备

任课教师准备一份ＦＩＤＩＣ合同条件专题讨论提纲；按课程进度情况，提前１周将讨论

提纲发到为本课程建立的公共电子邮箱，要求学生根据讨论提纲收集相关资料，进行专题研

究。研究的内容可包括：ＦＩＤＩＣ合同条款与我国工程合同条款的对比分析、ＦＩＤＩＣ合同条件

中常用的索赔条款、ＦＩＤＩＣ合同条件中业主风险和承包商风险的具体规定、ＦＩＤＩＣ合同条件

中争端解决的程序及规定、ＦＩＤＩＣ合同条件在我国的应用分析等。

２ 教学组织

学生可以分组 （每组３ ５人分 工 完 成），也 可 以 独 立 完 成 专 题 研 究 报 告 或 论 文。根

据课程教学进度，在 学 时 允 许 的 情 况 下，教 师 可 在 课 堂 教 学 中 组 织 学 生 进 行 答 辩，随 机

抽取３ ５位同学针对 某 一 议 题 进 行 阐 述 （以 小 组 为 单 位 的，发 言 人 也 由 教 师 随 机 确 定，
组内其他同学可进行补充发言）。在答辩过程 中，发 言 人 需 随 时 回 答 教 师 和 其 他 同 学 提 出

的问题。每个议题 答 辩 完 成 后，需 要 教 师 进 行 总 结 发 言，明 确 其 中 的 有 关 概 念 和 问 题。
如果学时比较紧张，在课堂教学中无 法 安 排 答 辩 的 情 况 下，可 以 让 学 生 提 交 专 题 研 究 报

告或论文。

３ 成果内容及要求

无论是专题研究报告还是论文，所总结的ＦＩＤＩＣ合同条件的内容及应用应全面、合理，

其特点和适用条件分析透彻，对应用ＦＩＤＩＣ合同条件有一定的建议价值。

４５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实践教学的主要目的是使学生在加深理解房地产开发项目全过程管理

内容的基础上，着重掌握房地产开发项目策划、房地产开发项目用地获取、房地产开发项目

市场营销、房地产开发项目效益分析与评价等内容和方法，培养学生关于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的实际操作技能和创新意识。

根 据 实 践 教 学 内 容 的 不 同，房 地 产 开 发 与 经 营 实 践 教 学 可 采 用 课 程 设 计、专 题 研

究、案 例 分 析、实 验 模 拟、实 景 观 摩 等 方 式，不 同 教 学 内 容 可 选 用 的 实 践 教 学 方 式 见

表４－５。

表４－５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实践教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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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式

教学内容
课程设计 专题研究 案例分析 实验模拟 实景观摩

房地产开发项目策划 √ △ △ △

房地产开发项目用地获取 △ △ √ △

房地产开发项目营销 √ △ △ △

房地产开发项目投资效益分析与评价 △ √

　　注：标有 “√”的为首选教学方式，标有 “△”的为可选择的其他教学方式。

４５１　房地产开发项目策划课程设计

１ 教学准备

任课教师准备一份拟开发项目的基本背景资料，包括项目所在地社会经济、产业结构及

自然环境概况，投资规模及意向，城市规划及工程建设相关法律法规等；按课程进度情况，
提前２周 将 上 述 资 料 发 到 为 本 课 程 建 立 的 公 共 电 子 邮 箱，要 求 学 生 下 载 后 熟 悉 上 述 资 料

内容。

２ 教学组织

根据课程教学进度，讲授完房地产开发项目策划的基本内容后，进行课 程 设 计 任 务 布

置。学生每５人分为一组，每组推选一位组长。课程设计实行组长负责制，小组成员分工完

成房地产开发项目策划的相关内容。

３ 成果内容及要求

本课程设计应在３周内完成，每组在课程设计结束时应分别提交一份课程设计报告，包

括 “××开发项目策划书”。项目策划书中应解决项目定义 （项目用途和基本内容）、项目定

位 （项目建设规模及建设标准等）、项目组成等问题。
课程设计报告的要求：项目策划书的内容完整，对项目定义、项目定位及项目组成有比

较合理的解释和说明，并有必要的数据支持。
在房地产开发项目策划的实践教学中，教师也可以鼓励学生组成的实践小组对我国或某

一特定地区房地产开发项目的策划进行一次专题研究，每组提交一篇相关研究报告；也可以

针对典型房地产开发项目策划案例进行分析。

４５２　房地产开发项目用地获取实验模拟

１ 教学准备

任课教师准备一份××房地产开发项目拟通过竞拍 （或投标、摘牌）方式获取建设用地

的基本背景资料，包括该宗地的基本概况、参与竞拍的基本要求等；按课程进度情况，提前

１周将上述文件发到为本课程建立的公共电子邮箱，要求学生下载后熟悉上述文件内容，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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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土地拍卖 （投标、摘牌）相关文件资料。

２ 教学组织

根据课程教学进度，在讲授完房地产开发项目用地获取的基本内容后，布置题目为 “×
×开发项目竞拍 （或投标、摘牌）”的实验模拟，学生每５人分为一组，每组推选一位组长，
实行组长 负 责 制。小 组 成 员 分 工 完 成 房 地 产 开 发 项 目 竞 拍 （或 投 标、摘 牌）的 相 关 工 作

内容。

３ 成果内容及要求

开发项目竞拍的主要工作内容包括：竞拍策略的选择、竞拍价格上限的确定、竞拍加价

幅度的选择等。
情景模拟的要求：竞拍策略符合公司基本经营理念；竞拍价格上限在公司风险承受范围

内；竞拍加价幅度的选择既有利于击败竞争对手，又不至于承担过多支出。
在讲授房地产开发项目用地获取内容时，教师也可提供通过 “招、拍、挂”方式获取建

设用地的案例进行分析。学生在进行案例分析时，针对教师提供的案例资料，从进行投标、
竞拍、摘牌的各个方面进行分析，总结其成功之处，提出应改进之处；针对存在的问题，提

出解决问题的建议。案例分析应以启发学生发言为主，教师进行适当点评和总结。教师也可

以鼓励学生组成实践小组，对我国或某一特定地区房地产开发项目建设用地获取情况进行一

次专题研究，每组提交一篇相关研究报告。

４５３　房地产开发项目营销课程设计

１ 教学准备

任课教师准备一份房地产开发项目的基本背景资料，包括项目所在地段附近楼盘的平均

规模、设计理念、户型等；按课程进度情况，提前２周将上述资料发到为本课程建立的公共

电子邮箱，要求学生下载后熟悉上述资料内容。

２ 教学组织

根据课程教学进度，讲授完房地产开发项目营销的基本内容后，布置课程设计任务。学

生每５人分为一组，每组推选一位组长。课程设计实行组长负责制，小组成员分工完成房地

产开发项目营销的相关内容。

３ 成果内容及要求

本课程设计应在３周内完成，每组在课程设计结束时应分别提交一份 “××房地产开发

项目营销方案”报告。项目营销方案中应解决营销渠道、广告方式、定价等问题。
课程设计报告的要求：项目营销方案内容完整，对营销渠道、广告方式及定价等有比较

合理的解释和说明，并有必要的数据支持。
在讲授房地产开发项目营销内容时，教师可 引 入 房 地 产 开 发 项 目 营 销 案 例 进 行 分 析。

学生在进行案例 分 析 时，针 对 教 师 提 供 的 案 例 资 料，从 进 行 营 销 的 各 个 方 面 进 行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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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其成功之处，提 出 应 改 进 之 处；针 对 存 在 的 问 题，提 出 解 决 问 题 的 建 议。案 例 分 析

应以启发学生发言为主，教师进行适当点评 和 总 结。教 师 也 可 以 鼓 励 学 生 组 成 实 践 小 组，
对我国或某一特定地区房 地 产 开 发 项 目 营 销 进 行 一 次 专 题 研 究，每 组 提 交 一 篇 相 关 研 究

报告。

４５４　房地产开发项目投资效益分析与评价案例分析

１ 教学准备

任课教师准备一份××房地产开发项目投资效益分析与评价的案例；按课程进度情况，
提前１周将案例资料发到为本课程建立的公共电子邮箱，要求学生下载后学习，并准备案例

分析报告。

２ 教学组织

根据课程教学进度，在讲授房地产开发项目投资效益分析与评价内容时，引入 “××房

地产开发项目投资效益与评价”案例分析。学生在进行案例分析时，针对教师提供的案例资

料，对其投资效益进行全面的分析与评价，总结其成功之处，提出应改进之处；针对存在的

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案例分析应以启发学生发言为主，教师进行适当点评和总结。

３ 成果内容及要求

学生在提交的案例分析报告中，能够正确地总结出其成功及需要改进之处，所提出的解

决问题的建议应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最后还能归纳出房地产开发项目投资效益分析与评

价的内容和方法。

４６　项目融资

项目融资实践教学的主要目的是使学生掌握项目融资的过程和步骤、基本原理和一般方

法，培养学生应用所学知识进行项目融资的综合能力。
项目融资实践教学的主要内容包括：① 项目效益和风险的分析评价；② 项目投资结构

的选择；③ 项目资金结构的设计；④ 项目投资结构的设计；⑤ 项目资信增级。
根据实践教学内容的不同，项目融资实践教学可采用课程设计、专题研究、案例分析、

实验模拟等方式，不同教学内容可选用的实践教学方式见表４－６。在学习完本课程主要内

容后，还可以进行项目融资综合性课程设计或案例分析，以利于学生巩固和掌握项目融资的

主要内容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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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６　 “项目融资”实践教学方式

教学方式

教学内容
课程设计 专题研究 案例分析 实验模拟

项目效益和风险分析 △ √

项目投资结构分析 √ △

项目资金结构分析 √ △

项目融资结构分析 √ △

项目资信增级 √ △

项目融资综合分析 √ △

　　注：标有 “√”的为首选教学方式，标有 “△”的为可选择的其他教学方式。

４６１　项目效益和风险分析实验模拟

通过项目效益和风险分析的实验模拟，可以使学生巩固和掌握所学的项目效益和风险分

析的内容和方法。

１ 教学准备

任课教师准备某一项目的有关资料，包括项目的类型和投资规模，项目所在地的社会经

济、产业结构及自然环境概况，工程建设及运营相关法律法规等；按课程进度情况，提前２
周将上述资料发给学生，要求学生熟悉上述资料内容。

２ 教学组织

根据课程教学进度，讲授完项目效益和风险分析的基本内容后，布置实验模拟任务。学

生每３ ５人分为一组，每组推选一位组长，实行组长负责制。实验小组先进行组内讨论，
确定项目的主要收入来源及风险因素，然后进行效益评估计算和风险模拟。在有条件的情况

下，可以利用电子计算机模拟系统进行项目效益和风险分析。

３ 成果内容及要求

实验模拟结束时，每组应提交一份分析报告，内容包括项目的投资估算、财务评价、国

民经济评价、社会评价、风险分析、风险因素对效益的影响等内容，并最终给出项目在经济

上是否可行、是否可进行项目融资等结论。
分析报告要求：内容完整，对项目效益的界定清晰，风险识别比较全面；项目效益分析

应包括多种方法，考虑风险因素的效益分析可包括敏感性分析、计算机模拟等；数据分析完

整合理 （并注明原始数据来源），结论明确。

４６２　项目投资结构分析课程设计

项目投资结构分析课程设计的目的是在给定条件下，要求学生为项目设计一个合理的投

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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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教学准备

任课教师准备某项目的有关资料，包括项目所在国的法律、法规、会计、税务等，以及

投资人的投资意向，项目的特点等；按课程进度情况，提前２周发给学生，要求学生熟悉上

述资料内容。

２ 教学组织

根据课程教学进度，在讲授完项目投资结构的基本内容后，布置题目为 “××项目投资

结构分析”的课程设计。学生每５ ７人分为一组，每组推选一位组长，实行组长负责制。
小组成员分工完成项目投资结构分析工作，根据项目外在客观因素和投资人的自身条件，寻

求一种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各种投资者投资目标的项目资产所有权结构。

３ 成果内容及要求

本课程设计应在２周内完成，每组在课程设计结束时应分别提交一份 “××项目投资结

构分析”课程设计报告。课程设计报告应体现学生对投资载体的类型及其优缺点的理解，对

项目投资载体涉及的风险、税务、财务处理等应有较全面的认识，应考虑对下列因素的处理

（取舍平衡）：① 项目风险的分担和项目债务隔离程度的要求；② 补充资本注入灵活性的要

求；③ 对税务优惠利用程度的要求；④ 财务处理方法的要求；⑤ 产品分配形式和利润提取

的难易程度；⑥ 融资便利与否的要求；⑦ 资产转让的灵活性要求；⑧ 项目管理的决策方式

与程序。报告内容应完整，分析应透彻。

４６３　项目资金结构分析课程设计

项目资金结构课程设计的目的是在给定条件下，要求学生为项目设计一个合理 的 资 金

结构。

１ 教学准备

任课教师准备某项目的有关资料，包括项目的效益和风险分析报告、项目所在国的资信

等级、投资人的经济实力、国际和当地金融市场情况等；按课程进度情况，提前２周发给学

生，要求学生熟悉上述资料内容。

２ 教学组织

根据课程教学进度，在讲授完项目资金结构的基本内容后，布置题目为 “××项目资金

结构分析”的课程设计。学生每５ ７人分为一组，每组推选一位组长，实行组长负责制。
小组成员分工完成金融市场情况分析，选择股本资金、次级债务资金和高级债务资金相互之

间的比例关系及相应的来源，寻求一种最佳的资金结构。

３ 成果内容及要求

本课程设计应在２周内完成，每组在课程设计结束时应分别提交一份 “××项目资金结

构分析”课程设计报告。课程设计报告应体现学生对资金的种类及其优缺点的理解；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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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来源及其要求，项目资金结构涉及的风险、税务、财务处理等应有较全面的认识。报告

内容应完整，分析应透彻，提出的资金结构融资成本低、风险转移适度。

４６４　项目融资结构分析专题研究

项目融资包括投资者直接安排融资、通过单一项目公司融资、利用 “设施使用协议”融

资、生产贷款、杠杆租赁融资、ＢＯＴ 融资等方式。通过专题研究，可以使学生深刻理解各

种项目融资方式的特点及适用范围，并提高学生的分析能力。

１ 教学准备

任课教师准备一份项目融资结构专题讨论提纲，按课程进度提前１周发给学生，要求学

生根据讨论提纲收集相关资料，进行专题研究。研究的内容可包括不同融资方式的应用、融

资方式创新等。

２ 教学组织

学生可以分组 （每组７ １０人分工完成），也可以独立完成专题研究报告或论文。根据

课程教学进度，在学时允许的情况下，教师可在课堂教学中组织学生进行答辩，随 机 抽 取

２ ３位同学针对某一议题进行阐述 （以小组为单位的，发言人也由教师随机确定，组内其

他同学可进行补充发言）。在答辩过程中，发言人需随时回答教师和其他同学提出的问题。
每个议题答辩完成后，需要教师进行总结发言，明确其中的有关概念和问题。如果学时比较

紧张，在课堂教学中无法安排答辩的情况下，可以让学生提交专题研究报告或论文。

３ 成果内容及要求

学生应广泛阅读与研究专题有关的书籍和论文，深入探讨每种融资模式的特点和适用条

件。无论是专题研究报告还是论文，其内容应完整，分析应透彻，对融资模式涉及的风险、

税务、财务处理、合同安排等应有较全面的认识。

４６５　项目资信增级专题研究

通过项目资信增级专题研究，可以使学生深刻理解项目融资中的资信增级形式 及 其 特

点，并掌握提高项目资信等级的综合措施。

１ 教学准备

任课教师准备一份项目资信增级专题讨论提纲，按课程进度提前１周发给学生，要求学

生根据讨论提纲收集相关资料，进行专题研究。研究的内容可包括担保、保险、技术性增级

措施等。

２ 教学组织

学生可以分组 （每组５ ７人分工完成），也可以独立完成专题研究报告或论文。根据

课程教学进度，在学时允许的情况下，教师可在课堂教学中组织学生进行答辩，随 机 抽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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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位同学针对某一议题进行阐述 （以小组为单位的，发言人也由教师随机确定，组内其

他同学可进行补充发言）。在答辩过程中，发言人需随时回答教师和其他同学提出的问题。
每个议题答辩完成后，需要教师进行总结发言，明确其中的有关概念和问题。如果学时比较

紧张，在课堂教学中无法安排答辩的情况下，可以让学生提交专题研究报告或论文。

３ 成果内容及要求

学生应广泛阅读与研究专题有关的书籍和论文，深入探讨每种资信增级方式的特点和适

用条件。无论是专题研究报告还是论文，其内容应完整，分析应透彻，对项目资信增级涉及

的管理、成本等应有较全面的认识。

４６６　项目融资综合分析课程设计

项目融资综合分析课程设计是为了强化学生关于项目融资的知识，提高学生的分析和决

策能力。课程设计的主要目的是使学生：① 理解选择项目投资载体时需要考虑的主要因素；

② 掌握项目融资的资金种类和来源；③ 掌握资信增级的措施及担保种类；④ 选择合适的融

资模式解决给定问题。

１ 教学准备

任课教师选择石油开采、电厂、水厂、公路、铁路、污水处理厂等基础设施项目，或学

校、医院、体育场馆等公共设施，准备一份拟投资项目的基本背景资料，包括项目的特点，
项目所在地社会经济、产业结构及自然环境概况，投资规模及意向，相关法律法规等；提前

３周将上述资料发给学生，要求学生熟悉上述资料内容。

２ 教学组织

根据课程教学进度，讲授完项目融资的主要内容后，布置题目为 “××项目融资综合分

析”课程设计任务。学生每３ ５人分为一组，每组推选一位组长。课程设计实行组长负责

制，小组成员分工完成项目融资综合课程设计，为选定项目设计融资方案。

３ 成果内容及要求

本课程设计应在３周内完成，每组在课程设计结束时应分别提交一份课程设计报告。课

程设计报告中应包括项目投资估算、财务评价、国民经济评价、社会评价、风 险 分 析 等 内

容。在此基础上，解决项目融资投资载体的选择问题，计划投入的股本资金、从属债务资金

和高级债务资金比例及来源，选择的融资模式，使用的资信增级的措施及担保种类。报告内

容应完整，分析应透彻，对项目融资涉及的投资载体、资金结构、融资结构和资信增级４个

方面有专门的章节进行分析和阐述。
教师在讲授项目融资主要内容时，也可以引入项目融资案例进行分析。学生可针对教师

所提供的案例资料，总结该项目融资设计中的特点，找出成功的因素或失败的原因，并提出

自己的建议。教师应进行总结和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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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　建设工程招投标与合同管理

建设工程招投标与合同管理实践教学的主要目的是使学生巩固建设工程招投标与合同管

理的基础知识，掌握招投标的策划、程序、技巧、文件编制内容及方法，掌握合同签订及合

同谈判的主要内容及技巧，掌握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变更管理和索赔管理等内容。通过实践练

习，达到综合运用招投标与合同管理、工程估价、施工技术及施工组织等专业知识和基本技

能，进行建设工程招标与投标、合同管理的系统训练，培养学生掌握建设工程招标与投标、
合同管理的实际操作技能。

根据实践教学内容的不同，建设工程招投标与合同管理实践教学可采用课程设计、专题

研究、案例分析、实验模拟等方式，不同教学内容可选用的实践教学方式见表４－７。

表４－７　 “建设工程招投标与合同管理”实践教学方式

教学方式

教学内容
课程设计 专题研究 案例分析 实验模拟

招投标及合同谈判 △ △ √

国际工程招投标及合同条件 √ △

合同变更及索赔管理 △ △ √

　　注：标有 “√”的为首选教学方式，标有 “△”的为可选择的其他教学方式。

４７１　招投标及合同谈判实验模拟

１ 教学准备

任课教师准备一份××工程项目的基本概况、一套工程图纸及技术资料；按课程进度情

况，提前１周将上述文件发到为本课程建立的公共电子邮箱，要求学生下载后熟悉上述图纸

及资料，并收集招标及投标相关资料。

２ 教学组织

根据课程教学进度，在讲授完招投标及合同订立的基本内容后，布置题目为 “××工程

招投标及合同谈判”的实验模拟，并通过下达实验模拟任务书说明实验模拟流程、对各模拟

环节的要求、分组说明、时间安排等。
学生每３ ５人分为一组，每组推选一位组长，实行组长负责制，小组成员分工完成建

设工程招投标的相关内容。要求学生以组为单位提交书面模拟材料。学生可利用计算机软件

来完成模拟材料的准备工作。
本实验模拟分３个环节进行：招投标策划模拟、招标投标程序模拟、合同谈判模拟。采

用课堂情景模拟形式。在下达实验模拟任务书３周后，任课教师可根据课程教学进度，统一

安排时间 （如短学期）进行课堂情景模拟；也可按课程教学进度在不同时间分别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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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招标策划模拟

要求每组学生对模拟项目从招标方式选择、标段划分、合同方式选择、投标决策等环节

进行说明。
（２）招标投标程序模拟

按照招标投标程序，从招标公告、招标文件编写、资格预审、投标文件编写 （包括报价

及施工组织设计等）、投标、开标、评标、中标及签订合同等环节，逐一进行模拟，其中一

组扮演招标人及评标专家，其他组扮演投标人。要求提交有关文字资料。
（３）合同谈判模拟

将各小组两两组合，分别扮演业主和中标单位进行谈判。要求每组学生提交谈判原则、
策略、拟用技巧、主要谈判的内容等文字说明，并提交最终签订的合同文件。

任课教师应对实验模拟的全过程进行指导和监督，对各个模拟环节及学生的模拟表现进

行点评和总结。

３ 成果内容及要求

实验模拟结束后，每组学生应提交下列文件资料。

① 招标策划报告，包括招标方式选择、标段划分、合同方式选择、投标决策等说明。

② 招标及投标文件。招标组应提交招标公告、招标文件、评标细则、合同文件、中标

通知书、评标报告等内容，标底可作为选项内容；各投标组应提交资格预 审 材 料、投 标 书

（包括施工方案、进度安排、保证措施、投标报价等内容）。

③ 合同谈判报告，包括谈判原则、策略、拟用技巧、主要谈判内容等。
各组提交的文件或报告内容应完整，分析说明应科学、合理。

４７２　国际工程招投标及合同条件专题研究

１ 教学准备

任课教师准备一份国际工程招投标及合同条件专题讨论提纲；按课程进度情况，提前１
周将专题讨论提纲发到为本课程建立的公共电子邮箱，要求学生下载后根据讨论提纲收集相

关资料，进行专题研究。研究内容可以包括：国际工程施工招投标特点、国际工程常用合同

及其适用范围、ＦＩＤＩＣ土木工程施工合同条件与国内施工合同条件的区别、国际工程投标报

价技巧、国际工程索赔管理等。

２ 教学组织

学生可以分组 （每组５ ７人分 工 完 成），也 可 以 独 立 完 成 专 题 研 究 报 告 或 论 文。根

据课程教学进度，在 学 时 允 许 的 情 况 下，教 师 可 在 课 堂 教 学 中 组 织 学 生 进 行 答 辩，随 机

抽取２ ３位同学针对 某 一 议 题 进 行 阐 述 （以 小 组 为 单 位 的，发 言 人 也 由 教 师 随 机 确 定，
组内其他同学可进行补充发言）。在答辩过程 中，发 言 人 需 随 时 回 答 教 师 和 其 他 同 学 提 出

的问题。每个议题 答 辩 完 成 后，需 要 教 师 进 行 总 结 发 言，明 确 其 中 的 有 关 概 念 和 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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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学时比较紧张，在课堂教学中无 法 安 排 答 辩 的 情 况 下，可 以 让 学 生 提 交 专 题 研 究 报

告或论文。

３ 成果内容及要求

学生应广泛阅读与研究专题有关的书籍和论文，深入探讨国际工程招投标的特 点 和 技

巧，以及合同条件的有关内容。专题研究报告内容应包括：文献 综 述、研 究 方 案、报 告 正

文、结论建议和参考文献等。论文内容包括：引言、摘要、关键词、正文、结论和参考文献

等。无论是专题研究报告还是论文，其内容应完整，分析应透彻，对国际工程招投标及合同

条件等应有较全面的认识。

４７３　合同变更及索赔管理案例分析

１ 教学准备

任课教师准备若干施工合同变更及索赔管理方面的案例，案例的取材可以考虑从合同变

更程序、索赔程序、工期及费用索赔的计算等方面选取；按照课程进度情况，在案例分析课

前１周，将案例材料发到为本课程建立的公共电子邮箱，要求学生下载并收集相关资料，准

备案例分析报告。

２ 教学组织

根据课程教学进度，在讲授合同变更及索赔管理内容时引入案例进行分析。案例分析以

启发学生发言为主。学生可根据教师所提供的案例材料，从合同变更程序、索赔程序、工期

及费用索赔的计算等方面进行课堂交流讨论，找出问题所在，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建

议。在课堂讨论过程中，教师可以进行适当点评和总结。

３ 成果内容及要求

学生提交的案例分析报告中，能够归纳出合同变更及索赔管理的正确处理方式及关键内

容；针对案例材料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的建议应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４８　施工组织学

施工组织学实践教学的主要目的是使学生巩固施工组织与管理的基础知识，掌握流水施

工、网络计划等基本方法和手段，掌握施工组织设计文件主要内容、编制程序和方法，培养

学生综合运用施工技术与组织等专业知识进行建设工程施工组织设计的能力。
根 据 实 践 教 学 内 容 的 不 同，建 设 工 程 施 工 组 织 学 实 践 教 学 可 采 用 课 程 设 计、专 题 研

究、案 例 分 析、实 验 模 拟、实 景 观 摩 等 方 式，不 同 教 学 内 容 可 选 用 的 实 践 教 学 方 式 见

表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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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８　 “施工组织学”实践教学方式

教学方式

教学内容
课程设计 专题研究 案例分析 实验模拟 实景观摩

施工准备 √ △ △

施工进度计划及控制 △ △ √

单位工程施工组织设计 △ △ √

　　注：标有 “√”的为首选教学方式，标有 “△”的为可选择的其他教学方式。

４８１　施工准备专题研究

１ 教学准备

任课教师准备一份施工准备专题讨论提纲；按课程进度情况，提前１周将专题讨论提纲

发到为本课程建立的公共电子邮箱，要求学生下载后根据讨论提纲收集相关资料，进行专题

研究。研究内容可以包括：施工准备的主要内容，建设工程信息收集的内容及渠道，技术准

备、劳动力准备、物资准备的注意事项。

２ 教学组织

学生可以分组 （组内成员分工完成），也可以独立完成专题研究报告或论文。根据课程

教学进度，在学时允许的情况下，教师可在课堂教学中组织学生进行答辩，随机抽取３ ５
位同学针对某一议题进行阐述 （以小组为单位的，发言人也由教师随机确定，组内其他同学

可进行补充发言）。在答辩过程中，发言人需随时回答教师和其他同学提出的问题。每个议

题答辩完成后，需要教师进行总结发言，明确其中的有关概念和问题。如果学时比较紧张，
在课堂教学中无法安排答辩的情况下，可以让学生提交专题研究报告或论文。

３ 成果内容及要求

学生应广泛收集施工准备有关资料，并在可能的情况下进行现场调研。无论是专题研究

报告还是论文，其内容应完整，分析应透彻，对建设工程施工准备工作应有较全面的认识。

４８２　施工进度计划及控制案例分析

１ 教学准备

任课教师准备若干施工进度计划及控制案例，取材主要从流水施工进度计划安排、各种

类型网络计划 （单代号网络计划、双代号网络计划、单代号搭接网络计划、双代号时标网络

等）、进度计划检查与调整等方面考虑；按课程进度情况，在案例分析课前１周，将案例资

料发到为本课程建立的公共电子邮箱，要求学生下载后学习，并准备案例分析报告。

２ 教学组织

根据课程教学进度，在讲授流水施工进度计划、网络计划时，引入相应的案例材料进行

分析。学生在进行案例分析时，针对教师提供的案例资料，总结其成功之处，提出应改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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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案例分析应以启发学生发言为主，教师进行适

当点评和总结。

３ 成果内容及要求

案例分析结束时，学生应提交案例分析报告。报告中能够正确地总结出案例材料中的成

功及需要改进之处，所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建议应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最后还能归纳出流

水施工进度计划、网络计划等方法的关键要点、进度检查与调整的思路和方法。

４８３　单位工程施工组织设计实验模拟

１ 教学准备

任课教师准备一份××工程的基本背景资料，包括工程概况、地质地形条件、主要工程

量表等内容；按课程进度情况，提前１周通过实验模拟任务书和实验操作手册的形式，分别

将实验目的、实验步骤、工程背景资料、提交成果要求和应用软件操作步骤、方法等发给学

生，要求熟悉相关内容。

２ 教学组织

本实验模拟内容较多、综合性较强，可根据教学进度安排在短学期进行，也可以安排在

单位工程施工组织设计的基本内容讲授完之后。

进行实验模拟时，可将学生分为若干小组，每组成员２ ３人，也可由学生单独完成实

验模拟内容。
实验模拟包括：施工总体安排、施工方案编制、施工进度安排、施工准备工作及各项资

源需用量计划、施工平面图设计、施工技术组织措施计划及风险规划。
（１）施工总体安排

包括工程项目的工作结构分解和组织机构的设置及职责分工。
（２）施工方案编制

需要逐一说明施工程序、施工流向、施工顺序、施工机械和施工方法的选择、主要技术

经济评价指标等。
（３）施工进度安排

按照图纸划分施工项目、计算工程量、估计工作持续时间、进行初始计划安排、绘制横

道图和网络图，并进行优化。
（４）施工准备工作及各项资源需用量计划

编制劳动力需用量计划、施工机械需用量计划，并编制资金使用计划。
（５）施工平面图设计

根据项目具体情况，完成起重机械、搅拌站、材料堆场、仓库、加工厂、运输道路、临

时设施、水电管线等布置。
（６）施工技术组织措施计划及风险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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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各种技术组织措施、项目的主要风险内容及风险防范措施。

３ 成果内容及要求

实验模拟结束时，学生应提交一份实验模拟报告。报告内容应 包 括 实 验 目 的、实 验 准

备、实验步骤、实验数据及结果、实验收获等。报告内容应完整，实验步骤和数据正确，能

够反映学生对施工组织设计内容的全面认识。

４９　建设工程质量控制

建设工程质量控制课程实践教学的主要目的是使学生巩固建设工程质量控制的基本知

识，提高学生对工程质量控制理论知识的感性认识，培养学生在工程质量控制方面的实践能

力及运用工程质量控制基本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根据实践教学内容的不同，建设工程质量控制实践教学可采用课程设计、专题研究、案

例分析、实验模拟、实景观摩等方式，不同教学内容可选用的实践教学方式见表４－９。

表４－９　 “建设工程质量控制”实践教学方式

教学方式

教学内容
课程设计 专题研究 案例分析 实验模拟 实景观摩

施工质量计划 √ △ △

施工过程质量控制 △ △ √

工程质量事故处理 △ √ △

工程质量控制法律法规与相关制度 √ △

　　注：标有 “√”的为首选教学方式，标有 “△”的为可选择的其他教学方式。

４９１　施工质量计划课程设计

１ 教学准备

任课教师准备一份××工程的背景资料及编制工程项目质量管理计划相关的资料；按课

程进度情况，提前２周将上述文件发到为本课程建立的公共电子邮箱，要求学生下载后学习

上述文件内容。

２ 教学组织

根据课程教学进度，讲授完工程施工质量计划的基本内容后，任课老师布置题目为 “×

×工程项目质量管理计划”的课程设计。学生每４ ６人分为一组，每组推选一位组长，要

求每组模拟施工单位的项目经理部，编制工程项目质量管理计划。课程设计实行组长负责

制，小组成员分工完成项目质量管理计划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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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成果内容及要求

本课程设计应在１ ２周内完成，每组在课程设计结束时应提交一份 “××工程项目质

量管理计划”报告，包括以下内容：

① 工程质量目标及分解目标实现的具体措施；

② 不同施工阶段各部门、人员的职责和权限；

③ 为达到工程项目质量要求而采取的技术措施和控制方法；

④ 必要的机械设备、检测和试验设备；

⑤ 工程材料、构配件和设备的质量控制计划；

⑥ 工程施工的质量检查和验收计划；

⑦ 工程质量控制点及其控制措施。

报告内容应完整，计划科学合理，控制措施具有可操作性。

４９２　施工过程质量控制实景观摩

１ 教学准备

任课教师准备一份××工程的项目质量管理计划、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承包合同、施工

图纸等；按课程进度情况，提前２周将上述文件发到为本课程建立的公共电子邮箱，要求学

生下载后学习上述文件内容，熟悉现场观摩的相关内容。

同时，任课教师联系××工程项目的负责人，安排学生到施工现场实景 观 摩 的 具 体 事

宜，包括现场观摩的时间、地点、内容及安全交通事宜等。

２ 教学组织

根据课程教学进度，讲授完工程施工过程质量控制的基本内容后，任课教师组织学生到

施工现场参观工程项目施工过程的质量控制工作。在观摩之前，一定要做好整个观摩活动的

现场安全知识教育。

施工现场实景观摩内容包括：

① 工程项目概况及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等；

② 施工单位现 场 项 目 经 理 部 的 组 织 结 构、质 量 管 理 保 证 体 系 与 组 织 结 构、质 量 管 理

制度；

③ 监理单位现场项目监理机构的组织结构、质量监控体系与质量管理制度；

④ 施工现场的文明施工、安全生产情况及施工现场的施工平面布置情况；

⑤ 施工单位项目施工的基本工艺流程、工序质量控制的基本要点、工序质量检验的基

本流程；

⑥ 施工单位主要施工技术与管理措施，保证工程质量的相关管理制度与措施；

⑦ 监理单位的现场施工质量监控的流程、内容与手段；

⑧ 施工现场的技术与管理资料的整理、归档与分级管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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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成果内容与要求

现场观摩活动完毕后，任课教师应要求学生在１周内提交一份 “××工程项目质量控制

实景观摩”报告。报告内容可以结合所学知识，就现场施工过程质量控制的某一方面展开。
例如：

① 施工单位的现场施工质量管理的组织体系、责任体系、技术体系与相关管理制度；

② 监理单位的现场施工质量控制的组织体系、监控体系与相关管理制度；

③ 工程项目的质量控制点与相关质量保证措施；

④ 工程项目的施工质量管理计划；

⑤ 工程项目的施工质量检验计划；

⑥ 工程项目的材料质量控制计划与措施。

４９３　工程质量事故处理案例分析

１ 教学准备

任课教师准备国内外近年来发生的重大工程质量事故案例资料，包括文字资料和图片资

料等；按课程进度情况，提前２周将案例资料发到为本课程建立的公共电子邮箱，要求学生

熟悉案例资料，准备案例分析报告。

２ 教学组织

在讲授工程质量问题与质量事故的相关内容时引入案例分析，就教师所提供的重大工程

质量事故案件进行分析。分析讨论的内容包括：质量事故发生的原因、质量事故的处理程序

和方法、质量事故责任的鉴定结论、质量事故责任的合理分担等。案例分析应以启发学生发

言为主，教师进行适当点评和总结。

３ 成果内容与要求

案例分析结束时，学生应提交案例分析报告。案例分析应能深入地分析质量事故发生的

原因、质量事故责任鉴定的准确性和责任分担的合理性。最后能归纳出工程质量事故处理的

程序和方法。

４９４　工程质量控制法律法规与相关制度专题研究

１ 教学准备

任课教师准备一份工程质量控制法律法规与相关制度专题讨论提纲；按课程进度情况，

提前２周将讨论提纲发到为本课程建立的公共电子邮箱，要求学生根据讨论提纲收集相关资

料，进行专题研究。研究的内容可包括：

① 我国建设工程质量管理体制的现状、存在问题及改革；

② 我国建设工程质量管理制度的现状、存在问题及改革；

③ 建设工程监理制度在工程建设质量控制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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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工程风险管理制度在工程质量控制中的作用；

⑤ 工程质量保险制度在工程质量控制中的作用；

⑥ 代建制模式下工程质量管理体系；

⑦ 工程总承包模式下工程质量管理体系。

２ 教学组织

学生可以分组 （每组４ ６人分 工 完 成），也 可 以 独 立 完 成 专 题 研 究 报 告 或 论 文。根

据课程教学进度，在 学 时 允 许 的 情 况 下，教 师 可 在 课 堂 教 学 中 组 织 学 生 进 行 答 辩，随 机

抽取３ ５位同学针对 某 一 议 题 进 行 阐 述 （以 小 组 为 单 位 的，发 言 人 也 由 教 师 随 机 确 定，

组内其他同学可进行补充发言）。在答辩过程 中，发 言 人 需 随 时 回 答 教 师 和 其 他 同 学 提 出

的问题。每个议题 答 辩 完 成 后，需 要 教 师 进 行 总 结 发 言，明 确 其 中 的 有 关 概 念 和 问 题。

如果学时比较紧张，在课堂教学中无 法 安 排 答 辩 的 情 况 下，可 以 让 学 生 提 交 专 题 研 究 报

告或论文。

３ 成果内容及要求

无论是专题研究报告还是论文，所研究的工程质量控制法律法规与相关制度中存在的问

题客观、切中要害，提出的改革建议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４１０　建设工程风险管理

建设工程风险管理课程实践教学的主要目的是使学生加深和巩固建设工程风险管理的基

本理论知识，提高学生对建设工程风险管理理论知识的感性认识，培养学生在建设工程风险

管理方面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根据实践教学内容的不同，建设工程风险管理实践教学可采用课程设计、专题研究、案

例分析、实景观摩等方式，不同教学内容可选用的实践教学方式见表４－１０。

表４－１０　 “建设工程风险管理”实践教学方式

教学方式

教学内容
课程设计 专题研究 案例分析 实景观摩

工程风险管理计划 √ △

工程风险管理过程控制 △ √

工程保险 △ √

工程担保 △ √

工程风险管理法律法规与相关制度 √

　　注：标有 “√”的为首选教学方式，标有 “△”的为可选择的其他教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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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０１　工程风险管理计划课程设计

１ 教学准备

任课教师准备一份较为复杂的大型工程项目的相关背景资料；按课程进度情况，提前２
周将资料发到为本课程建立的公共电子邮箱，要求学生下载后学习上述资料内容。

２ 教学组织

根据课程教学进度，讲授完工程风险管理计划的基本内容后，任课教师布置题目为 “×
×工程项目风险管理计划”的课程设计。学生每４ ６人分为一组，每组推选一位组长，要

求每组模拟风险咨询机构编制工程项目风险管理计划。课程设计实行组长负责制，小组成员

分工完成工程项目风险管理计划的相关内容。每组可以运用头脑风暴法、层次分析法等进行

工程风险的识别和分类。

３ 成果内容及要求

本课程设计应在１ ２周内完成，每组在课程设计结束时应提交一份 “××工程项目风

险管理计划”报告，包括以下内容。
（１）引言

① 风险管理的目标；

② 风险管理的范围；

③ 风险管理的组织；

④ 风险管理的内容说明。
（２）风险识别

① 风险情况调查、风险来源等；

② 采用的风险识别方法和手段；

③ 风险分类、风险的归属权，清楚地理解所有识别出的风险因素。
（３）风险分析与评估

① 风险发生概率和风险后果的估计；

② 风险评估的方法；

③ 主要风险的确定；

④ 总风险结果评估，风险分析报告。
（４）风险管理决策

① 风险管理的程序及应急计划；

② 根据风险评估结果提出规避风险的建议方案；

③ 风险管理所需资源的分配；

④ 残留风险的跟踪及反馈的时间；

⑤ 项目风险估计、风险管理计划和风险规避计划三者综合之后的总策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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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内容应完整，分析与评估科学合理，应对策略具有可操作性。

４１０２　工程项目风险管理过程控制实景观摩

１ 教学准备

任课教师准备一份××工程项目风险管理的背景资料，按课程进度情况，提前２周将资

料发到为本课程建立的公共电子邮箱，要求学生下载后学习，熟悉工程项目建设的相关内

容，思考该项目的风险种类和风险特征。
同时，任课教师联系××工程项目的负责人，安排学生到施工现场实景 观 摩 的 具 体 事

宜，包括现场观摩的时间、地点、内容及安全交通事宜等。

２ 教学组织

根据课程教学进度，讲授完工程风险管理过程控制的基本内容后，任课教师组织学生到

施工现场进行工程风险管理过程控制的实景观摩。在观摩之前，一定要做好整个观摩活动的

现场安全知识教育。
施工现场实景观摩内容包括：

① 工程项目概况、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风险管理机构等；

② 施工单位现场项目经理部的风险管理组织结构与人员分工、风险管理制度；

③ 监理单位现场项目监理机构的风险管理组织结构与人员分工、风险管理制度；

④ 施工现场风险管理的基本程序、具体方法和手段等。

３ 成果内容与要求

现场观摩活动完毕后，任课教师应要求学生在１周内提交一份 “××工程风险管理实景

观摩”报告。报告内容可以结合所学知识，就工程项目施工现场风险管理的某一方面展开：

① 施工单位的现场施工风险管理实施情况；

② 风险管理机构 （如保险公司）的现场施工风险管理实践情况；

③ 工程项目风险管理的基本程序、手段与方法；

④ 工程项目的工程保险计划。

４１０３　工程项目保险案例分析

１ 教学准备

任课教师准备国内外近年来大型工程项目实施工程保险的案例资料，包括项目基本概况

和实施工程保险的具体安排；按课程进度情况，提前２周发到为本课程建立的公共电子邮

箱，要求学生熟悉案例资料，准备案例分析报告。

２ 教学组织

在讲授工程保险的相关内容时引入案例分析，就教师所提供的大型工程项目实施工程保

险的案例进行分析。分析讨论的内容包括：工程项目的主要风险类别、实施保险转移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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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与范围，工程保险的投保模式、被保险人、投保人、保险人、保险标的、保险利益、保

险金额、保险责任、保险期限、免赔额和除外责任等，以及工程项目出险后的理赔情况等。
案例分析应以启发学生发言为主，教师进行适当点评和总结。

３ 成果内容与要求

案例分析结束时，学生应提交案例分析报告。案例分析应能深入地分析工程项目的主要

风险类别、工程保险的投保模式及理赔情况等，能够系统地总结出工程项目保险的成功与不

足之处。最后能归纳出工程保险的投保程序和方法。

４１０４　工程项目担保案例分析

１ 教学准备

任课教师准备国内外近年来重大工程建设实施工程担保的案例资料，包括项目基本概况

和实施工程担保的具体安排；按课程进度情况，提前２周发到为本课程建立的公共电子邮

箱，要求学生熟悉案例资料，准备案例分析报告。

２ 教学组织

在讲授工程担保的相关内容时引入案例分析，就教师所提供的大型工程项目实施工程担

保的案例进行分析，分析讨论的内容包括：工程项目的主要风险类别、实施工程担保的风险

种类与范围，工程实施担保的模式、担保人、被担保人、工程担保的品种、担保金额、担保

费率、反担保情况等，以及违约后的理赔情况等。案例分析应以启发学生发言为主，教师进

行适当点评和总结。

３ 成果内容与要求

案例分析结束时，学生应提交案例分析报告。案例分析应能深入地分析工程项目的主要

风险类别、工程担保模式及理赔情况等，能够系统地总结出工程项目担保的成功与不足之

处。最后能归纳出工程担保的程序和方法。

４１０５　工程风险管理法律法规与相关制度专题研究

１ 教学准备

任课教师准备一份工程风险管理法律法规与相关制度的专题讨论提纲，按课程 进 度 情

况，提前２周将讨论提纲发到为本课程建立的公共电子邮箱；同时，将学生每４ ６人分为

一组，每组推选一位组长，要求每组根据讨论提纲收集相关资料，进行专题研究。研究的内

容可包括：

① 我国工程建设风险管理体制的现状、存在问题及改革；

② 我国工程建设风险管理制度的现状、存在问题及改革；

③ 工程建设合同担保制度在我国工程建设风险管理中的作用；

④ 工程建设保险制度在我国工程建设风险管理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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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代建制模式下工程风险管理体系；

⑥ 工程总承包模式下工程风险管理体系。

２ 教学组织

根据课程教学进度，在学时允许的情况下，教 师 可 在 课 堂 教 学 中 组 织 学 生 进 行 答 辩，
随机抽取３ ５位同学针对某一议题进行阐述 （以小组为单位的，发言人也由教师随机确

定，组内其他同学可进行补充发言）。在答辩 过 程 中，发 言 人 需 随 时 回 答 教 师 和 其 他 同 学

提出的问题。每个议 题 答 辩 完 成 后，需 要 教 师 进 行 总 结 发 言，明 确 其 中 的 有 关 概 念 和 问

题。如果学时比较紧 张，在 课 堂 教 学 中 无 法 安 排 答 辩 的 情 况 下，可 以 让 学 生 提 交 专 题 研

究报告或论文。

３ 成果内容及要求

无论是专题研究报告还是论文，所研究的工程风险管理法律法规与相关制度中存在的问

题客观、切中要害，提出的改革建议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４１１　建设工程造价管理

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实践教学的主要目的是使学生巩固工程造价管理基础知识，掌握工程

造价管理的基本步骤和方法，掌握工程概预算和工程量清单的编制方法，培养学生综合应用

专业技术知识的能力和实践能力。
根据实践教学内容的不同，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实践教学可采用课程设计、专题研究、案

例分析、实验模拟等方式，不同教学内容可选用的实践教学方式见表４－１１。

表４－１１　 “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实践教学方式

教学方式

教学内容
课程设计 专题研究 案例分析 实验模拟

建筑企业定额编制方法 △ √

工程计量 △ △ √

建设工程投资估算与财务评价 △ △ √

施工图预算 √ △ △

建设工程招投标管理 √ △ △

建设工程施工阶段造价管理 √ △

建设工程竣工决算 △ √ △

　　注：标有 “√”的为首选教学方式，标有 “△”的为可选择的其他教学方式。

４１１１　建筑企业定额编制方法专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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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教学准备

任课教师准备一份建筑企业定额编制方法的专题讨论提纲，按课程进度情况，提前１周

将讨论提纲发给学生；同时，将学生每４ ６人分为一组，每组推选一位组长，要求每组根

据讨论提纲收集相关资料，进行专题研究。研究的内容可包括：

① 新时期建设工程定额的重要性；

② 建筑企业定额编制现状；

③ 建筑企业定额编制方法。

２ 教学组织

根据课程教学进度，在学时允许的情况下，教师可在课堂教学中组织学生进行答辩，随

机抽取３ ５位同学针对某一议题进行阐述 （以小组为单位的，发言人也由教师随机确定，

组内其他同学可进行补充发言）。在答辩过程中，发言人需随时回答教师和其他同学提出的

问题。每个议题答辩完成后，需要教师进行总结发言，明确其中的有关概念和问题。如果学

时比较紧张，在课堂教学中无法安排答辩的情况下，可以让学生提交专题研究报告或论文。

３ 成果内容及要求

无论是专题研究报告，还是论文，应能深入分析我国建筑企业定额编制中的合理和需要

改进之处，通过分析发达国家和地区工程造价信息管理的成功经验，初步提出一套适合我国

国情的建筑企业定额编制方法。

４１１２　工程计量实验模拟

１ 教学准备

任课教师准备某小型工程项目的一套完整图纸；按课程进度情况，提前１周通过实验模

拟任务书和实验操作手册的形式，分别将实验目的、实验步骤、工程背景资料、提交成果要

求和应用软件操作步骤、方法等发给学生，要求熟悉相关内容。

２ 教学组织

根据课程教学进度，讲授完工程计量的基本内容后，任课教师组织学生进行实验模拟。

可将学生分为若干小组，每组成员２ ３人，也可由学生单独应用工程量计算软件进行土建

工程量计算。

３ 成果内容及要求

实验模拟结束时，学生应提交两份工程量计算书：人工计算的工程量计算书和应用工程

量计算软件计算的工程量计算书。还应提交一份工程量手算与机算结果差异分析报告。计算

书内容应完整，差异分析应细致、明确。

４１１３　建设工程投资估算与财务评价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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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教学准备

任课教师准备某建设工程项目投资估算及财务评价案例资料；按课程进度情况，提前１
周将案例资料发到为本课程建立的公共电子邮箱，要求学生下载并熟悉案例资料。

２ 教学组织

根据课程教学进度，在讲授投资决策阶段工程造价管理的基本内容时引入案例分析。首

先，教师将学生分成若干小组，由组内讨论其投资构成，并选择适用的投资估算方法估算该

工程的投资额。然后，教师组织课堂分析讨论。分析讨论结束时，教师应整 理 同 学 们 的 意

见，进行总结分析和点评。
接下来，教师组织学生针对所提供的案例资料，分析讨论建设工程项目财务评价的内容

和参数选择方法，并结合工程实际情况，进行该工程项目的财务评价。

３ 成果内容及要求

学生应针对教师所提供的案例资料，能够选择科学的投资估算方法估算工程投资额，并

通过分析计算得到正确的工程项目财务评价报表和指标。

４１１４　施工图预算课程设计

１ 教学准备

任课教师准备一份某工程项目的施工图文件及其他技术资料；按课程进度情况，提前２
周将上述文件发到为本课程建立的公共电子邮箱，要求学生下载后学习上述文件内容；教师

还需准备好设计任务书、指导书及课程设计所需的规程、规范等。

２ 教学组织

根据课程教学进度，讲授完施工图预算的基本内容后，任课教师布置题目为 “××工程

施工图预算书编制”的课程设计。学生每３ ５人分为一组，每组推选一位组长。课程设计

实行组长负责制，小组成员分工完成施工图预算书编制的相关内容。

３ 成果内容及要求

本课程设计应在３周内完成，每组在课程设计结束时应提交一份 “××工程施工图预算

书”，内容包括：封面，编制说明，工程量计算 书，人 工、材 料 及 机 械 用 量 套 算 表，人 工、
材料和机械费用汇总表、定额取费表等。

课程设计报告要求：内容完整、格式规范、计算正确。

４１１５　建设工程招投标管理专题研究

１ 教学准备

任课教师准备一份建设工程招投标管理的专题讨论提纲，按课程进度情况，提前１周将

讨论提纲发给学生；同时，将学生每４ ６人分为一组，每组推选一位组长，要求每组根据

讨论提纲收集相关资料，进行专题研究。研究的内容可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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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工程标底的作用及无标底招标的可能性；

② 工程标底编制方法；

③ 工程投标报价计算方法；

④ 工程投标报价软件应用状况。

２ 教学组织

根据课程教学进度，在学时允许的情况下，教师可在课堂教学中组织学生进行答辩，随

机抽取３ ５位同学针对工程标底、投标报价方法及相应软件的应用等进行阐述 （以小组为

单位的，发言人也由教师随机确定，组内其他同学可进行补充发言）。在答辩过程中，发言

人需随时回答教师和其他同学提出的问题。每个议题答辩完成后，需要教师进行总结发言，
明确其中的有关概念和问题。如果学时比较紧张，在课堂教学中无法安排答辩的情况下，可

以让学生提交专题研究报告或论文。

３ 成果内容及要求

无论是专题研究报告还是论文，应能深入分析我国新时期工程标底编制的必要性、使用

范围和使用方法，对我国工程建设领域实施无标底招标的可能性有正确的认识；能够全面、
深入地分析建设工程投标报价方法及相应软件的应用状况。

４１１６　建设工程施工阶段造价管理案例分析

１ 教学准备

任课教师准备某建设工程施工过程中有关工程变更、费用索赔、工程进度款结算及投资

偏差分析等案例资料；按课程进度情况，提前１周将案例资料发到为本课程建立的公共电子

邮箱，要求学生下载并熟悉案例资料。

２ 教学组织

根据课程教学进度，在讲授施工阶段工程造价管理的基本内容时引入案例分析。由教师

将学生分成若干小组，分析讨论工程变更和费用索赔的处理程序和方法，工程预付款的扣留

及支付，保修金的扣留及支付方法，工程进度款的计算方法和支付程序，投资偏差 分 析 方

法等。

３ 成果内容及要求

学生应针对教师所提供的案例资料，能够正确地归纳出工程变更和费用索赔的处理程序

和方法、工程进度款的计算方法和支付程序，以及投资偏差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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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１７　建设工程竣工决算案例分析

１ 教学准备

任课教师准备某建设工程竣工决算案例资料；按课程进度情况，提前１周将案例资料发

到为本课程建立的公共电子邮箱，要求学生下载并熟悉案例资料。

２ 教学组织

根据课程教学进度，在讲授建设工程竣工决算的基本内容时引入案例分析。教师将学生

分成若干小组，分析讨论竣工决算的编制程序和方法。案例分析应以启发学生发言为主，教

师进行适当点评和总结。

３ 成果内容及要求

学生应针对教师所提供的案例资料，能够正确地掌握建设工程竣工决算的内容、程序和

方法。

４１２　房地产估价

房地产估价实践教学的主要目的是使学生巩固房地产估价基础理论与方法，掌握房地产

估价的基本步骤和方法，培养学生综合应用专业技术知识的能力和实践能力。
根据实践教学内容的不同，房地产估价实践教学可采用课程 设 计、专 题 研 究、案 例 分

析、实景观摩等方式，不同教学内容可选用的实践教学方式见表４－１２。

表４－１２　 “房地产估价”实践教学方式

教学方式

教学内容
课程设计 专题研究 案例分析 实景观摩

房地产市场研究 √ △

房地产现场踏勘 △ △ √

房地产估价方法 △ √

房地产估价报告 √ △ △

　　注：标有 “√”的为首选教学方式，标有 “△”的为可选择的其他教学方式。

４１２１　房地产市场研究课程设计

１ 教学准备

任课教师指定一些房地产细分市场，如某地区写字楼市场、普通住宅市场、商业用房市

场、普通商品住宅二手房市场、四合院市场等，要求学生收集有关资料，并 为 市 场 调 研 做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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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教学组织

根据课程教学进度，讲授完房地产市场研究后，布置题目为 “××房地产市场研究”的

课程设计，并讲述市场调研的方法、内容和调研报告的组成及编写方法。学生每３ ５人分

为一组，每组推选一位组长。课程设计实行组长负责制，小组成员分工完成房地产市场调研

及市场调研报告的编制工作。

３ 成果内容及要求

本课程设计应在４周内完成，由学生小组对市场的供需状况作出分析和判断，每组在课

程设计结束时应提交一份 “××房地产市场调研报告”，内容包括：市场概貌 （市场容量 、
类型）、背景分析、需求市场分析、供应市场分析、影响供需的因素分析、结论和建议等。

４１２２　房地产现场踏勘实景观摩

１ 教学准备

任课教师准备房地产估价规程和其他估价技术规范和文件，提前１周将上述文件发到为

本课程建立的公共电子邮箱，要求学生熟悉相关内容。同时，任课教师联系房地产 踏 勘 现

场，安排学生到现场进行实景观摩的具体事宜，包括现场观摩的时间、地点、内容及安全交

通事宜等。

２ 教学组织

根据课程教学进度，讲授完房地产现场踏勘的基本内容后，任课教师布置房地产现场踏

勘任务，并介绍现场踏勘的基本方法和注意事项，要求学生熟悉房地产现场踏勘的具体要

求。然后由教师带队组织同学深入某房地产项目进行现场踏勘。教师可以结合项目的个体特

点、区域特点和环境因素等进行现场讲解，分析房地产状况，并实地演示房地产踏勘的主要

内容和方法。学生每３ ５人分为一组，每组推选一位组长，小组成员共同完成现场踏勘报

告的内容。

３ 成果内容及要求

现场踏勘结束１周后，每组应提交一份房地产现场踏勘报告，分析所踏勘项目的价格影

响因素，并对项目具体情况加以描述。

４１２３　房地产估价方法案例分析

１ 教学准备

任课教师准备采用不同方法的房地产估价报告案例；按课程进度情况，提前１周将上述

文件发到为本课程建立的公共电子邮箱，要求学生下载后阅读分析上述文件，准备案例分析

报告。

２ 教学组织

根据课程教学进度，讲授完房地产估价基本方法后，在课堂上展开案例讨论。首先由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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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组成小组进行组内讨论，形成小组意见后，由每个小组推选代表在课堂上阐明小组意见。
分析完成后，教师应对同学们的意见进行点评和总结。案例分析的内容可包括：市场法估价

案例、收益法 估 价 案 例、成 本 法 估 价 案 例、假 设 开 发 法 估 价 案 例 和 基 准 地 价 修 正 法 估 价

案例。

３ 成果内容及要求

案例分析结束后，学生应提交案例分析报告，能够正确地分析各种估价方法的特点和适

用条件。

４１２４　房地产估价报告课程设计

１ 教学准备

任课教师指定一些不同类型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并提供估价所需的基础资料和数据；按

课程进度情况，提前４周将上述文件发到为本课程建立的公共电子邮箱，要求学生下载后进

行选择。教师就课程设计工作进行具体的布置和说明，事先准备设计任务书、指导书及设计

所需的规程、规范，并给予讲解。

２ 教学组织

根据课程教学进度，讲授完房地产估价报告编制的基本内容后，布置题目为 “××房地

产估价报告”的课程设计。学生每３ ５人分为一组，每组推选一位组长。课程设计实行组

长负责制，由不同小组选择不同类型的房地产项目展开调研，对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进行

分析，结合房地产项目的特点选择多种估价方法。在此过程中，组内成员加强分工协作，老

师经常对小组进行估价对象分析、方法选择方面的指导，并可深入到各个小组中，指导其完

成估价中的难点内容。

３ 成果内容及要求

本课程设计应在４周内完成，每组在课程设计结束时应提交一份完整的 “××房地产估

价报告书”，内容包括：致委托方函、估价师声明、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估价结果报告、
估价技术报告及附件等。各小组可在课堂上阐述估价报告的内容，并接受其他小组同学和教

师的提问。最后，由教师对估价活动、估价报告和讨论情况进行点评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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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篇　实　　习

实习是工程管理实践教学的重要环节，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具体体现。完整的工程管

理实习体系应包括认识实习、专业实习和毕业实习３个层次。３个实习层次逐步深入，各有

侧重，又紧密联系。认识实习是专业实习和毕业实习的基础，同时也是相关课程理论教学的

重要基础，其作用不容忽视。专业实习有助于巩固和拓展工程管理专业知识，培养工程管理

实际操作技能；同时，也将为毕业设计 （论文）的选题创造便利条件。毕业实习能够使学生

进一步巩固和拓展工程管理专业知识，提高工程管理实际操作技能；此外，对于学生进行现

场调研、更好地完成毕业设计 （论文）乃至寻求就业岗位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５章　认 识 实 习

认识实习是工程管理专业教学中的重要实践性环节。通过实习，可使学生获得专业感性

认识、工程基本概念、工程管理基本知识等，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

５１　认识实习的内容及组织

５１１　实习单位及内容

认识实习主要是到相关单位或场所进行参观、调研、访谈等。根据实习单位或场所的不

同，认识实习的内容也不同。

１ 政府部门

与工程管理专业相关的政府部门主要包括国务院及各级建设主管部门、各级发展与改革

主管部门、各级财政主管部门、各级规划主管部门、各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等。由于这些部

门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及相关产业政策的制定者、发布者，同时也是市场监管部门，因此，
了解政府有关部门的设置及职能范围、业务流程，了解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相关产业政策及



工程管理体制，对于扩展学生视野、激发学习兴趣、培养分析判断能力、提高专业素养等具

有重要意义。

２ 建设单位

建设单位通常负责建设工程项目的前期策划和决策、工程有关报批手续的办理、工程设

计和施工任务的委托及过程管理、组织工程交工验收及竣工结算与决算等。在建设单位进行

认识实习，不仅可以了解建设单位的组织机构设置、在工程建设过程中的地位和职责，而且

可以了解工程建设程序中各个阶段的主要工作内容，以及建设单位中工程管理人才应具备的

基本素质。

３ 建筑企业

建筑企业作为建设工程项目的实施者，主要负责完成建设工程项目的施工任务 （在工程

总承包模式中也负责施工图设计工作）。在建筑企业进行认识实习，可以了解建筑企业的组

织机构设置及相应职责、发展战略和企业文化、经营范围和主要业务内容、建设工程施工任

务的承揽及过程管理流程、财务管理、资源管理、信息管理、企业管理部门与施工现场项目

管理机构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的内容，以及建筑企业中工程管理人才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４ 监理或项目管理企业

工程监理企业或项目管理企业受建设单位的委托主要负责建设工程项目实施阶段的管理

工作，也可以接受建设单位委托从事建设工程前期决策阶段的咨询工作。在工程监理企业或

项目管理企业进行认识实习，可以了解工程监理企业或项目管理企业的组织机构设置及相应

职责、发展战略和企业文化、经营范围和主要业务内容、建设工程项目管理任务的承揽及项

目管理工作流程、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管理、企业管理部门与施工现场项目管理

机构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的内容，以及监理工程师、项目管理专业人士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５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企业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企业既要负责房地产项目的开发建设，还要负责房地产项目的经营。
在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企业进行认识实习，可以了解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企业的组织机构设置及

相应职责、发展战略和企业文化、土地资源的获取途径与方式、房地产营销策略、企业主要

经营业务及其流程、房地产估价等方面的内容，以及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企业中工程管理人才

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６ 工程咨询单位

工程咨询单位包括工程咨询公司、资产或房地产估价机构、工程设计单位、工程招标代

理机构、工程造价咨询机构等。在工程咨询单位进行认识实习，可以了解其组织机构设置及

相应职责、经营范围和主要业务内容、咨询工作流程及人力资源素质要求等方面的内容。

７ 其他单位

除上述单位外，学生也可在银行、担保公司、保险公司、房地产经纪公司等单位进行认

·６６· 工程管理实践教程



识实习。例如在银行、保险公司进行认识实习，可以了解其在工程建设和房地产开发方面的

业务内容和运作流程；在担保公司进行认识实习，可以了解其担保业务的种类及相应运作流

程；在房地产经纪公司进行认识实习，可以了解其组织机构设置及相应职责、经营业务及其

运作流程等。

８ 工程项目施工现场

到工程项目施工现场进行认识实习，可以使学生感受施工现场的气氛，认识工程实体的

机构及附属设施，增强学生对各类建筑物、构筑物的感性认识；了解施工现场的场地布置，
如材料堆放、路线安排等；了解施工组织及安全管理、环境管理等内容和方法；了解施工现

场项目管理机构设置及相应职责、项目施工运作流程和管理流程；了解施工机械设备的种

类、功能及操作方法；了解钢材、水泥、混凝土等建筑材料的使用情况等。

５１２　实习组织形式

认识实习应伴随教学过程的始终，既要有工程管理专业的整体认识实习，还要有结合课

程教学内容而进行的课程认识实习。根据认识实习的内容及实习条件等不同，认识实习可以

选用虚拟环境认识实习或现实环境认识实习方式。

１ 虚拟环境认识实习

虚拟环境认识实习是指通过Ｉｎｔｅｒｎｅｔ进入有关部门或单位的网络网点对其机构设置及主

要职责、业务流程等进行 “参观”。计算机网络是实现认识实习目标的一种有效途径。通过

网络搜索、查询、交流等功能，使学生能够对行业动态、市场主体、政府主管部门、相关企

事业单位、相关业务流程等有一个全面系统的认识和理解。随着电子政务和电子商务的普

及，虚拟环境实习将成为学生认识实习的重要途径。
此外，国外研发的许多先进教学系统也将为学生的实习提供方便。例如：加拿大安大略

省教育研究院开发的 ＣＳＩＬＥ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系

统，是一个由文本和图形组成的协作学习环境和公共数据库，是第一个支持协作学习和探究

学习的 网 络 系 统；由 日 本、芬 兰 和 美 国 共 同 开 发 的 协 作 远 程 学 习 支 撑 系 统 ＣＯＤＩＬＥＳＳ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ＳｕｐｐｏｒｔＳｙｓｔｅｍ），是一个基于Ｉｎｔｅｒｎｅｔ支持学生远程协作

学习的集成学 习 环 境，具 有 同 步 和 异 步 的 多 媒 体 通 信 功 能；澳 大 利 亚 艾 迪 斯·卡 温 大 学

（ＥｄｉｔｈＣｏｗ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开发的一套网络系统 ＲＯＮＳＵＢ，专门用于管 理 和 协

调基于问题的学习活动，该系统可将学习某门课程的学生分为由大约２０人组成的讨论小组。
这些系统的交互功能同样可以用于实习中，进行协作实习和远程实习。

２ 现实环境认识实习

现实环境认识实习是指学生到相关企事业单位、施工现场、工程服务交易场所等进行参

观、访问和学习等一系列实习活动。这样可以亲身感受工程管理氛围，直观理解工程管理专

业知识。按组织形式不同，现实环境认识实习可分为集中实习和分散实习两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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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集中实习

由实习指导教师统一联系并带领学生到相关企事业单位、施工现场、工程服务交易场所

等进行参观、访问和学习。这种方式有利于实习指导教师的直接指导和监督管理，但需要有

实习基地或实习接待单位的大力支持。
（２）分散实习

由学生个人或指导教师联系实习地点和单位后，学生单独或成立实习小组进行 认 识 实

习。这种实习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社交能力和自控能力，也便于实习单位的接待。但 由 于 人

员、地域、时间等分散问题，加大了实习指导教师的协调工作量和监督管理难度。因此，在

有条件的情况下，认识实习尽量少采用甚至不采用分散实习方式。

５２　认识实习的总结与考核

５２１　实习总结与交流

１ 实习总结

学生在认识实习结束后，要及时进行总结。学生每人应完成一份认识实习报告，总结自

己在认识实习过程中所收集的信息和实习体会，并可提出相关建议。对于组成实习小组进行

认识实习的团队，还应该提交一份团队实习报告，总结团队认识实习的情况和体会。
实习报告主要包括实习概况介绍 （实习的时间、地点、参与者、组织方式等）、实习主

要内容及实习的收获与体会等。
实习总结要实事求是，不要夸大其词，更不能弄虚作假。实习报告要条理清楚，内容丰

富，切实写出自己的收获与体会。

２ 实习交流

进行实习交流是增强实习效果的一种有效途径。实习交流不仅要体现在实习结束后的集

体交流，还要体现在实习过程中的相互交流。
（１）集体交流

在认识实习结束时，实习指导教师应组织认识实习的集体交流。这样能够使所有同学共

享各自的实习体会，从而使实习资源得到有效利用；同时也便于实习指导教师掌握认识实习

的基本情况，对实习效果进行考核。
（２）相互交流

进行相互交流的主体应该是参加认识实习的同学。同一个实习单位的同学之间，应该交

流各自的实习感想和体会；不同实习单位的同学之间，更应该进行相互交流。当然，参加实

习的同学还应当主动与实习单位的有关人员进行交流，向有关专业人士及实习指导教师请教

有关问题。相互交流属于一种非正式的交流，是对学生实习收获的共享；虽然不能直接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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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但对于加深学生的实习体会、拓宽视野，增强认识实习的效果非常重要。

５２２　实习考核

认识实习的考核内容主要包括３个方面，即：① 现场表现 （出勤、纪律情况）；② 实习

报告；③ 实习交流情况。各项考核内容的权重可根据认识实习开展的实际情况确定。
认识实习的考核方式以实习指导教师的考核为主，可以适当引入同学的互评，最终成绩

由两种考核方式按照一定的权重 （例如７０％和３０％）加权平均得 出。考 核 成 绩 可 按 优 秀、
良好、中等、及格和不及格５级划分。其中，优秀和及格可参照以下标准评定。

 优秀———没有缺 勤，现 场 表 现 好；实 习 报 告 条 理 清 楚，内 容 丰 富，实 习 体 会 深 刻；
实习交流准备充分，交流内容充分体现了认识实习的收获。

 及格———出勤率较 高，能 够 遵 守 实 习 纪 律；实 习 报 告 结 构 基 本 完 整，条 理 较 清 楚，
实习体会比较深刻；对实习交流有一定的准备，基本反映了认识实习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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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６章　专 业 实 习

专业实习是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原则，培养大学生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的客观要求；同时也是巩固和拓展专业知识，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的必要措施。通过专业实

习，使学生进一步深入理解和掌握工程管理专业知识，达到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知识和技能

的统一，并为毕业设计 （论文）的选题乃至毕业后的就业创造良好条件。

６１　专业实习的内容及方式

６１１　实习单位及内容

专业实习主要是进入实习单位，通过在该单位的相关部门工作一段时间，巩固和拓展工

程管理专业知识，并在锻炼和培养实际操作技能的基础上，深入观察和分析工程管理实际工

作中存在的问题。根据实习单位及部门的不同，专业实习的内容也不同。

１ 建筑企业

进入到建筑企业进行专业实习，主要包括公司层面和项目层面两个方面。
（１）公司层面的专业实习

实习者可以在建筑企业的职能管理部门 （如战略管理部门、合同管理部门、工程技术部

门、科技开发部门、财务管理部门、人力资源管理部门、材料设备管理部门、信息管理部门

等）进行专 业 实 习，熟 悉 建 筑 企 业 管 理 业 务，培 养 分 析 和 解 决 建 筑 企 业 管 理 实 际 问 题 的

能力。
（２）项目层面的专业实习

在项目层面进行专业实习，其内容可以包括：

① 工程项目投标文件的编制方法，包括工程项目管理规划的制定和投标报价的确定等；

② 承包合同谈判及签订的主要工作内容；

③ 工程项目管理实施规划的编制方法，图纸会审及技术交底会议的主要内容；

④ 施工方案及施工技术组织措施的编制方法；

⑤ 工程项目施工质量、成本、进度、安全、环境等的过程管理方法；

⑥ 分包单位、材料设备供应单位的选择过程；

⑦ 工程交工验收、竣工结算的程序和方法；



⑧ 常用工程管理软件的使用方法。

２ 监理或项目管理企业

进入到工程监理企业或项目管理企业进行专业实习，也包括公司层和项目层两个方面。
（１）公司层面的专业实习

实习者可以在工程监理企业或项目管理企业的职能管理部门 （如战略管理部门、合同管

理部门、工程技术部门、人力资源管理部门、信息管理部门等）进行专业实习，熟悉工程监

理企业或项目 管 理 企 业 管 理 业 务，培 养 分 析 和 解 决 工 程 监 理 或 项 目 管 理 企 业 实 际 问 题 的

能力。
（２）项目层面的专业实习

在项目层面进行专业实习，其内容可以包括：

① 建设工程前期决策阶段的咨询工作内容，包括工程项目策划、可行性研究及投资估

算等；

② 建设工程监 理 投 标 文 件 的 编 制 方 法，包 括 建 设 工 程 监 理 大 纲 或 项 目 管 理 规 划 大

纲等；

③ 建设工程监理规划、监理实施细则或项目管理规划、项目管理实施细则的编制方法；

④ 建设工程监理合同或项目管理合同的谈判及签订的工作内容；

⑤ 建设工程项目目标控制程序和方法；

⑥ 常用工程管理软件的使用方法。

３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企业

进入到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企业进行专业实习，应当在熟悉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企业的组织

机构设置、经营业务范围的基础上，全面掌握房地产投资开发、经营管理的主要过程，具体

内容包括：

① 房地产市场调研及市场预测分析的方法；

② 房地产开发项目的策划与可行性研究的程序和方法；

③ 房地产开发项目的融资渠道及投资风险分析方法；

④ 房地产开发所需土地的获取途径及项目立项审批过程；

⑤ 房地产开发项目管理过程，包括勘察设计、施工招标，合同管理，质量、进度及投

资的过程控制，竣工结算与验收等；

⑥ 房地产市场营销策略及物业管理的主要工作内容。

４ 工程咨询单位

实习者可以 到 招 标 代 理 机 构、造 价 咨 询 机 构、投 资 咨 询 机 构 及 设 计 单 位 等 进 行 专 业

实习。
具体专业实习的主要内容有：

① 建设工程投资估算方法及经济、社会评价的基本内容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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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的优选方法及设计概算、施工图预算的编制与审查方法；

③ 工程量清单的编制及工程量清单的计价方法和程序；

④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监理、施工、材料设备采购招标的过程和方法；

⑤ 建设工程合同文件的编制及合同价的确定方法；

⑥ 建设工程变更及合同价款的变更控制程序和方法；

⑦ 工程索赔管理的程序和方法；

⑧ 投资偏差分析方法及工程价款结算方法；

⑨ 建设工程项目后评价内容和方法；

⑩ 常用工程管理软件的使用方法。

５ 其他单位

除上述所列实习单位外，政府机关、保险公司、担保公司、银行、物业管理公司、房地

产中介机构等也可作为专业实习单位。在政府机关实习的主要内容有建设工程管理相关法律

法规起草、制定和监督执行，建筑市场监督与管理方法；在保险公司、担保公司实习的主要

内容有相关业务风险管理、保险和担保业务手续办理、保险和担保业务合同管理、保险索赔

处理等；在银行实习的主要内容有贷款项目风险分析、贷款客户信用评价、建设工程及房地

产开发项目贷款业务等；在物业管理公司和房地产中介机构实习的主要内容有企业的经营业

务活动、各项业务的开展过程、各项业务工作的绩效考核等。

６１２　实习时间安排及方式

１ 实习时间安排

专业实习与专业课程的学习紧密相连，同时，专业实习应与毕业实习相区别。为此，在

四年制大学学习中，专业实习的时间安排可以根据情况选择下列两种方案之一。

① 第６学期末及暑假进行２个月的专业实习。这种方案主要是针对分散实习，在实习

指导教师的指导下，由学生自己联系单位进行专业实习。

② 第７学期初进行１个月的专业实习。这种方案主要是针对集中实习，也可以考虑分

散实习。
在上述时段安排专业实习，尽管有些专业课程还没有讲授，但这样有利于提高学生对专

业课的学习兴趣。更重要的是，通过专业实习，可以为学生进行毕业去向的选择提供体验机

会。因为许多学生在进入大学四年级后，就要决定报考硕士研究生或直接就业，所以，大学

第６学期后的专业实习，无疑会对他们的决策提供重要参考。

２ 实习方式

专业实习应主要采取现场实习方式，但有些内容也可以通过模拟实习达到目的。
（１）现场实习

在实习基地或者实习单位进行身临其境的实习，可以使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更为紧密，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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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者更能发现实际工作中的各种问题。更为重要的是，现场实习能够使学生各方面的能力

得到锻炼，例如与同事、上司、客户等打交道的能力，处理紧急事 件 的 应 变 能 力，发 现 问

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等。

但由于实习时间、经费及实习单位等方面的限制，现场实习容易陷入泛泛地参观了解，
而缺少实际操作的机会。考虑安全、保密等方面的因素，学生在很多实习单位无法接触到核

心业务或真正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内容。因此，专业实习还需以其他实习方式作为补充，使学

生能够尽可能多地接触到实际业务工作，从而使专业实习落到实处。
（２）模拟实习

使用计算机模拟系统或进行仿真实践教学日益成为专业实习的有效方式。与现场实习相

比，模拟实习的优越性是在有限的时间和费用条件下，能够实践多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例如既能进行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方面的实践，也能进行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企业管理方面的实

践等。
计算机模拟系统是很多专业进行实习的重要方式。工程管理专业的计算机模拟系统主要

是指应用于工程管理的各种软件系统。例如：Ｐｒｏｊｅｃｔ和Ｐ３软件系统主要可用于项目管理方

面的专业实习；ＰＫＰＭ 软件系统既可以用于建设工程概预算方面的专业实习，也可以用于

项目管理方面的专业实习；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企业管理信息系统可以用于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企业管理方面的专业实习等。随着计算机及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未来的工程管理将会更多

地应用计算机管理系统。利用计算机管理系统进行专业实习，既可以巩固所学知识，还能够

培养利用计算机进行工程管理的技能。

在仿真实践中，实习者可以扮演现实经营管理环境中的各种角色，进行全真式的模拟演

练。像法学院学生利用仿真法庭 （也称模拟法庭）进行法学知识的实践一样，工程管理的专

业实习同样可以利用仿真实践进行专业实习，例如可以进行建设工程招投标及合同谈判的仿

真、建设工程概预算的仿真、房地产营销策划的仿真等。
当然，模拟实习也存在明显的缺点，主要表现在：实习者没有真正接触到现实环境，也

无法直接从现场拥有大量实践经验的专业人员那里吸取经验教训，更无法锻炼自己的人际交

往能力、洞察能力、应变能力等重要素质。

６２　专业实习的实施

６２１　实习准备

１ 成立实习指导小组

为进一步加强专业实习的规范性，提高专业实习质量，应成立专业实习指导小组。专业

实习指导小组可由５ ７名具有一定实践教学经验的老师组成，应任命或选拔一名组长。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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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实习指导小组中的多数成员应由工程管理专业课任课教师担任。
专业实习指导小组全面负责专业实习的各个环节，主要工作内容包括：制定和部署专业

实习工作计划，指导和监督学生的专业实习过程，总结和评价专业实习成果。

２ 编制实习计划

专业实习计划由实习 指 导 小 组 根 据 每 年 实 习 内 容、实 习 方 式 及 实 习 单 位 等 的 不 同 编

制或修订。专业实 习 计 划 的 内 容 一 般 包 括：① 实 习 的 目 的 和 要 求；② 实 习 的 内 容 和 方

式；③ 实习的时间和地点；④ 实 习 的 组 织 和 纪 律；⑤ 实 习 的 指 导 和 监 督；⑥ 实 习 的 总

结和考核。

３ 举行实习动员会

实习动员会的主要目的是对学生从思想、组织、实习内容等方面进行全面动员。专业实

习动员会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３个方面。
（１）介绍专业实习内容及工作安排

在实习动员会上，应向全体实习参与者介绍实习指导小组的组成及联系方式、实习的主

要目的、实习的具体内容、实习的组织形式、实习的时间和地点、实习结束时需要提交的材

料、实习的总结及考核要求等。
（２）明确专业实习要求和注意事项

实习动员会应从思想、组织、纪律等方面对学生提出具体要求。学生应在思想上高度重

视专业实习，要以积极的心态面对专业实习，充分利用专业实习机会，提高运用知识、掌握

先进管理经验、提高人际交往能力等综合能力，积极感受实习单位的文化及社会对人才的需

求状况，注重团队协作精神的培养，逐步树立职业道德和职业责任感。
实习动员会还应明确实习过程中的注意事项及安全要求，包括对实习过程中遇到紧急情

况的处理方 法、实 习 过 程 中 的 职 业 道 德 和 职 业 责 任、实 习 中 应 注 意 的 保 密 问 题 及 安 全 问

题等。
（３）实习指导教师与学生进行交流

实习动员会结束时，应安排实习指导教师与学生进行自由交流，由实习指导教师解答学

生对专业实习安排提出的有关问题，并听取学生对专业实习安排的建议。采取分散方式进行

专业实习的，还应汇总分散实习的学生名单和实习单位信息。一方面便于实习指导教师联

络、指导和监督，另一方面也便于同学之间进行相互交流，共享实习资源。

６２２　实习过程监控

１ 实习日志

学生在实习过程中，要每天填写实习日志，记录：所在部门概况、实习内容、实习工作

要领和质量要求、实习的体会和收获等。实习日志格式参见表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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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１　实习日志

实习单位名称及地址

实习所在部门 实习日期

实习情况记录

实习者签字：

２ 实习过程监控

学生的专业实习活动从开始到结束，需要接受学校及实习单位的全过程指导、监督和控

制。在学生之间也可以开展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及相互监督。
（１）实习指导小组的指导与监控

实习指导小组中的各位教师应及时为学生提供实习指导，并通过查看实习日志、抽查中

期实习报告或现场考查等方式对实习过程进行监督。针对实习过程中出现的学生违纪现象，

·５７·第６章　专 业 实 习



应该及时提出批评；情节严重的，应该及时报告学校有关部门，并协助学校有关部门和实习

单位进行处理。对于实习中发现的不安全隐患，实习指导教师应及时提醒学生和实习单位注

意。在分散进行 专 业 实 习 的 情 况 下，各 位 同 学 每 周 至 少 应 向 实 习 指 导 教 师 汇 报 一 次 实 习

情况。
（２）实习单位的指导与监控

学生所在实习单位应指定专门负责人，对实习学生给予指导和培训，并通过考察学生的

出勤情况、工作态度、工作质量等监控学生的实习过程。
（３）学生之间的相互帮助与监督

在集中实习的情况下，可根据情况将学生分成若干实习小组，并选定实习小组负责人。

学生实习小组负责人应在实习指导小组的指导及本组同学的支持下，负责本组同学在实习过

程中的考勤、纪律、行动安排等，及时向实习指导小组汇报专业实习情况。此外，同一实习

小组内同学之间通过相互帮助与督促，可以共享经验，共同进步。

６３　专业实习的总结与考核

６３１　实习总结与交流

１ 实习成果

专业实习结束后，学生应提交一套完整的文档资料作为专业实习成果，主要包括：实习

日志、实习报告和实习鉴定。
（１）实习报告

实习报告是反映实习活动的最重要成果，应主要反映以下内容：

① 实习单位的基本情况、实习地点和内容；

② 实习期间所承担的工作内容和完成任务的基本情况；

③ 实习过程中所发现的问题及解决该问题的过程；

④ 与实习单位指导人员的配合程度及与实习单位员工的协作情况；

⑤ 在思想、专业知识、团队协作等方面的收获和体会；

⑥ 自己在实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差距及需要努力的方向等。
专业实习报告应由实习者独立完成，结构要合理，层次要清楚，语言要精炼准确，内容

要全面详细。专业实习报告的字数可控制在３０００ ５０００字。对于形成小组的实习团队，
还应该提交一份团队实习总结报告，总结团队的实习情况和体会。

（２）实习鉴定

实习鉴定表由学校统一印发，在专业实习结束时由实习单位填写。内容包括学生的工作

态度、遵守纪律情况、对实习工作的了解程度、专业知识应用的实际操作能力、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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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能力等多个方面。其中，实习成绩可按优秀、良好、中等、及格或不及格评定。实习鉴

定表参见表６－２。

表６－２　实习鉴定表

姓　　名 学　　号

学　　院 班　　级

实习时间

实习单位名称

实习单位地址

照　　片

实习单位电话

实习单位网址

实习鉴定

实习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实习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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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实习总结交流

实习结束时，实习指导教师应组织学生召开实习总结交流会。在实习总结交流会上，各

位同学可就专业实习中的主要收获和体会交流。实习总结交流不仅是学生交流实习中所学到

的知识和技能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实习指导教师总结考核各位同学专业实习成绩的主要内

容之一。

６３２　实习考核

实习考核人员应由实习指导小组成员组成。为了能客观、公正地进行考核，各位实习指

导教师应严格按照实习动员会上公布的实习考核要求进行考核。

１ 考核内容

专业实习考核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１）实习日志

通过实习日志 可 以 考 查 学 生 专 业 实 习 的 真 实 性，以 及 是 否 达 到 了 专 业 实 习 的 目 的 和

要求。
（２）实习报告

通过实习报告可以考查学生专业实习工作的完成情况、实习体会与收获，以及对自己所

掌握的知识、技能和应努力方向的评价。
（３）实习答辩

实习答辩可与实习总结交流会合并在一起进行。通过专业实习答辩，指导教师可以全面

了解学生的实习情况，以便评定实习成绩和改进实习指导工作；学生也可以通过聆听其他同

学的实习经历和体会，获得自己没有体会到的经验和教训，补充自己的实习内容。

除以上内容外，学生所在实习单位的实习鉴定和实习指导教师在实习过程中的抽查考核

情况也应作为专业实习考核的重要依据。

２ 考核方式及标准

专业实习的考核方式以实习指导教师的考核为主，也可以适当引入同学的互评，最终成

绩由两种考核方式按照一定的权重 （例如７０％和３０％）加权平均得出。实习日志、实习报

告、实习答辩、实习鉴定及实习抽查考核情况的参考权重如下。
实习日志：１０％ ２０％；

实习报告：３０％ ４０％；
实习答辩：２０％ ３０％；
实习鉴定：１０％左右；

实习抽查考核：１０％左右。
考核成绩可按优秀、良好、中等、及格和不及格５级划分。其中，优秀和及格可参照以

下标准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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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秀———实习日志内容真实、完整；实习报告条理清楚，内容丰富，实习体会深刻；
实习交流及答辩准备充分，答辩时能够简明扼要地阐述实习报告的主要内容并很好地回答考

核小组提出的问题；实习过程中表现好，实习单位的鉴定意见为优秀。

 及格———实习日志内容真实、完整；实习报告条理较清楚，内容基本完整，实习体

会比较深刻；对实习交流及答辩有一定的准备，答辩时能够阐述实习报告的主要内容并能够

回答考核小组提出的问题；实习过程中表现较好，实习单位的鉴定意见为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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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７章　毕 业 实 习

毕业实习是学生在结束大学生涯时的最后实习环节。通过毕业实习，可使学生进一步巩

固、加深所学的基础理论、基本技能和专业知识，使之系统化、综合化；可培养学生独立工

作、独立思考及获取新知识的能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可使学生深入分析毕业设计 （论

文）选题，为毕业设计 （论文）的完成提供收集资料和素材。毕业实习还能够使学生通过参

与工程管理实践，提高知识应用能力，实现大学学习与就业的平稳过渡。

７１　毕业实习的内容及方式

７１１　实习内容

毕业实习侧重于学生调查研究能力、独立工作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的培养。通过毕业实

习，既要完成毕业设计 （论文）的实践调研工作，又要为就业打下基础。因此，毕业实习应

在学生毕业设计 （论文）选题完成的基础上展开。按照选题方向的不同，毕业实习的内容可

分为以下几类。

１ 建设工程项目管理

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方向的毕业实习可以从不同角度展开。
（１）按工程建设程序划分

如果毕业设计 （论文）的选题侧重于工程建设程序中某个阶段的工作内容，毕业实习方

向可包括以下方面。

① 建设工程投资决策管理。如建设工程投资项目策划、项目评价、前期工作的开展等。

② 建设工程设计管理。如工程设计招投标、设计方案竞选、设计方案评价和优化等。

③ 建设工程招投标与合同管理。如工程招标方式、投标策略和合同谈判等。

④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如施工项目管理组织、施工项目管理规划、施工项目目标管理、
施工安全与环境管理等。

⑤ 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及后评价等。
（２）按工程项目管理内容划分

如果毕业设计 （论文）的选题侧重于工程项目管理某个方面的内容，毕业实习方向可包

括以下方面。



① 建设工程项目融资。如项目融资模式的选择、项目融资结构的建立、项目融资的风

险管理等。

② 建设工程质 量 管 理。如 项 目 质 量 计 划、质 量 管 理 体 系、项 目 质 量 管 理 的 手 段 与 方

法等。

③ 建设工程进度管理。如项目进度计划体系、项目进度管理的手段与方法等。

④ 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如项目投资估算、项目概预算、标底与投标报价、工程索赔管

理、工程价款结算、投资偏差分析等。

⑤ 建设工程安全管理。如安全管理体系、安全管理的措施与方法、安全风险管理、安

全保障与监控机制等。

⑥ 建设工程信息管理。如信息沟通渠道、信息管理系统、工程管理软件应用等。

⑦ 建设工程招投标与合同管理。如工程招标策划、合同文件管理、合同争议解决等。

⑧ 建设工程风险管理。风险管理计划、工程保证担保与工程保险等。
（３）按工程项目管理主体划分

如果毕业设计 （论文）的选题侧重于工程项目管理某个主体的工作内容，毕业实习方向

可包括以下方面。

① 建设单位。包括项目的策划与决策、项目管理组织、项目招标策划、项目实施过程

监管等。

② 设计单位。包括项目设计方案竞赛、设计项目投标、项目概预算、设计项目过程管

理等。

③ 建筑企业。包括项目投标、施工项目管理组织与规划、施工项目过程管理等。

④ 监理单位或项目管理单 位。包 括 项 目 监 理 规 划 或 项 目 管 理 规 划，项 目 质 量、进 度、
投资控制，项目合同管理，项目信息管理等。

根据毕业设计 （论文）的选题不同，毕业实习方向也可包括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政府投

资工程项目管理等。

２ 建筑企业管理

建筑企业管理方向的毕业实习内容可以包括：企业战略、企业文化、经营管理、人力资

源管理、财务管理、技术创新管理、质量管理、成本管理、风险管理、安全管理和信息管理

等。学生可以结合自己的毕业设计 （论文）选题，选择建筑企业进行毕业实习。例如，针对

建筑企业质量管理的选题，学生可以到不同规模的建筑企业中，对质量管理组织、质量管理

制度及ＩＳＯ９０００质量管理体系的建立和实施进行调研与实习，同时可深入到具体的施工项

目，在质量管理措施、方法和手段方面进行实习和调研；针对风险管理的选题，可通过毕业

实习调查分析企业风险管理机制、保险和担保等现状及发展趋势，从而为完成毕业设计 （论

文）提供重要的研究基础。

３ 工程监理及咨询

工程监理及咨询方向的毕业实习可包括公司层和项目层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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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司层面进行毕业实习，可以结合毕业设计 （论文）选题，进行工程监理企业、项目

管理企业或工程咨询公司的组织结构、业务范围及拓展渠道、内部管理制度等的调查研究。
在项目层面进行毕业实习，可进行项目策划、可行性研究、项目监理大纲或项目管理规

划大纲、项目监理规划或项目管理规划、项目目标控制程序和方法、工程管理软件应用等方

面的调查研究。
除选择工程监理企业、项目管理企业或工程咨询公司作为毕业实习单位外，学生也可紧

密结合毕业设计 （论文）选题，选择招标代理机构、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等进行毕业实习。

４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方向的毕业实习可包括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企业层和项目层两个方面。
在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企业层进行毕业实习的主要内容包括：战略管理、投融资管理、营

销管理和物业管理等。在房地产开发项目层的毕业实习应围绕房地产项目开发的整体流程进

行，主要包括：项目策划、土地使用权获得、项目审批、项目设计管理、项目招标、项目施

工过程管理、项目验收、营销策划和物业管理等。

５ 其他

根据毕业设计 （论文）选题，学生也可选择银行、担 保 公 司、保 险 公 司、物 业 管 理 公

司、房地产中介机构等进行相关业务的实习。

７１２　实习时间安排及方式

１ 时间安排

目前，国内许多学校的毕业实习时间为２ ４周，只有极 少 数 学 校 的 毕 业 实 习 时 间 为

２ ３个月。而国际上许多大学的毕业实习一般达半年以上。
由于工程管理专业实践性较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接触工程管理实践 的 机 会 有 限，因

此，有必要延长毕业实习时间。此外，许多用人单位对就业学生有至少实习３个月的要求，
适当延长毕业实习时间也能够同时满足用人单位选择毕业生的需求。由此可见，在大学四年

制的情况下，可安排３个月的毕业实习，在第８学期初 （２月—４月）进行，使毕业实习与

毕业设计 （论文）在时间有一定的重 叠。这 样 不 仅 使 学 生 有 更 加 充 裕 的 时 间 进 行 实 习 和 调

研，深入接触社会，提高自己的实际工作能力；而且也为用人单位更加深入地了解拟接收的

毕业生提供了便利条件。

２ 组织方式

从组织形式看，毕业实习同样可以采取集中实习或分散实习的方式进行。但从实习方式

看，认识实习可以采用虚拟环境、现实环境实习方式，专业实习可以采用现场实习、模拟实

习方式，而毕业实习则强调现场实习。学生必须深入到企业或工程项目实施现场，深入调查

研究与毕业设计 （论文）选题有关的内容，并加深对就业市场的了解。在条件许可的情况

下，毕业后需要就业的学生最好全部能到用人单位进行毕业实习，切实提高其知识应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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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并使其综合素质得到进一步提升。在毕业实习过程中，如果实习单位同意，可以组织学

生在不同实习 单 位 和 部 门 之 间 进 行 轮 换，以 使 学 生 能 够 尽 可 能 多 地 接 触 和 感 受 工 程 管 理

实践。

７２　毕业实习的实施

７２１　实习准备

１ 成立实习指导小组

为确保毕业实习质量，应成立毕业实习指导小组。实习指导小组应由本 专 业 毕 业 设 计

（论文）全部指导教师组成，实习指导小组组长应由工程管理专业学科带头人担任。
毕业实习指导小组全面负责毕业实习的各个环节，主要工作内容包括：制订和部署毕业

实习工作计划，指导和监督学生的毕业实习过程，总结和评价毕业实习成果。

２ 编制实习计划

毕业实习计划由实习指导小组根据每年实习内容、实习方式及实习单位等的不同编制或

修订。毕业实习计划的内容一般包括：① 实习的目的和要求；② 实习的内容和方式；③ 实

习的时间和地点；④ 实习的组织和纪律；⑤ 实习的指导和监督；⑥ 实习的考核要求。

３ 举行实习动员会

实习动员会的主要目的是对学生从思想、组织、实习内容等方面进行全面动员。毕业实

习动员会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方面。
（１）介绍毕业实习内容及工作安排

在实习动员会上，应向全体实习参与者介绍实习指导小组的组成及联系方式、实习的主

要目的、实习的具体内容、实习的组织形式、实习的时间和地点、实习的考核要求等。
（２）明确毕业实习要求和注意事项

实习动员会应从思想、组织、纪律等方面对学生提出具体要求。学生应在思想上高度重

视毕业实习，要充分利用毕业实习机会，收集与毕业设计 （论文）相关的参考资料，提高应

用工程管理理论和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注重综合素质的提高和团队协作精神的培养，
逐步树立职业道德和职业责任感。

实习动员会还应明确实习过程中的注意事项及安全要求，包括对实习过程中遇到紧急情况

的处理方法、实习过程中的职业道德和职业责任、实习中应注意的保密问题及安全问题等。
（３）毕业设计 （论文）指导教师与学生进行交流

实习动员会结束时，应安排毕业设计 （论文）指导教师与学生进行自由交流，由指导教

师解答学生对毕业实习安排提出的有关问题，并听取学生对毕业实习安排的建议。采取分散

方式进行毕业实习的，还应汇总分散实习的学生名单和实习单位信息。一方面便于指导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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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络、指导和监督，另一方面也便于同学之间进行相互交流，共享实习资源。

７２２　实习过程监控及成果

１ 实习过程监控

学生的毕业实习活动从开始到结束，需要接受学校及实习单位的全过程指导、监督和控

制。在学生之间也可以开展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及相互监督。
（１）实习指导小组的指导与监控

实习指导小组中的各位教师应及时为学生提供实习指导，并通过查看实习日志、审查毕

业设计 （论文）开题报告、毕业设计 （论文）中期进展报告或现场考查等方式对实习过程进

行监督。针对实习过程中出现的学生违纪现象，应该及时提出批评；情节严重的，应该及时

报告学校有关部门，并协助学校有关部门和实习单位进行处理。对于实习中发现的不安全隐

患，实习指导教师应及时提醒学生和实习单位注意。在分散进行毕业实习的情况下，各位同

学每周至少应向实习指导教师汇报一次实习情况。
（２）实习单位的指导与监控

学生所在实习单位应指定专门负责人，对实习学生给予指导和培训，并通过考察学生的

出勤情况、工作态度、工作质量等监控学生的实习过程。
（３）学生之间的相互帮助与监督

在集中实习的情况下，可根据情况将学生分成若干实习小组，并选定实习小组负责人。
学生实习小组负责人应在实习指导小组的指导及本组同学的支持下，负责本组同学在实习过

程中的考勤、纪律、行动安排等，及时向实习指导小组汇报毕业实习情况。此外，同一实习

小组内同学之间通过相互帮助与督促，可以共享经验，共同进步。

２ 实习成果

毕业实习结束后，学生应提交实习日志和实习鉴定。
（１）实习日志

学生在实习过程中，每天填写实习日志，记录：所在部门概况、实习内容、实习工作要

领和质量要求、实习的体会和收获等。实习日志格式同专业实习日志格式，参见表６－１。
（２）实习鉴定

实习鉴定表由学校统一印发，在毕业实习结束时由实习单位填写。内容包括学生的工作

态度、遵守纪律情况、对实习工作的了解程度、专业知识应用的实际操作能力、创新能力、
社交能力等多个方面。其中，实习成绩可按优秀、良好、中等、及格或不及格评定。实习鉴

定表同专业实习鉴定表，参见表６－２。
尽管毕业实习不需要提交实习报告，也没有必要组织专门的实习交流会，但毕业实习的

主要收获将体现在毕业设计 （论文）中。毕业设计 （论文）指导教师可以通过学生的毕业设

计 （论文）的开题报告、中期进展汇报及最终的答辩考查其毕业实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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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篇　毕业设计与毕业论文

毕业设计 （论文）是学生毕业前最后一个重要学习环节，是学习深化与升华的 重 要 过

程。毕业设计 （论文）不仅是提高学生科学研究能力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学生在大学阶段

学习成果的综合反映。通过毕业设计 （论文）环节，可以使学生在科学研究、科技论文写作

方面得到进一步训练，同时也为教师考察和评价学生综合应用所学专业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提供重要依据。
毕业设计 （论文）工作一般在最后一个学期进行，但准备工作应在四年学制的第７学期

开始。目前，国内有的学校采用毕业设计形式，有的学校采用毕业论文形式，有的学校二者

兼而有之。为了强化毕业实践环节，更好地培养高素质的工程管理专业人才，应倡导学生既

进行毕业设计，又撰写毕业论文。

第８章　毕业设计 （论文）
　　　　　 工作程序及写作规范

尽管国内各所高等院校的毕业设计 （论文）工作程序有所不同，但其中的主要工作环节

和工作内容应基本相同。毕业设计报告或毕业论文的撰写也应该严格遵守相应的写作规范。

８１　毕业设计 （论文）工作程序及内容

８１１　一般工作程序与进度安排

１ 工作程序

毕业设计 （论文）工作一般需要经过前期准备、中期设计 （研究）与写作、后期考核３
个阶段，如图８－１所示。

２ 进度安排

毕业设计 （论文）工作进度安排如图８－２所示。



图８－１　毕业设计 （论文）的一般工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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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２　毕业设计 （论文）工作进度计划

８１２　主要工作内容

１ 下达毕业设计 （论文）任务书

（１）选定毕业设计 （论文）题目

在一般情况下，应由毕业指导教师根据自己的科研课题或工程管理领域需要解决的实际

问题提出毕业设计 （论文）题目，经院系组织专家审定后，供学生根据其兴趣及能力等进行

选择。当然，也鼓励学生根据其实习及调研情况自己确定毕业设计 （论文）题目，但须经指

导教师的同意和院系组织专家审定。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形成一个问题常常是远比它的解决更重要，因为解决问题可能只

是一个数学或实验技能问题，而提出新问题、新的可能性和从新的角度看待老问题需要创造

性的想像力，也是真正科学进步的标志”。选题时应注意以下问题：在时间和经费有限的情

况下，课题是否可行；课题是否有足够价值；课题的范围是否合适等。
（２）举行毕业设计 （论文）动员会

院系教学管理部门应举行由全体指导教师和学生参加的毕业设计 （论文）动员会，使各

位同学明确毕业设计 （论文）工作进程安排及有关政策，掌握毕业设计 （论文）的基本要求

和写作规范，了解毕业设计 （论文）工作的有关注意事项。动员会结束时，可以由指导教师

向各位同学下达毕业设计 （论文）任务书。
（３）毕业设计 （论文）任务书的主要内容

毕业设计 （论文）任务书的参考格式如图８－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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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设计 （论文）任务书

题 目：

专 业： 指导教师 （签名）： 下达日期： 年 月 日

学 院： 学生姓名： 学 号：

毕业设计 （论文）基本内容和要求：

毕业设计 （论文）重点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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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设计 （论文）应完成的工作：

参考资料推荐：

其他要说明的问题：

　　填写说明：

① 毕业设计 （论文）基本内容和要求：明确具体的研究内容、技术指标、基本要求等。

② 毕业设计 （论文）重点研究的问题：可以是重点研究问题的简单罗列。

③ 毕业设计 （论文）应完成的工作：指学校规定的外文翻译及摘要、论文字数及规范化等要求以外，学生应该做

的工作和提交的成果，包括查阅文献数量的要求、调研及调研报告、设计图纸、说明书、实验及实验报告等方面的工

作要求。

④ 参考资料推荐：要求学生查阅资料的范围，必须遵照的国家标准，指导教师认为需要指定的参考资料。

图８－３　毕业设计 （论文）任务书参考样式

２ 提交毕业设计 （论文）开题报告

学生应根据指导教师下达的毕业设计 （论文）任务书，在收集和分析大量文献资料的基

础上，完成并向指导教师提交毕业设计 （论文）开题报告。毕业设计 （论文）开题报告参考

格式如图８－４所示。

·９８·第８章　毕业设计 （论文）工作程序及写作规范



毕业设计 （论文）开题报告

题 目：

学 院： 专 业： 学生姓名： 学 号：

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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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考文献：

研究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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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设计 （论文）进度安排：

序号 毕业设计 （论文）各阶段内容 时间安排 备注

指导教师意见：

指导教师签名： 审核日期： 年 月 日

填写说明：

① 文献综述：根据研究内容查阅大量的参考文献，写清该课题内容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基本研究方法、当前存在

的问题、发展动向，进而引出开展本设计 （论文）研究的内容、意义、必要性和价值等。

② 主要参考文献：将从开题到撰写文献综述期间所阅读过的所有文献资料进行列表，应按照参考文献的标准写法

列出，即写明作者、论文题目 （书名）、杂志名称 （出版社）、发表 （出版）时间等。

③ 研究方案：写明研究所用的理论基础、研究方法、研究步骤、预期成果 （效果）等。

④ 毕业设计 （论文）进度安排：按表格要求写明本设计 （论文）研究期间各阶段主要工作内容和成果，以及时间

安排。

⑤ 指导教师意见：主要评判查阅资料是否全面、提出的研究方案和计划进度是否可行、还有何需要注意和改进的

方面、是否同意按学生提出的计划进行等。

图８－４　毕业设计 （论文）开题报告参考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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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毕业设计 （论文）中期检查

学校应建立健全学校教务管理部门领导、院系教学管理机构负责、指导教师指导的３级

监督管理体系，对毕业设计 （论文）工作实施全过程管理。为确保毕业设计 （论文）质量，
每位指导教师同时指导的学生不宜超过５人。在整个毕业设计 （论文）研究期间，指导教师

与学生之间应保持经常的联系，这样 有 利 于 对 毕 业 设 计 （论 文）工 作 进 度 的 把 握 和 质 量 的

监控。
为了进一步做好毕业设计 （论文）工作，非常有必要在毕业设计 （论文）正式开展后１

个月左右组织中期检查。中期检查既是对毕业设计 （论文）前期工作的检查和考核，同时也

能为毕业设计 （论文）下一步工作的开展给予指导，便于学生顺利进行毕业设计 （论文）的

后期工作。
毕业设计 （论文）的中期检查一般以答辩的形式开展。每一个答辩小组由３ ５位教师

组成，教学管理人员也应列席每一个答辩小组。对于毕业设计工作，学生在答辩会上主要应

陈述毕业设计的基本思路、设计中应用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实习调研情况、设计进展情况及

遇到的主要问题等。答辩小组应主要考察学生的毕业设计工作是否认真、思路是否清晰、所

应用的理论和方法是否恰当、进展情况是否正常等，并根据所发现的问题给予指导。
对于毕业论文工作，学生在答辩会上主要应陈述论文的基本结构和主要内容、论文撰写

的技术路线、实习调研情况、论文工作进展情况及遇到的主要问题等。答辩小组应主要考察

毕业论文的选题是否合适、学生的论文工作态度是否端正、论文结构是否合理、技术路线是

否正确、写作思路是否清晰、进展情况是否正常等，并根据所发现的问题给予指导。
对于在中期检查过程中发现毕业设计 （论文）表现欠佳的学生，可以通过在一定范围内

公布其名字予以警示和督促。

４ 毕业设计 （论文）评阅

在举行毕业设计 （论文）答辩前，学生的毕业设计 （论文）成果需要经过两个 必 要 环

节，即指导教师评阅和评阅小组评阅。
（１）指导老师评阅

指导老师最了解学生的工作态度、工作难度、专业理论的综合应用能力、创新能力等。
指导教师可利用图８－５所示的参考表格形式评阅毕业设计 （论文）成果，成绩可以按 “优

秀、良好、中等、及格或不及格”形式给出。其中，优秀和及格可参考以下标准评定。

 优秀———毕业设计报告 （论文）结构合理，层次清楚，语句通顺，写作规范；毕业

设计报告内容系统完整，分析透彻；论文研究成果有新意，具有实际应用价值；反映出作者

准确地掌握了大学期间所学的专业基础知识，具有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

 及格———毕业设计报告 （论文）结构基本合理，层次较清楚，语句较通顺，写作基

本规范；毕业设计报告内容比较系统完整，分析有深度；论文研究成果有一定新意，有一定

实际应用价值；反映出作者比较准确地掌握了大学期间所学的专业基础知识，具有一定的科

学研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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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设计 （论文）指导教师评阅意见表

题 目：

学 院： 专 业： 学生姓名： 学 号：

毕业设计 （论文）完成情况 （包括设计图纸、说明书、实验报告、计算机软硬件、外文翻译及摘要、论文书写及规

范化等）评价：

毕业设计 （论文）成果质量评价意见：

学生工作态度和考勤情况评价：

毕业设计 （论文）总成绩：

指导教师 （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图８－５　毕业设计 （论文）指导教师评阅意见表参考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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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评阅小组评阅

为使毕业设计 （论文）评阅小组能够独立、公正地进行评阅，可以采取匿名方式，即在

学生毕业设计报告 （论文）中隐去其姓名及指导教师姓名。这样，评阅人就不知道所评阅的

毕业设计报告 （论文）的作者及其指导教师。当然，毕业设计报告 （论文）的作者及其指导

教师事前也不知道评阅人。
评阅人可利用图８－６所示的参考表格形式进行评阅。评阅重点包括：选题的理论和现

实意义、工作难度、毕业设计报告 （论文）结构的合理性、内容的创新性及写作规 范 程 度

等。评阅成绩以 “优秀、良好、中等、及格或不及格”形式给出。其中，优秀和及格的评定

标准参见指导教师的评定标准。

毕业设计 （论文）评阅教师评阅意见表

题 目：

学 院： 专 业： 学生姓名： 学 号：

毕业设计 （论文）完成情况评价 （包括设计图纸、说明书、实验报告、计算机软硬件、外文翻译及摘要、论文书写

及规范化等）：

毕业设计 （论文）成果质量评价意见：

毕业设计 （论文）评定成绩：

评阅人： 日期： 年 月 日

图８－６　毕业设计 （论文）评阅教师评阅意见表参考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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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毕业设计 （论文）答辩

答辩是检验学生毕业设计 （论文）水平的重要手段。只有通过指导教师和评阅 小 组 评

阅，获得及格及其以上成绩的同学才有资格参加毕业设计 （论文）答辩。毕业设计 （论文）
指导教师或评阅小组的评阅意见为 “不及格”的毕业设计 （论文），需要修改完善后才能准

予答辩。毕业设计 （论文）答辩通常按照 “学生自述毕业设计 （论文）主要内容———答辩小

组提问———学生回答所提问题”的程序进行。
（１）答辩前准备工作

学生应正确认识毕业设计 （论文）答辩的重要意义，积极准备答辩，争取以最好的状态

参加答辩。在答辩前，需要进行的主要准备工作包括以下内容。

① 熟悉内容，掌握要点。要进一步理清思路，掌握毕业设计报告 （论文）中的核心内

容，包括毕业设计 （论文）研究的基本依据、所应用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所采用的 技 术 路

线、取得的成果或结论等。

② 编制ＰＰＴ，简明扼要。ＰＰＴ文件应简明扼要地反映：毕业设计 （论文）的题目、毕

业设计报告 （论文）的框架结构、研究的背景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主要研究内容、取

得的成果或结论等。

③ 练习演讲，控制时间。要根据编制的ＰＰＴ文件反复演练，将自述时间控制在答辩时

所允许的自述时间范围内。只有做到心中有数，才不会在答辩时紧张、慌乱。
（２）答辩时需要注意的问题

① 自述时要充满自信。应充分利用ＰＰＴ文件，口齿清楚、声音洪亮、语速适中地自述

毕业设计报告 （论文）的主要内容。ＰＰＴ 文件既用来向答辩小组直观地显示毕业设计 （论

文）题目、框架结构、主要研究内容及取得的成果或结论等，又可以为学生的自述起到重要

的提示作用。

② 提问时要集中注意力。应认真聆听答辩小组成员的提问，并将所提问题用笔快速记

录下来，仔细推敲所提问题的实质。切忌未弄清问题便匆忙作答，以免所答非所问。在回答

所提问题 过 程 中，经 答 辩 小 组 同 意，也 可 翻 阅 自 己 的 毕 业 设 计 报 告 （论 文）及 相 关 参 考

资料。

③ 回答时要简明扼要。当明确答辩小组所提问题后，应以流畅的语言和肯定的语气阐

明自己的观点，不要犹犹豫豫。回答问题，一要抓住要害，简明扼要，不要东拉西扯，使人

听后不得要领；二要力求客观、全面、辩证，留有余地，切忌把话说 “死”；三要条理清晰，
层次分明，吐字清晰，语速适中。

学生在回答问题时，应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于自己清楚的问题，应完整地回答。对

于自己没有把握的问题，可以审慎地试着回答，能答多少就答多少，即使讲得不很确切也没

有关系。如果确实是自己没有搞清的问题，就应该实事求是地讲明自己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切不可强词夺理，进行狡辩。对学生而言，具有严谨、科学的学术态度往往比问题本身答案

的正确性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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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答辩成绩评定

答辩小组可利用图８－７所示的参考表格形式评定学生的答辩成绩。评价的内容主要包

括：工作量、任务难度、专业理论和方法的综合运用能力、资料的充足与可信程度、成果水

平、写作规范程度，以及答辩过程中的表现。答辩成绩以 “优秀、良好、中等、及格或不及

格”形式给出。其中，优秀和及格的评定可参考以下标准。

 优秀———结构合 理，层 次 清 楚，语 句 通 顺，写 作 规 范；工 作 量 饱 满，任 务 难 度 大；
资料翔实，数据可靠；报告内容系统完整，分析透彻；论文研究成果有新意，具有实际应用

价值；报告 （论文）由学生本人独立完成，反映出作者准确地掌握了大学期间所学的专业基

础知识，具有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答辩中阐述问题简明扼要，重 点 突

出，很好地回答了答辩小组提出的问题。

 及格———结构基本合理，层次较清楚，语句较通顺，写作基本规范；工作量比较饱

满，任务有一定难度；资料较充分，数据可靠；报告内容比较系统完整，分析有深度；论文

研究成果有一定新意，有一定实际应用价值；报告 （论文）由学生本人独立完成，反映出作

者比较准确地掌握了大学期间所学的专业基础知识，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能力；答辩中阐述

问题重点突出，较好地回答了答辩小组提出的问题。

毕业设计 （论文）答辩小组评定意见表

题 目：

学 院： 专 业： 学生姓名： 学 号：

毕业设计 （论文）完成情况和成果质量评价意见：

答辩表现评价意见：

评定成绩： 答辩组长： 日期： 年 月 日

图８－７　毕业设计 （论文）答辩小组评定意见表参考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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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毕业设计 （论文）成绩评定

毕业设计 （论文）的最终成绩一般由指导教师、评阅小组和答辩小组３部分成绩按照一

定的权重综合确定，并以 “优秀、良好、中等、及格或不及格”形式给出。为便于计算，可

分别将指导教师、评阅小组、答辩小组评定的成绩折算成百分制成绩后再加权计算。毕业设

计 （论文）的最终成绩可利用表６－１进行确定，其中的权重仅为参考权重。

表８－１　毕业设计 （论文）最终成绩评定表

成绩评定者 权　　重 成　　绩 加权成绩

指导老师 ０３０

评阅小组 ０３０

答辩小组 ０４０

最终成绩

８２　毕业设计报告 （论文）写作规范

８２１　基本内容

毕业设计 （论文）的成果要通过毕业设计报告 （论文）形式反映出来，学生应将自己的

研究内容进行加工、整理，最终形成毕业设计报告 （论文）。毕业设计 （论文）通 常 包 括：
标题页、目录、摘要、关键词、报告 （论文）主体、参考文献、附录等。

１ 标题页

标题页除毕业设计 （论文）题目外，还包括作者姓名、所在院 （系）及 毕 业 设 计 报 告

（论文）提交日期。
题目是毕业设计 （论文）内容的精确概括，要求准 确、简 练，一 般 不 超 过２０个 汉 字。

当标题不足以准确表达毕业设计 （论文）内容时，可以增加副标题，对主标题加以解释、补

充或限定。

２ 目录、摘要及关键词

目录是毕业设计报告 （论文）中主要段落的简表，目录中必须标明各部分内容 所 在 的

页码。
摘要是毕业设计报告 （论文）完稿之后，对毕业设计报告 （论文）中主要观点和内容的

概括。摘要的内容一般包括研究前提、目的、范围、研究对象的特征。研究内容及所应用的

理论和方法。主要研究成果及其实用价值等。摘要应短、精、完整，字数一般控制在４００个

汉字左右。为了培养学生的外语应用能力，同时也便于国际交流，毕业设计 （论文）摘要及

关键词还需要翻译成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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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是从毕业设计报告 （论文）的题目、摘要和正文中选取出来的，用以表达毕业设

计 （论文）核心内容的有实质意义的词汇。关键词是用作计算机系统标引毕业设计 （论文）
内容特征的词语，便于信息系统汇集，以供读者检索。关键词可以是词、词组或术语，一般

为３ ８个，要另起一行排在摘要的下方。

３ 报告 （论文）主体

报告 （论文）主体一般可分为３部分，即引言、正文和结论。
（１）引言

引言又称前言、序言或导言，属于整篇报告 （论文）的引论部分。引言要短小精悍、紧

扣主题。其写作内容包括：研究的理由、目的、背景，前人的工作，理论依据和实验基础，
预期的结果及其在相关领域里的地位、作用和意义。

（２）正文

正文占据报告 （论文）的最大篇幅。报告 （论文）所体现的创造性成果或新的 研 究 结

果，将在正文中得 到 充 分 反 映。正 文 应 包 括 以 下 内 容：① 提 出 问 题———论 点；② 分 析 问

题———论据和论证；③ 解 决 问 题———论 证 方 法 与 步 骤。正 文 的 论 点 要 明 确，论 据 要 充 分、
可靠，论证要有力。引用的文献资料、数据等要标明出处。

为使报告 （论文）结构合理、层次分明、脉络清晰，常将正文分成几章，每章应冠以适

当的标题。每章可再划分为若干大的段落———逻辑段，每一逻辑段又可包含若干自然段。每

一逻辑段及其中的自然段也应冠以适当的分标题和小标题。
（３）结论

结论应反映报告 （论文）中通过实验、观察研究并经过理论分析后得到的学术见解。结

论应是整篇报告 （论文）的结局，而不是某一局部问题或某一分支问题的结论，更不是正文

中各段的小结的简单重复。结论应当体现作者更深层次的认识，而且是从报告 （论文）的全

部材料出发，经过推理、判断、归纳等逻辑分析过程而得到的新的学术观念和见解。
结论应该准确、完整、明确、精练。结论部分应包括以下内容：① 本设计 （论文）的

主要工作内容；② 本设计 （论文）所取得的成果；③ 本设计 （论文）研究的不足之处或遗

留未予解决的问题，以及对解决这些问题的有关建议。

４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是指在研究和写作中所参考或引证的主要文献资料。准确地标注参考文献是尊

重别人劳动成果的反映，同时也反映了设计 （论文）的深度和广度。参考文献分为两大类，
即中文参考 文 献 和 外 文 （主 要 是 英 文）参 考 文 献。根 据 我 国 《文 后 参 考 文 献 著 录 规 则》
（ＧＢ／Ｔ７７１４—２００５），文后参考文 献 可 采 用 “顺 序 编 码 制”或 “著 者—出 版 年 制”方 式 列

出。其中，顺序编码制为我国科技期刊所普遍采用。
所谓顺序编码制，是指作者在报告 （论文）中所引用的文献按其在文中出现的 先 后 顺

序，用阿拉伯数字加方括号连续编码，视具体情况把序号作为上角或作为语句的组成部分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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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标注，并在文后参考文献表中，将各条文献按在报告 （论文）中出现的文献序号顺序依次

排列。其优点是对正文的干扰少；缺点是插入或删除某参考文献时，其后的排序需要调整。
对所列参考文献的要求是：① 所列参考文献应是正式出版物，以便读者考证；② 所列参

考文献要标明序号、作者、著作或文章的标题、出版物信息 （出版地、出版者、出版日期）。

５ 附录

附录是作为报告 （论文）主体的补充项目，并不是必需的。下列内容可以作为附录编于

报告 （论文）后，也可以另编成册：

① 为了整篇报告 （论文）内容的完整，但编入正文又有损于编排的条理和逻辑性的材

料，包括比正文更为详尽的信息、研究方法和技术更深入的叙述，建议可以阅读的参考文献

题录，对了解正文内容有用的补充信息等；

② 由于篇幅过大或取材于复制品而不便于编入正文的材料；

③ 不便于编入正文的罕见珍贵资料；

④ 对一般读者并非必要阅读，但对本专业同行有参考价值的资料；

⑤ 某些重要的原始数据、数学推导、计算程序、框图、结构图、注释、统计表、计算

机打印输出文件等。

８２２　正文体例

１ 标题格式

论文要求层次清晰，可以有以下两种格式：
（１）格式一

各层次的标题采用以下格式：

１（一级标题）

１１（二级标题）

１１１（三级标题）
采用这种格式时应注意：

① 标题一般仅限三级。在三级标题下面再增加标题时，可参考本教程标题；

② 三级标题的编号全部顶格写，不留空格；

③ 编号与标题间 （前三级）不加圆点，一般应留两空格。
（２）格式二

采用章节形式：
第一章 （一级标题）
第一节 （二级标题）

一、（三级标题）
（一）（四级标题）

１ （五级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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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六级标题）

① （七级标题）
采用这种格式时应注意：

① 章节与标题间应留两空格，且应居中，“一”及其以下标题应缩进两个字；

② “一”和 “１”后应分别用顿号和圆点，而带括号的 “一”或 “１”及①后不能加顿号

或圆点。
以上两种体例，一般 不 混 合 使 用。还 需 注 意 的 是，单 独 成 行 的 标 题 后 面 不 要 有 标 点

符号。

２ 图表格式

文中的图表，不论是引用别人的，还是自己制作的，应一律编号。一般应按每章或每一

大部分分别编号，如第二章或２中的图应分别编为图２１ （或图２－１），图２２ （或图２－２）
等，表分别编为表２１ （或表２－１），表２２ （或表２－２）等。

必须注意下列事项。

① 图就是图，表就是表，不能用图表１、图表２。

② 图和表都应 有 名 称，且 图 的 名 称 应 放 在 图 的 下 面 居 中，表 的 名 称 应 放 在 表 的 上 面

（居中）。

③ 不能从其他文章中扫描或复制图表，必须在 Ｗｏｒｄ文档中绘制或插入，且图表中不

要有填充色。

④ 如某张表需 要 转 页 接 排 时，在 随 后 的 各 页 上 应 重 复 表 的 编 号。编 号 后 应 跟 表 名 称

（可省略）和 “（续）”，置于表上方。续表均应重复表头。

⑤ 如果图是由若干分图组成，则应在对应分图的下面分别用小写字母ａ，ｂ，ｃ，……顺

序标出。

⑥ 文中引用别人的图表，均应在图表下注明资料来源。

３ 公式及符号格式

（１）公式

文中的公式应另行起，并缩格书写，与周围文字留足够的空间区分开。

如有两个以上的公式，应用从 “１”开始的阿拉伯数字进行编号，并将编号置于括号内。
公式的编号右端对齐。公式较多时，可分章编号。

示例：

ｗ１＝ｕ１１－ｕ１２ｕ２１ （５）

当公式较长需要换行时，应尽可能在 “＝”处换行，或者在 “＋”、 “－”、 “×”、 “／”

等符号处换行。公式中包含分数或指数时，应使用 Ｗｏｒｄ中的公式编辑器进行编辑。
（２）字母符号

文中应使用法定计量单位、符号和标准化、规范化的名词、术语。常用的统计学符号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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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如下：样本总数用 Ｎ，样本数为ｎ，平均数为 Ｍ，标准差为ＳＤ，ｔ检验为ｔ，Ｆ检验为Ｆ，
卡方检验为χ

２，相关系数为ｒ，显著性为ｐ。

４ 标注与参考文献

（１）文献标注

文中凡参考别人的材料或观点均应注明出处。未公开发表的文献 （如研究生毕业论文）
应以脚注的形式加以说明。凡公开出版的文献资料，在文中用方括号以上标的形式加以标

注，在报告或论文最后以参考文献的形式加以注明。同一篇参考文献只用一个编号。
（２）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以其在整个报告或论文中出现的次序用 ［１］、［２］、［３］、……形式统一排序，
依次列出。每一参考文献条目后面不加标点符号。

参考文献的表示格式如下：

① 专著：［序号］作者 书名 ［Ｍ］ 版本 出版地：出版社，出版时间：引用部分起

止页码；

② 期刊文章：［序号］作者 论文题目 ［Ｊ］ 期刊名，出版年份，卷号 （期数）：引用

部分起止页码；

③ 会议论文集：［序号］作者 论文题目 ［Ｃ］／／文集名 出版地：出版者，出版时间：
引用部分起止页码；

④ 学位论文：［序号］作者 论文题目 ［Ｄ］ 保存地点：保存单位，年份：引用部分起

止页码；

⑤ 报告：［序号］作者 报告题目 ［Ｒ］ 报告地：报告会主办单位，年份：引用部分起

止页码；

⑥ 专利：［序号］专利申请者 专利题名 ［Ｐ］：国别，专利号 发布日期；

⑦ 标准：［序号］标准代号，标准名称 ［Ｓ］ 出版地：出版社，出版时间：引用部分起

止页码；

⑧ 报纸文章：［序号］作者 文章名称 ［Ｎ］ 报纸名，出版日期 （版次）；

⑨ 电子文献：［序号］作者 电子文献题名 ［文献类型／载体类型］ 出版或可获得地

址，发表或更新日期／引用日期 （任选）。
（３）排列参考文献需注意的问题

① 文献作者有多个时，用逗号进行分隔。作者超过３人时，只著录前３位作者，其后

加 “等”字 （英文用ｅｔａｌ）。作者只需列出姓名，其后不加 “著”、 “编”、 “合编”等文字。
作者不明时，此项可省略。

② 所列的文献名不需加书名号 “《》”。

③ 文献类型及载体类型的标识是：

 专著 ［Ｍ］，论文 集 ［Ｃ］，报 纸 文 章 ［Ｎ］，期 刊 文 章 ［Ｊ］，学 位 论 文 ［Ｄ］，报 告

［Ｒ］，标准 ［Ｓ］，专利 ［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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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专著、论文集中的析出文献，其文献类型标识建议采用单字母 “Ａ”；对于数据

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电子公告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Ｂｏａｒｄ）等电子文献类型的参考文献，建议：
数据库 ［ＤＢ］，电子公告 ［ＥＢ］。

 对于非纸张型载体的电子文献，需在参考文献类型标识中同时标明其载体类型。建

议采用以下标识：光盘 ［ＣＤ］，联机网络 （Ｏｎｌｉｎｅ）［ＯＬ］。

 电子文献类型与载体类型标识基本格式为 ［文献类型标识／载体类型标识］，例如：
［Ｍ／ＣＤ］———光盘图书 （Ｍ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ｏｎＣＤＲＯＭ）；
［Ｊ／ＯＬ］———网上期刊 （ＳｅｒｉａｌＯｎｌｉｎｅ）；
［ＥＢ／ＯＬ］———网上电子公告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ＢｏａｒｄＯｎｌｉｎｅ）。

④ 对于报纸和专利文献，要著录出版日期，其形式为 ＹＹＹＹ－ＭＭ－ＤＤ。对于期刊的

出版年份、卷号 （期号）有以下３种著录形式：

 年，卷 （期）：２００６，９２ （２）；

 年 （期）：２００６ （４）；

 年，卷：２００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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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９章　毕 业 设 计

毕业设计既是学生运 用 所 学 知 识 和 技 能 解 决 实 际 问 题 的 一 次 尝 试，也 是 学 生 走 向 工

作岗位前的一次 “实战演习”。毕业设计要求 学 生 在 指 导 教 师 的 指 导 下，独 立 地 完 成 一 项

工程管理设计，解决 与 之 相 关 的 所 有 问 题，具 有 综 合 性 强、实 践 性 强 的 显 著 特 点。毕 业

设计在培养学生的综合素 质、增 强 工 程 意 识 和 提 高 创 新 能 力 方 面 具 有 其 他 教 学 环 节 不 可

替代的作用。
工程管理专业的毕业设计可涉及建设工程项目的策划、可行性研究、投资估算、设计概

算、施工图预算、施工预算、施工组织设计、竣工决算及工程管理信息系统开发、房地产估

价等方面。这里仅介绍几个有代表性的毕业设计。

９１　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

９１１　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内容和要求

１ 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内容

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是指在项目决策前，通过对与项目有关的工程、技术、经济等各方

面条件和情况调查、研究、分析，对各种可能的建设方案进行比较论证，并对项目建成后的

经济效益进行预测和评价的一种科学分析方法；主要评价项目技术上的先进性和适用性，经

济上的盈利性和合理性，建设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可行性研究将为投资者的最终决策提供直

接依据。

可行性研究工作完成后，需要编写出反映其全部工作成果的 “可行性研究报告”。由于

建设项目及其所处环境的不同，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内容会有所差异。对于一般工业建设项目

而言，其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内容包括以下方面。
（１）总论

包括项目提出的背景和项目概况、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依据、项目建设条件、存在的

问题及相关建议等。
（２）市场预测

包括市场现状调 查、产 品 供 需 预 测、产 品 价 格 预 测、市 场 竞 争 力 分 析、市 场 风 险 分

析等。



（３）资源条件评价

对资源开发项目而言，需要分析资源可利用量、资源品质情况、资产赋存条件及资源开

发价值等。
（４）建设规模与产品方案

包括建设规模方案比选及推荐理由、产品方案构成及产品方案比选等。
（５）场址选择

包括场址所在位置现状及建设条件描述、场址条件比选。
（６）技术方案、设备方案和工程方案

包括生产方法、工艺流程、工艺技术来源，主要设备选型及来源、推荐方案的主要设备

清单；主要建、构筑物的建筑特征、结构及面积方案，建筑安装工程量及 “三 材”用 量 估

算，技术改造项目原有建、构筑物利用情况等。
（７）主要原材料、燃料供应

包括主要原材料和辅助材料的品种、质量、年需要量、来源与运输方式，燃料的品种、
质量、年需要量、来源与运输方式，主要原材料、燃料价格预测。

（８）总图、运输与公用辅助工程

包括总图布置方案，场内外运输量及运输方式、场内运输设施及设备，给排水、供电、
通信、供热等公用辅助工程方案。

（９）节能、节水措施

包括节能、节水措施，以及能耗、水耗指标分析。
（１０）环境影响评价

包括场址环境条件调查、项目建设和生产对环境的影响分析、环境保护措施方案、环境

保护投资、环境影响评价。
（１１）劳动安全卫生与消防

包括危害因素和危害程度分析、安全措施方案及消防设施。
（１２）组织机构与人力资源配置

包括组织机构设置及适应性分析、人力资源配置及员工培训计划安排。
（１３）项目实施进度

包括建设工期、项目实施进度安排及项目实施进度表 （横线图）。
（１４）投资估算

包括投资估算依据、建设投资估算、流动资金估算、项目总投资及分年投资计划。
（１５）融资方案

包括资本金筹措方案、债务资金筹措方案、融资方案分析。
（１６）财务评价

包括财务评价基础数据与参数选取、销售收入与成本费用估算、财务评价报表编制、盈

利能力分析、偿债能力分析、不确定性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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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国民经济评价

包括影子价格及通用参数选择、效益费用范围及数值调整、国民经济效益费用流量表编

制、国民经济评价指标计算等。
（１８）社会评价

包括项目对社会的影响分析、项目与所在地互适应性分析、社会风险分析等。
（１９）风险分析

包括项目主要风险因素识别、风险程度分析、防范和降低风险对策。
（２０）研究结论与建议

包括推荐方案的总体描述、推荐方案的优缺点描述、主要对比方案描述及未被采纳的理

由、最终结论与建议。
此外，可行性研究报告包括以下内容。

① 附图。包括场址位置图、工艺流程图、总平面布置图。

② 附表。包括投资估算表、财务评价报表、国民经济评价报表。

③ 附件。包括项目建议书 （初步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文件，环保部门对项目环境

影响的批复文件，资源开发项目有关资源勘察及开发的审批文件，主要原材料、燃料及水、
电、气供应的意向性协议，项目资本金的承诺证明及银行等金融机构对项目贷款的承诺函，
中外合资、合作项目各方草签的协议，引进技术考察报告，土地主管部门对场址批复文件，
新技术开发的技术鉴定报告，组织股份公司草签的协议等。

对于非工业建设项目，其可行性研究报告可参照工业建设项目并结合项目特点编制。

２ 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依据和要求

（１）编制依据

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依据一般包括：

① 项目建议书 （初步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文件；

② 国家和地方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行业主管部门发展规划；

③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

④ 国家有关建设标准、规范及定额；

⑤ 中外合资、合作项目各方签订的协议书或意向书；

⑥ 项目可行性研究委托合同；

⑦ 其他有关基础资料。
（２）编制要求

① 总体要求。可行性研究报告应该做到：编制依据可靠，结构体系完整，分析论证充

分，文本格式规范，附图、附表、附件齐全，表达形式尽可能数字化、图表化，研究深度能

够满足项目投资决策及初步设计的需求。

② 深度要求。可行性研究报告应该做到：

 能够充分反映项目可行性研究的工作成果，内容齐全、数据准确、论证充分、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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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满足投资者进行项目决策、方案确定的需求；

 选用主要设备的规格、参数应能满足订货的要求，引进技术设备的资料应能满足合

同谈判的需求；

 对于重大技术经济方案，应有两个及以上的方案比选；

 确定的主要工程技术数据，应能满足项目初步设计的要求；

 构建的项目融资方案，应能满足银行等金融机构信贷决策的需求；

 应反映可行性研究过程中出现的对某些方案的重大分歧及未被采纳的理由，以供决

策者权衡利弊进行决策；

 应附有评估、决策所必需的合同、协议、意向书及政府有关批准文件等。
（３）文本要求

不同行业对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文本格式都有明确具体的规定，一般工业建设项目可行性

研究报告的文本格式如下。

① 封面：项目名称、编制单位、编制年月。

② 封一：编制单位资格证书。

③ 封二：编制单位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法人代表名单。

④ 封三：编制人、校核人、审定人名单。

⑤ 目录。

⑥ 正文。

⑦ 附图、附表、附件。

９１２　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大纲

１ 房地产开发项目

房地产开发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大纲参见表９－１，具体内容可根据项目的实际情

况进行调整。

表９－１　房地产开发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大纲

章 节 主 要 内 容

１总论

１１项目背景与概况

① 项目名称；② 开发单位概况；③ 可 行 性 研 究 报 告 编 制 依

据；④ 项目提出的理由；⑤ 项目 拟 建 地 点；⑥ 项 目 预 期 目

标；⑦ 项目主要建设条件

１２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１３问题与建议

２ 投 资 环 境 与 市 场

研究
２１投资环境分析

① 国家政治经济形势 及 有 关 政 策；② 项 目 开 发 地 区 的 经 济

社会情况及管理政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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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章 节 主 要 内 容

２ 投 资 环 境 与 市 场

研究

２２市场供求分析 ① 市场需求分析；② 市场供给分析

２３销售预测

２４营销策略

３ 建 设 规 模 与 项 目

开发条件

３１建设规模方案比选 结构形式、建筑面积和使用功能

３２推荐建设规模方案

３３项目现状概况
① 地点与地理位置；② 土地权属类 别 及 占 地 面 积；③ 现 有

土地状况

３４项目建设条件

① 地形、地貌条件；② 工程地 质、水 文 地 质 条 件；③ 周 边

建筑物与环境条 件；④ 城 市 规 划、区 域 性 规 划 要 求；⑤ 交

通条件；⑥ 社会环境条件；⑦ 法 律 支 持 条 件；⑧ 公 共 设 施

条件；⑨ 征地拆迁条件；⑩ 施工条件

３５拟建地址条件比选 ① 拟建地址建设条件比选；② 拟建地址投资条件比选

３６推荐建址方案 （绘制地理位置图）

４建筑方案选择

４１建筑设计指导思想与原则

４２项目总体规划方案
① 总平面布置和功能要求；② 规划 设 计 方 案 描 述；③ 绘 制

规划设计图，选定主要参数

４３建筑方案

① 建筑方案描述，包 括 建 筑 艺 术 与 风 格、建 筑 特 征 与 结 构、

建筑功能、建筑物与 城 市 的 协 调；② 主 体 工 程 与 辅 助 工 程，

包括平面布置与功能要求、主体工程、辅助工程；③ 主要工

艺设备系统；④ 配套设施，包括给排水、供电、供热和燃气

４４建筑方案比选

４５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５节能节水措施

５１节能措施与能耗指标分析

５２节水措施与水耗指标分析

６环境影响评价

６１项目建址环境现状

６２项 目 建 设 与 运 营 对 环 境 的

影响

６３环境保护措施

６４环境保护设施与投资

６５环境影响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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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章 节 主 要 内 容

７ 劳 动 安 全 卫 生 与

消防

７１危害因素及危害程度分析 ① 主要隐患部位；② 有害物质种类及危害性分析

７２安全设施

７３消防设施

８ 组 织 机 构 与 人 力

资源配置

８１组织机构

８２人力资源配置

９项目实施进度

９１建设工期

９２项目实施进度安排

９３项目实施进度表 （横道图）

１０ 投 资 估 算 与 资 金

筹措

１０１投资估算

① 投资估算依据；② 建 设 投 资 估 算，包 括 土 地 征 用 及 拆 迁

补偿费、前 期 工 程 费 （包 括 规 划、设 计、可 行 性 研 究、勘

探、测绘、“三通一平”支出）、建筑安 装 工 程 费、设 备 及 工

器具购置费、工程建设其他费用、基础 设 施 费、公 共 设 施 配

套费、基本预备费、涨价预备费和建设期利息；③ 编制投资

估算表，包括总投资估算汇总表、分年投资计划表

１０２资金筹措方式与来源 ① 自有资金；② 债务资金

１１财务评价

１１１财务评价基础数据选取
① 财务价格 （销售价格或租金）；② 计 算 期 （出 租）；③ 财

务基准收益率设定

１１２销售、出租收入估算 （编制收入估算表）

１１３编制财务评价报表
① 财务现金流量表；② 权益和利润 分 配 表；③ 资 金 来 源 与

运用表；④ 借款偿还计划表

１１４财务分析

① 盈利能力分析 （项目财务内部收益率、资本金收益率、投

资各方收 益 率、财 务 净 现 值、投 资 回 收 期 和 投 资 利 润 率）；

② 偿债能力分析 （借款偿还期、利息备付率、偿债备付率）

１２综合评价

１２１综合盈利能力分析

１２２社会影响分析

１２３社会风险分析

１２４社会评价结论

１３研究结论与建议
１３１结论

１３２建议

附图、附表和附件 附图
① 项目总体规划 图；② 各 种 类 型 建 筑 方 案 图 （平、立、剖

面图及标准楼层图）；③ 辅助工程及配套设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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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章 节 主 要 内 容

附图、附表和附件

附表 ① 投资估算报表；② 经济评价报表

附件

① 项目建议书或初步 可 行 性 研 究 报 告 的 批 复 文 件；② 项 目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的审批文件；③ 当地政府有关场地、建筑

规划和拆迁等的 批 复 文 件；④ 有 关 水、电、气 等 供 应 协 议；

⑤ 项目资金来源的承诺

２ 公路建设项目

公路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大纲参见表９－２，具体内容可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

进行调整。

表９－２　公路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大纲

章 节 主 要 内 容

１概述

１１编制依据

１２研究过程及内容

１３主要结论

① 建设理由；② 交通量预测结果；③ 技术标准；④ 线路走

向；⑤ 主要控制点及建设规模；⑥ 工 程 环 境 影 响；⑦ 投 资

估算及资金筹措；⑧ 工 期 安 排 及 项 目 经 济 评 价 结 果；⑨ 节

能分析结果；⑩ 问题及建议

２现状及发展

２１研究区域概况

２２项 目 影 响 区 域 社 会 经 济 状

况及发展

① 社会经济状况 （社会发展概况、经济发展概况）；② 社会

经济发展趋势 （社会经济发展趋势分析、主要 社 会 经 济 指 标

预测）

２３项 目 影 响 区 域 交 通 运 输 现

状及发展

① 交通运输现状 （运输网、运输量发展水平及特点、公路运

输的地位和作用）；② 相 关 公 路 技 术 状 况 及 存 在 问 题 （技 术

状况、交通量、适应 程 度）；③ 交 通 运 输 发 展 趋 势 （公 路 网

规划及本项目在路网中的地位和作用、其他相关运输方式）

３交通分析及预测

３１公 路 交 通 的 进 一 步 调 查 和

分析

① 已有资料的回顾与评价；② 调查 综 述；③ 调 查 资 料 的 进

一步分析

３２其 他 运 输 方 式 相 关 线 路 的

调查和分析
① 调查概述；② 资料分析

３３预测思路与方法 ① 交通量预测的总体思路；② 交通量预测方法及步骤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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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章 节 主 要 内 容

３交通分析及预测 ３４交通量预测
① 特征年路网；② 交通生成；③ 交通分布；④ 诱增交通需

求及其他运输方式转移量预测；⑤ 交通分配

４技术标准

５备选方案拟定

５１建设条件
① 地形、地质、水文等条 件；② 筑 路 材 料 及 运 输 条 件；③
社会环境；④ 拟建项目与其他交通衔接情况

５２备选方案选定
① 项目起讫点论证；② 项 目 与 沿 线 主 要 城 市 的 连 接 方 案 论

证；③ 控制方案主要因素；④ 所有可能建设方案

６ 工 程 环 境 影 响

分析

６１沿线环境特征
① 生态环 境；② 社 会 环 境；③ 土 地 利 用、类 型 及 人 均 占

有量

６２项目对环境的影响
① 对生态环境的影响；② 对社会环 境 的 影 响；③ 对 土 地 利

用的影响

６３减少环境影响对策
① 路线方案的对策；② 借方和弃方 及 水 土 保 持 对 策；③ 绿

化恢复植被对策；④ 其他对策

７ 投 资 估 算 与 资 金

筹措

７１投资估算

７２资金筹措

８经济评价

８１国民经济评价
① 参数选 定；② 费 用 调 整；③ 效 益 计 算；④ 评 价 指 标 及

计算

８２财务评价

① 资金构成及条件；② 养护、大 修、管 理 费 的 测 算；③ 收

费标准的确定及收费 额 的 测 算；④ 盈 利 能 力 分 析；⑤ 清 偿

能力分析；⑥ 不确定性分析

９节能评价
９１燃油节约量的计算

９２节能分析

１０综合选定

１０１建设方案选定

１０２推荐方案 起 终 点 及 主 要 控

制点

１０３推荐方 案 的 规 模、标 准 及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１０４推荐方案工程概况
① 路基；② 路面；③ 桥涵；④ 隧道；⑤ 交叉工程及沿线设

施；⑥ 交通工程

１１实施方案
１１１实施方案

１１２建设工期安排与实施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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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章 节 主 要 内 容

附件及主要图表

地理位置图
图幅按路线影响区范围确定，１∶５０万 １∶２００万，置于报告

正文第１页

工程部分的图表

路线平纵面缩图 （１∶５万 １∶２０万）、路 线 平 纵 面 图 （１∶１

万）、路线方案 比 较 图、主 要 技 术 经 济 指 标 表、路 基 标 准 横

断面图、路基土石方数量估算表、不良 地 质 地 段 表、路 面 结

构方案图、路面工程量估算表、桥梁工 程 量 估 算 表、涵 洞 数

量估算表、典型大桥桥型布置图、隧道 方 案 比 较 图、隧 道 工

程数量表、互通立体交叉表、分离交叉 表、典 型 互 通 立 体 交

叉平面布置图、路基路面排水及防护工程 估 算 表、公 路 用 地

估算表、筑路材料料场调查表、筑路材 料 运 距 示 意 图、总 估

算表和各方案主要工程数量比较表等

经济评 价 及 交 通 量 预 测 部 分 的

图表

项目影响区划分图、项目影响区交通运输 现 状 表、相 关 公 路

技术状况表、相关公路历年交通量表、项目 影 响 区 公 路 网 现

状示意图、项 目 影 响 区 ＯＤ 布 点 图、基 年 项 目 影 响 区 现 状

ＯＤ表、基年项目影 响 区 现 状 距 离 ＯＤ 表、基 年 项 目 影 响 区

汽车出行希望 路 线 图、未 来 各 特 征 年 有 无 拟 建 项 目 路 网 图、

未来各特征年项目影响区 ＯＤ 表、未 来 特 征 年 各 路 段 交 通 量

与互通互交匝道交通量预测结果示意图、主要 投 入 物 影 子 价

格调整表、车辆营运成本及构成要素影子 价 格 测 算 表、国 民

经济评价效益费用流 量 表 （全 部 投 资）、国 民 经 济 评 价 效 益

费用流量表 （国 内 投 资）、国 民 经 济 评 价 敏 感 性 分 析 表、财

务现金流量表 （全部投 资）、财 务 现 金 流 量 表 （自 有 资 金）、

财务现金 流 量 表 （中 方 投 资）、财 务 现 金 流 量 表 （外 方 投

资）、财务评价 敏 感 性 分 析 表、资 产 负 债 表、借 款 还 本 付 息

表、投资计划和资金筹措表、损益表等

３ 铁路建设项目

铁路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大纲参见表９－３，具体内容可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

进行调整。

表９－３　铁路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大纲

章 节

１总论 项目背景；项目概况；问题与建议

２运量预测 预测的依据与范围；吸引范围内的经济发展状况；客运量预测；货运量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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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章 节

３线路方案选择
线路起讫点、经由及 长 度；车 站 设 置 方 案；线 路 地 质 条 件；拟 建 项 目 与 邻 线 的 关

系；拟建项目与公路、水路等运输的关系；沿线的社会条件；法律支持条件

４建设规模与标准 建设规模；技术标准

５工程和设备方案 工程方案；设备方案

６燃料动力供应 燃料动力供应品种、质量与年需要量；燃料动力供应来源；主要燃料动力价格

７环境影响评价
沿线环境现状；项目施工与运营对环境的影响；保护和治理措施；环境保护设施与

投资；环境影响评价

８劳动安全卫生与消防 影响劳动安全与卫生的因素分析；危害防治措施；消防措施

９组织机构与人力资源配置 组织结构及适应性分析；人力资源配置

１０项目实施进度 建设工期；施工组织方案；项目实施进度表

１１投资估算 投资估算依据；建设投资估算；流动资金估算；投资估算表

１２融资方案 资本金筹措；债务资金筹措；融资方案分析

１３财务评价
新设项目法人项目财务评价；既有项目法人项目财务评价；不确定性分析；财务评

价结论

１４国民经济评价
影子价格及通用参数选取；效益费用范围调整；效益费用数值调整；国民经济效益

费用流量表；国民经济评价指标；国民经济评价结论

１５社会评价
项目对社会的影响 分 析；项 目 与 所 在 地 互 适 应 性 分 析；社 会 风 险 分 析；社 会 评 价

结论

１６风险分析 项目主要风险因素识别；风险程度分析；防范和降低风险措施

１７研究结论与建议 推荐方案总体描述；推荐方案优缺点描述；主要对比方案；结论与建议

附图、附表、附件

９２　建设工程估价

９２１　工程估价的内容和要求

１ 工程估价的内容

这里的工程估价主要是指建设工程设计概算和施工图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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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设计概算

建设工程设计概算是初步设计文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确定建设工程项目从筹建到竣工

验收整个建设过程中全部建设费用的文件。设计概算分为单位工程概算、单项工程综合概算

和建设项目总概算。总概算包括总概算表和编制说明。
（２）施工图预算

建设工程施工图预算包括单位工程预算、单项工程预算和建设项目总预算。施工图预算

的编制程序：首先根据施工图设计文件、现行预算定额、费用定额或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
以及地区设备、材料、人工、施工机械台班等预算价格，以一定的方法，编制单位工程施工

图预算；然后汇总所有单位工程施工图预算，形成单项工程施工图预算；再汇总所有单项工

程施工图预算，便形成建设项目总预算。

２ 工程估价文件的编制要求

建设工程估价文件应达到的质量要求：符合规定，结合实际，经济合理，不重不漏，计

算正确，字迹打印清楚，装订整齐完整。
建设工程估价文件由封面及目录、编制说明及全部概、预算表格组成。
（１）编制说明

建设工程概、预算编制完成后，应写出编制说明，文字力求简明扼要。内容一般包括以

下方面。

① 工程概况。简述建设工程项目的性质、特点、生产规模、建设周期及建设地点等主

要情况，引进项目应说明引进内容及国内配套工程等主要情况。

② 资金来源及投资方式。

③ 编制依据及编制原则。编制依据包括建设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和概

算 （编制修正概算及预算时），采用的定额、费用标准，人工、材料、机械台班单价的依据

或来源，补充定额等。

④ 投资分析。主要分析各项投资的比重等经济指标，以及与国内外同类工程的比较情

况，并应分析投资高低的原因。

⑤ 不包括的工程和费用。

⑥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２）概、预算表格

建设工程概、预算表格通常包括：总概 （预）算表、前 期 工 程 费 概 （预）算 表、单 项

（位）工程概 （预）算表、建筑工程概 （预）算表、安装工程概 （预）算表、工程建设其他

费用概 （预）算表、分年度投资汇总表、资金供应量汇总表、主要工程量表、主要设备表、
主要材料表等。

① 建设工程项目总概 （预）算表，如表９－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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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４　××建设工程项目总概 （预）算表

序
号

费用名称
建设

规模

概 （预）算价值

静态部分 动态部分

技术经济

指标

占总投资

百分比

／％

建筑

工程费

设备购置费

需安装

设备

不需安

装设备

安装

工程费
其他 合计

其中

外币
合计

其中

外币

静态

指标

动态

指标

静态

部分

动态

部分

１ 工程费用

１１ 主要工程

１２ 辅助工程

１３ 公用设施

小计

２
工程建设

其他费用

２１ 建设管理费

２２ 勘察设计费

 

小计

３ 预备费

３１ 基本预备费

３２ 价差预备费

４ 专项费用

４１ 建设期利息

４２ 铺底流动资金

建设项目

概算总投资

② 单项 （位）工程概 （预）算表，如表９－５所示。

表９－５　××单项 （位）工程综合概 （预）算表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概 （预）算价值 技术经济指标

建筑

工程费

安装

工程费

设备工器

具购置费

工程建设

其他费
合计 单位 数量

单位价值／

（元／ｍ２）

１ 建筑工程

１１ 一般土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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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概 （预）算价值 技术经济指标

建筑

工程费

安装

工程费

设备工器

具购置费

工程建设

其他费
合计 单位 数量

单位价值／

（元／ｍ２）

１２ 给排水、采暖工程

１３ 通风、空调工程

１４ 电气、照明工程

１５ 弱电工程

１６ 特殊构筑物

 

２ 设备及安装工程

２１ 机械设备及安装

２２ 电气设备及安装

２３ 热力设备及安装

 

３ 工器具和生产家具购置

合计

占综合概 （预）算造价比例

③ 建筑工程概 （预）算表，如表９－６所示。

表９－６　一般土建工程概 （预）算表

序号
编制依据或

定额编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单位 数量

概 （预）算价值

单价／元 合价／元
备注

建筑面积 ｍ２

一、土石方工程

１ ……

二、砖石工程

１ ……

三、钢筋混凝土工程

１ ……

直接工程费

措施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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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 安装工程概 （预）算表，如表９－７所示。

表９－７　安装工程概 （预）算表

序号
编制依据或

定额编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单位 数量

概 （预）算价值

单价／元 合价／元
备注

ｍ２

⑤ 分年度投资汇总表，如表９－８所示。

表９－８　分年度投资汇总表

　建设项目名称

序号 主项号
费用

名称

总投资／万元 分年度投资／万元

总计
其中

外币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

合计
其中

外币
合计

其中

外币
合计

其中

外币

　编制： 校对： 审核：

⑥ 资金供应量汇总表，如表９－９所示。

表９－９　分年度资金流量汇总表

　建设项目名称

序号 主项号
费用

名称

资金总量／万元 分年度资金供应量／万元

总计
其中

外币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

合计
其中

外币
合计

其中

外币
合计

其中

外币

　 编制： 校对： 审核：

９２２　工程计价方式

目前，我国建设工程存在两种计价方式：一种是我国长期使用的定额计价方式；另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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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与国际接轨的工程量清单计价方式。

１ 定额计价方式

（１）设计概算编制方法

① 概算定额法。概算定额法又称为扩大单价法。它是利用当地和建设主管部门规定的

概算定额、扩大单位估价表和取费标准等文件，根据初步设计图纸计算主要工程量而进行

编制。

② 概算指标法。概算指标法是采用当地和有关权威机构公布的概算指标计算出直接工

程费，然后按 照 有 关 的 取 费 标 准 计 算 出 直 接 费、间 接 费、利 润 和 税 金，进 而 汇 总 工 程 总

造价。

③ 类似工程预算法。类似工程预算法是利用技术条件与设计对象相类似的已完工程或

在建工程的预算造价资料来编制拟建工程的设计概算。
（２）施工图预算编制方法

施工图预算的编制方法主要有两种，即定额单价法和定额实物法。这两种方法都是根据

传统的定额和单位估价表进行编制的。

① 定额单价法。就是利用各地区、部门颁布的预算定额，根据预算定额的规定计算出

各分项工程量，分别乘以相应的预算定额单价，汇总后形成直接工程费；然后再以直接工程

费为基数，乘以相应的取费费率，计算出直接费、间接费、利润和税金；最后汇总得到工程

总造价。
定额单价法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虽然计算简便，但由于没有采集市场价格信息，计算出

的工程造价不能反映工程项目的实际造价。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定

额单价法将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② 定额实物法。所谓定额实物法，就是 “量”、 “价”分离，定额子目中只有 人、材、

机的消耗量，而没有相应的单价。在编制单位工程施工图预算时，首先依据设计图纸计算各

分部分项工程量，分别乘以预算定额的人工、材料、施工机械台班消耗量，从而分别计算出

人、材、机的总消耗量，预算人员根据人、材、机的市场价格，确定单价；然后用人、材、

机的相应消耗量乘以相应的单价，计算出直接工程费，再以直接工程费为基数，乘以相应的

取费费率，计算出直接费、间接费、利润和税金；最后汇总得到工程总造价。

２ 工程量清单计价方式

工程量清单计价作为一种市场价格的形成机制，主要应用在建设工程招投标阶段。
（１）工程量清单计价过程

工程量清单计价的 基 本 过 程 是：在 统 一 的 工 程 量 计 算 规 则 的 基 础 上，制 定 工 程 量 清

单项目设置规则，由具体工程的施工 图 纸 计 算 出 各 个 清 单 项 目 的 工 程 量，再 根 据 各 种 渠

道获得的工程造价信息和经验数 据 计 算 得 到 工 程 总 造 价。工 程 量 清 单 计 价 过 程 如 图９－１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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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１　工程量清单计价过程示意图

（２）工程量清单格式

根据 《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工程量清单应采用统一格式，由下列内容组成：

① 封面；

② 填表须知；

③ 总说明；

④ 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

⑤ 措施项目清单；

⑥ 其他项目清单；

⑦ 零星工作项目表。
（３）工程量清单计价格式

根据 《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工程量清单计价应采用统一格式，由下列内容

组成：

① 封面；

② 投标总价；

③ 工程项目总价表；

④ 单项工程费汇总表；

⑤ 单位工程费汇总表；

⑥ 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计价表；

⑦ 措施项目清单计价表；

⑧ 其他项目清单计价表；

⑨ 零星工作项目计价表；

⑩ 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综合单价分析表；

瑏瑡 措施项目费分析表；

瑏瑢 主要材料价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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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３　建设工程招标与投标

９３１　招标与投标的文件内容和要求

１ 招标与投标文件内容

由于建设工程项目及其所处环境、招标方式的不同，招标与投标文件的 内 容 会 有 所 不

同。一般而言，招标人在招标时需要编制招标公告 （或投标邀请书）和招标文件等内容，投

标人在投标时需根据招标文件提供的格式或大纲编制资格预审文件和投标文件。这里以建设

工程施工招标为例，说明建设工程施工招标文件和投标文件的主要内容。

１）施工招标相关文件

（１）招标公告 （或投标邀请书）

包括：招标人名称、招标项目名称、招标项目概况、资格审查方式及投标申请人资格审

查提交文件要求、招标文件购买或领受规定、投标人递送投标文件要求等。
（２）投标须知

包括：投标须 知 资 料 表、总 则、招 标 文 件、投 标 文 件、开 标 与 评 标、授 予 合 同、附

件等。

① 总则。包括：招标范围、资格审查条件、工程资金来源、标段划分、工期要求、质

量标准、投标费用、现场考察和标前会议等内容。

② 招标文件。包括：招标 文 件 的 组 成、招 标 文 件 的 澄 清 和 解 答、招 标 文 件 的 修 改 等

内容。

③ 投标文件。包括：投标文件的组成，投标报价要求，投标有效期，投标担保，投标

文件编制、签署、装订、密封、标记、提交、修改、撤回等要求内容。

④ 开标与评标。包括：开标时间和地点、评标的方法和标准、投标文件的澄清等内容。

⑤ 授予合同。包括：授予合同条件、接收和拒绝投标的权力、中标通知书、履约担保、
合同协议的签署、纪律与监督等内容。

⑥ 附件。包括：工程说明、地理位置等资料。
（３）合同主要条款

包括：合同协议书、通用条款、专用条款、附件等。可根据项目类型，选择不同的合同

示范文本，并根据项目特点补充、修订通用条款的内容而形成专用条款。
附件内容包括：承包人承揽工程项目一览表、发包人供应材料设备一览表、工程质量保

修书、承包人银行履约保函、发包人支付担保银行保函等。
（４）工程量清单

包括：封面、填表须知、总说明、分部 分 项 工 程 量 清 单、措 施 项 目 清 单、其 他 项 目 清

单、零星工作项目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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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图纸及技术资料

包括：招标项目适用的工程技术要求、技术规范、图纸等。
（６）投标文件格式

包括：投标函、工程量清单报价表、辅助资料表等。

２）施工投标文件

投标文件由商务法律文件、技术文件、报价单３部分组成。
（１）商务法律文件

包括：投标函、投标函附录、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投标文件签署授权委托书、投标人

概况、近几年来所承担的主要项目一览表、目前正在承担项目一览表、目前可供使用的剩余

资源情况、财务状况、资质等级证书、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税务登记证、资信证明、
荣誉证书、质量体系认证证书、投标人章程、投标保证、提交履约保证承诺书等。

（２）技术文件

工程项目类型不同，其技术文件内容差别很大。对施工项目而言，技术文件主要是指施

工组织设计或施工项目管理规划大纲。具体可包括：施工方案，项目负责人情况 （含项目管

理班子配备情况、项目经理简历表、项目技术负责人简历表、项目管理班子配备情况及其他

辅助说明资料），工程投入的主要物资和施工机械设备情况，主要施工机械进场计划，劳动

力安排计划，确保工程质量、安全、环境和文明施工的技术组织措施，确保工期的技术组织

措施，施工总平面图布置，拟分包计划等内容。
（３）报价文件

报价文件主要是指标价的工程量清单和报价表。具体包括：投标报价说明、投标报价汇

总表、主要材料清单报价表、设备清单报价表、工程量清单报价表、措施项目报价表、其他

项目报价表、工程量清单项目价格计算表及费用分析、投标报价需要的其他资料等。

２ 编制依据和要求

１）编制依据

（１）招标文件的编制依据

① 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② 招标项目的勘察设计文件；

③ 国家有关建设标准、规范及定额；

④ 招标文件示范文本；

⑤ 合同示范文本；

⑥ 其他有关基础资料。
（２）投标文件的编制依据

① 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② 国家有关建设标准、规范及定额；

③ 招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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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市场价格；

⑤ 类似项目的投标文件；

⑥ 其他有关基础资料等。

２）编制要求

（１）招标文件的编制要求

① 遵守国家的法律、行政法规，体现公平、公正原则。

② 内容全面。只有招标文件的内容全面，才能确保各项后续工作有据可依、科学合理。

③ 条件合理。包括通用条款、专用条款在内的合同条件是投标人计算标底价格和投标

报价的基础，也是招投标双方建立经济关系的法律依据。因此，招标文件中的合同条件应当

努力体现应用与解释的一致性，并结合招标项目的具体情况，比较公正地规定有关各方的权

利、责任和义务，合理处理招投标双方的经济利益关系。

④ 标准明确。某 些 重 要 标 准 涉 及 有 关 方 面 的 经 济 利 益，并 影 响 到 公 开、公 平、公 正、
科学择优原则的落实，乃至招标工作的成效。一般而言，建设工程施工招标文件必须对下列

标准予以明确：投标人应具备的资格标准；工程地点、内容、规模、费用项目划分，工程分

项划分及工程量计算标准；工程的主要材料、设备的技术规格和质量及工程施工技术的质量

标准，工程验收标准；投标人投标报价的价格形式和标书使用的语言标准；投标有效期和可

以参加开标的完整、合格的投标书标准；投标保证金、履约保函标准；有关合同签订及履行

过程中的奖惩标准；有关的优惠标准；招标人评标及授予合同的基准标准等。

⑤ 文字规范、简 练。由 于 招 标 文 件 涉 及 的 内 容 广、条 款 多、篇 幅 长，容 易 出 现 矛 盾，
并引起签约双方的分歧与争议，妨碍合同的顺利进行；因此，招标文件必须做到关系严密、
言简意赅、表述准确。

（２）投标文件的编制要求

① 投标文件应符合招标文 件 的 要 求。投 标 文 件 应 按 照 招 标 文 件 的 要 求 填 写，满 足 招

标文件中的各项 要 求，对 于 招 标 文 件 中 所 规 定 的 投 标 文 件 内 容、格 式、数 量、份 数 均 应

遵守。

② 投标文件应对招标文件提出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做出响应。在编制投标文件时，应

严格按照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逐项地做出响应性回答。如果需要表达投标人自己

的想法和意见，则需要附补充说明。

③ 投标文件应进行适 当 的 技 术 处 理。投 标 文 件 的 文 字 表 述 应 准 确，图 表 应 清 晰 无 误，
制作应整洁干净，签章应齐全，按招标文件中规定的要求密封、标志。

３）文本要求

不同行业对招标、投标文件的文本格式都有明确具体的规定。在一般情况下，文本格式应

包括封面、目录、正文、附件等内容。其中，招标文件的封面包括工程名称、招标编号、招标

人名称、法定代表人、发放时间等；投标文件应按商务法律文件、技术文件和报价文件３部分

分别编写，其封面均包括工程名称、投标文件内容、投标人名称、法定代表人、时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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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３２　招标与投标文件编制大纲

建设工程类别不同，其招标与投标文件的内容有所不同。这里以房屋建筑及市政工程项

目为例，说明其施工招标与投标文件编制大纲。

１ 施工招标文件

施工招标文件编制大纲参见表９－１０，具体内容可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表９－１０　施工招标文件编制大纲

章 节 主 要 内 容

１投标须知

前附表

项目名称；建设地点；联系人及联 系 电 话；招 标 方 式；招 标

范围；标段划 分；建 筑 面 积、结 构 类 型 及 层 数；承 包 方 式；

工程类别；定 额 工 期；工 期 要 求；工 期 提 前 率；投 标 保 证

金；现场踏勘；投标有效期；投标文件份数；投标文件递交；

开标时间地点；评标方法等

１１总则
工程概况 （现场施工条件、工程资金来源、工 程 资 金 落 实）；

投标费用；联合体投标要求等

１２招标文件 招标文件的组成；招标文件的澄清；招标文件的修改等

１３投标报价

投标文件的语言及度量单位；投标文件的 组 成；投 标 文 件 格

式；投标报价；投标货币；投标 有 效 期；投 标 担 保；投 标 人

的替代方案；投标文件的分数和签署

１４投标文件的递送
投标文件的装订、密封与标记；投标文 件 的 提 交；投 标 文 件

的截止时间；迟交的投标文件；资格预审材料的更新等

１５开标 开标程序；投标文件的审查

１６评标

评标委员会与评标；评标过程的保密；资格 后 审 （如 果 有）；

投标文件的澄清；投标文件的符合性鉴定；投 标 文 件 计 算 错

误的修 正；投 标 文 件 的 评 审、比 较 和 否 决；评 标 方 法 和 标

准等

１７授予合同
合同授予标准；招标人拒绝投标的权 力；中 标 通 知 书；合 同

协议书的签订；履约担保

２合同条款

２１通用条款
参见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范本 （ＧＦ－１９９９－０２０１）中第二

部分通用条款等

２２专用条款 对应通用条款内容具体明确本工程的特殊约定

２３附件 承包人承揽工程项目一览表；发包人供应材料设备一览表

３合同格式 ３１协议书

发包人、承包 人 名 称；工 程 概 况；工 程 承 包 范 围；合 同 工

期；质量标准；合同价款；组成 合 同 的 文 件；发 包 人、承 包

人的承诺；合同生效等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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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节 主 要 内 容

３合同格式

３２工程质量保修书
工程质量保修范围和内容；质量保修 期；质 量 保 修 责 任；保

修费用等

３３保函或担保书
承包人银行履约保函 （承 包 人 履 约 担 保 书）；承 包 人 预 付 款

银行保函；发包人支付担保银行保函 （发包人支付担保书）

４ 工 程 建 设 标 准 及

规范

４１本 工 程 采 用 的 主 要 标 准 及

技术规范

４２其他要求 对材料的质量和实验要求，对施工工艺的特殊要求

５图纸
５１图纸清单

５２标准图集清单

６工程量清单

６１封面
工程名称；招标人名称及其法定代表人；中 介 机 构 名 称 及 其

法定代表人；造价工程师姓名及其注册证号；编制时间

６２填表须知
签字盖章要求；涂改删除规定；单价总 价 填 报 规 定；金 额 币

种规定等

６３总说明

建设规模；工程特征；定额工期；要 求 工 期；工 程 招 标 范 围

与另行发包范围；清单编制依据；工程 质 量 等 级 要 求；工 程

取费类别；工程施工安全要求；施 工 供 水、电 情 况；施 工 道

路情况；材料堆放场地；排水、降 水 情 况；环 保 要 求；材 料

与施工特殊要求；预拌砼及预拌砂浆要求；招 标 人 自 行 采 购

材料、设备、数量、单价、金 额；预 留 金；暂 定 项 目；施 工

注意事项；其他须说明的问题等

６４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
序号；项目编码；项目名称；项 目 特 征；计 量 单 位；工 程 量

计算规则；工程内容

６５措施项目清单

环境保护费；现场安全文明施工措施 费；临 时 设 施 费；夜 间

施工增加费；二 次 搬 运 费；大 型 机 械 设 备 进 出 场 及 安 拆 费；

砼、钢筋砼模板及支架费；脚手架费；已 完 工 程 及 设 备 保 护

费；施工排水、降水费；垂直运输机 械 费；室 内 空 气 污 染 测

试费；检验试验费；赶工措施费；特殊条件下施工增加费等

６６其他项目清单 总承包服务费；预留金等

６７零星工作项目表 人工；材料；机械

７ 投 标 文 件 投 标 函

部分格式
封面

工程名称；项 目 编 号；项 目 名 称；投 标 文 件 内 容；投 标 人；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委托代理人；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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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章 节 主 要 内 容

７ 投 标 文 件 投 标 函

部分格式
具体格式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投标函；投标函 附 录；投 标 担 保 银 行

保函格式；投标担保书；招标文件要求投标 人 提 交 的 其 他 投

标资料等

８ 投 标 文 件 商 务 部

分格式

封面
工程名称；项 目 编 号；项 目 名 称；投 标 文 件 内 容；投 标 人；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委托代理人；日期

正文格式

投标报价说明；投标报价汇总表；主要 材 料 清 单 报 价 表；设

备清单报价表；工程量清单报价表；措 施 项 目 报 价 表；其 他

项目报价表；投标报价需要的其他资料

９ 投 标 文 件 技 术 部

分格式

封面
工程名称；项 目 编 号；项 目 名 称；投 标 文 件 内 容；投 标 人；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委托代理人；日期

９１施工组织设计

文字内容、图表 （拟投入的主要施工机械 设 备、劳 动 力 计 划

表、计划开竣工日期和施工进度网络 图、施 工 总 平 面 图、临

时用地表等）

９２项目管理机构配备情况
项目机构配备情况表；项目经理简历表；项 目 技 术 负 责 人 简

历表；项目管理机构配备情况辅助说明资料等

９３拟分包项目情况表

１０资格审查书格式

封面
工程名称；项目编号；项目名称；投标人 名 称 及 其 法 定 代 表

人或其授权委托代理人；地址；日期

１０１资格审查申请书

１０２资格审查申请表附表

投标人一般情况；近３年工程营业额 数 据 表；近３年 已 完 工

程及目前在建工程一览表；财务状况 表；联 合 体 情 况；类 似

工程经验；公司人员及拟派往本工程项目 的 人 员 情 况；拟 派

往本招标工程项目负责人与主要技术人员；拟 派 往 本 招 标 工

程项目负责人与主要技术人员简历；拟用于本 招 标 工 程 项 目

的主要设 施 设 备 情 况；现 场 组 织 机 构 情 况；拟 分 包 企 业 情

况；其他资料等

２ 施工投标文件

（１）资格申请文件

包括资格预审申请书及其附表。其中，附表包括投标申请人一般情况；近３年工程营业

额数据表；近３年已完工程及目前在建工程一览表；财务状况表；联合体情况；类似工程经

验；公司人员及拟派往本工程项目的人员情况；拟派往本招标工程项目负责人与主要技术人

员；拟派往本招标工程项目负责人与主要技术人员简历；拟用于本招标工程项目的主要设施

设备情况；现场组织机构情况；拟分包企业情况；各种奖励及其他资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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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投标文件

施工投标文件编制大纲参见表９－１１，具体内容可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表９－１１　施工投标文件编制大纲

部　分 主 要 内 容 详 细 内 容

１ 投标函部分

投标函
工程名称；项 目 编 号；项 目 名 称；投 标 文 件 内 容；投 标 人；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委托代理人；日期

投标函附录

履约保证金 （银 行 保 函 金 额、履 约 担 保 书 金 额）；施 工 准 备

时间；误期赔偿费；误期赔偿费限 额；日 历 工 期 天 数；工 期

提前奖励金额；工 程 质 量 标 准；工 程 质 量 违 约 金 最 高 限 额；

预付款金额；预付款保证金；进度款付 款 时 间；竣 工 结 算 款

时间；保修期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投标担保银行保函

投标文件签署授权委托书

联合体投标协议 （如果有）

投标人 情 况 及 资 质 等 文 件 （若

有资 格 预 审，部 分 内 容 可 与 资

格申请文件合并）

投标人概况；近几年所承担的主要项目一 览 表；目 前 正 在 承

担项目一览表；目 前 可 供 使 用 的 剩 余 资 源 情 况；财 务 状 况；

招标文件要求投标人提交的其他投标资料及其他说明资料

２ 商务部分

封面
工程名称；项目编号；建设单 位；项 目 名 称；投 标 报 价；投

标人；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委托代理人；编制日期

正文

投标总价；投标报价汇总表；单项工程 费 汇 总 表；单 位 工 程

费汇总表；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计价表；措 施 项 目 清 单 计 价

表；其他项目清单计价表；零星工作项 目 计 价 表；分 部 分 项

工程量清单综合单价分析表；措施项目费 分 析 表；主 要 材 料

价格表；单位工程费汇总表；投标报价需要的其他资料

３ 技术部分

封面
工程名称；项 目 编 号；项 目 名 称；投 标 文 件 内 容；投 标 人；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委托代理人；日期

施工组织设计或项目管理规划

工程概况；工期目标、质量目标；项 目 组 织 结 构；主 要 施 工

方案；施工 进 度 计 划；各 项 资 源 进 场 计 划；施 工 平 面 布 置

图；保证质量、安全、文明施工，减 少 扰 民，降 低 环 境 污 染

和噪声等方面的技术经济措施；保证 工 期 的 措 施；冬、雨 季

施工措施等

项目管理机构配备情况
项目管理机构配备情况表；项目经理简历 表；项 目 技 术 负 责

人简历表；项目管理机构配备情况辅助说明资料等

拟分包项目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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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４　建设工程施工组织设计

９４１　施工组织设计的内容和编制程序

施工组织设计是根据建设单位对建设工程施工项目的要求、设计图纸和编制施工组织设

计的基本原则，从施工项目全过程中的人力、物力和空间等３个要素着手，在人力与物力、
主体与辅助、供应与消耗、生产与储存、专业与协作、使用与维修和空间布置与时间排列等

方面进行科学、合理的部署，为施工项目生产的节奏性、均衡性和连续性提供最优方案，从

而以最少的资源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

１ 施工组织设计的分类和内容

１）施工组织设计的分类

（１）按编制时间分类

按编制时间不同，施工组织设计可分为投标前编制的施工组织设计 （简称标前设计）和

签订工程承包合同后编制的施工组织设计 （简称标后设计）。
（２）按编制对象范围分类

按编制对象范围不同，施工组织设计可分为施工组织总设计、单位工程施工组织设计和

分部分项工程施工组织设计。

① 施工组织总设计：是以—个建 筑 群 或 一 个 建 设 工 程 项 目 为 编 制 对 象，用 以 指 导 整

个建筑群或建设工程项目施工全过程的各项 施 工 活 动 的 技 术、经 济 和 组 织 的 综 合 性 文 件。
施工组织总设计一般在初 步 设 计 或 扩 大 初 步 设 计 被 批 准 后，由 总 承 包 企 业 技 术 负 责 人 组

织编制。

② 单位工程施工组织设计：是以一个单位工程为编制对象，用以指导其施工全过程的

各项施工活动的技术、经济和组织的综合性文件。单位工程施工组织设计一般在施工图设计

完成后，在施工项目开工之前，由项目经理组织编制。

③ 分部分项工程施工组织设计：是以分部分项工程为编制对象，用以指导其施工全过

程的各项施工活动的技术、经济和组织的综合性文件。分部分项工程施工组织设计一般同单

位工程施工组织设计的编制同时进行，并由单位工程的技术负责人组织编制。

２）施工组织设计的内容

（１）施工组织总设计的内容

① 建设工程项目概况；

② 施工部署及主要建筑物或构筑物的施工方案；

③ 全场性施工准备工作计划；

④ 施工总进度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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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各项资源需要量计划；

⑥ 全场性施工总平面图设计；

⑦ 各项技术经济指标。
（２）单位工程施工组织设计的内容

① 工程概况及施工特点分析；

② 施工方案的选择；

③ 单位工程施工准备工作计划；

④ 单位工程施工进度计划；

⑤ 各项资源需要量计划；

⑥ 单位工程施工平面图设计；

⑦ 质量、安全、节约、冬雨季施工及防治污染等的技术组织措施；

⑧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３）分部分项工程施工组织设计的内容

① 分部分项工程概况及施工特点分析；

② 施工方法及施工机械的选择；

③ 分部分项工程施工准备计划；

④ 分部分项工程施工进度计划；

⑤ 劳动力、材料和机具等需要量计划；

⑥ 质量、安全、节约及防治污染等技术组织措施；

⑦ 作业区施工平面布置图设计。

２ 施工组织设计的编制原则、依据与程序

１）施工组织设计的编制原则

① 严格遵守工期定额和合同规定的工程竣工及交付使用期限；

② 合理安排施工程序和施工顺序；

③ 用流水作业法和网络计划技术安排进度计划；

④ 恰当地安排冬雨季施工项目；

⑤ 贯彻多层次技 术 结 构 的 技 术 政 策，因 时 因 地 制 宜 地 促 进 技 术 进 步 和 建 筑 工 业 化 的

发展；

⑥ 从实际出发，做好人力、物力的综合平衡，组织均衡施工；

⑦ 尽量利用正式工程、原有或就近已有设施，以减少各种暂设工程；

⑧ 实施目标管理；

⑨ 与施工项目管理相结合。

２）施工组织设计的编制依据

对单位工程而言，其施工组织设计的编制依据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① 建设工程项目批准文件及建设单位的要求。如政府有关部门对土地申请、施工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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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办理等方面的要求，建设单位对工程的开、竣工日期的要求，以及施工合同中的 有 关 规

定等。

② 施工图纸及设计单位对施工的要求。其中包括：单位工程的全部施工图纸、会审记

录和标准图等有关设计资料，对于较复杂的建设工程还要有设备图纸和设备安装对土建施工

的要求，以及设计单位对新结构、新材料、新技术和新工艺的要求。

③ 建筑企业年度生产计划对该工程的安排和规定的有关指标。例如进度、其他项目穿

插施工的要求等。

④ 施工组织总设计或施工组织大纲对该工程的有关规定和安排。

⑤ 资源配备情况。如施工中需要的劳动力、施工机具和设备、材料、预制构件和加工

品的供应能力和来源情况等。

⑥ 建设单位可能提供的条件和水、电供应情况。例如建设单位可能提供的临时房屋数

量，水、电供应量，水压、电压能否满足要求等。

⑦ 施工现场条件和勘察资料。例如施工现场的地形、地貌、地上与地下的障碍物、工

程地质和水文地质、气象资料、交通运输道路及场地面积等。

⑧ 预算文件和国家规范等资料。工程的预算文件等提供了工程量和预算成本。国家的

施工验收规范、质量标准、操作规程和有关定额是确定施工方案，编制进度计划等 的 主 要

依据。

３）施工组织设计的编制程序

（１）施工组织总设计的编制程序

① 调查并研究分析建设地区条件、项目特点和施工条件；

② 根据设计图纸计算主要工种的工程量；

③ 全部工程施工部署；

④ 确定主要工程的施工方案；

⑤ 确定主要工程的持续时间；

⑥ 计算主要工程的直接费用；

⑦ 编制施工总进度计划；

⑧ 编制主要资源、运输和供应计划；

⑨ 绘制施工总平面图；

⑩ 计算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２）单位工程施工组织设计的编制程序

① 根据施工组织总设计、施工图、单位工程施工条件计算工程量；

② 编制施工预算；

③ 确定分部分项工程的施工方法；

④ 计算分部分项工程的直接费用；

⑤ 编制施工进度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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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编制资源、运输和供应计划；

⑦ 绘制施工平面图；

⑧ 计算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３）分部分项工程施工组织设计的编制程序

① 根据单位工程施工组织设计、施工图、分部分项工程施工条件编制施工预算；

② 确定分部分项工程的施工方法；

③ 计算分部分项工程的直接费用；

④ 编制施工进度计划；

⑤ 编制资源、运输和供应计划；

⑥ 绘制施工场地布置图；

⑦ 测算主要技术经济效果。

９４２　施工组织设计编制大纲

对建筑工程而言，施工组织设计编制大纲参见表９－１２，具体内容可根据项目的实际情

况进行调整。

表９－１２　施工组织设计编制大纲

章 节 主 要 内 容

１编制说明

１１编制依据

１２编制内容

１３规范、标准及法规

２ 工 程 概 况 及 施 工

特点分析

２１工程建设概况

建设单位；工程名称、性质、用 途、作 用 和 建 设 目 的；资 金

来源及 工 程 投 资 额；开 竣 工 日 期；设 计 单 位、施 工 单 位 情

况；施工图 纸 情 况；施 工 合 同；主 管 部 门 的 有 关 文 件 或 要

求；组织施工的指导思想等

２２工程概况 建筑设计特点；结构设计特点；建设地点的特征；施工条件

２３工程施工特点

３总体施工部署

３１工程施工目标
质量目标；安全目标；工期目标；环 境 保 护 目 标；文 明 施 工

目标

３２项 目 管 理 组 织 机 构 及 管 理

体系

项目经理；项目经理部人员配备；项目管理 岗 位 职 责 及 管 理

体系

３３施工大纲

施工现场；基础施工降水；土方开挖、基 坑 支 护 与 基 坑 安 全

防护；模板体 系；钢 筋 工 程；混 凝 土 工 程；垂 直 运 输 机 械；

架子工程；安 装 留 洞；基 础 与 主 体 结 构 工 程 施 工 流 水 段 的

划分

３４施工程序 基础工程施工程序；主体结构工程施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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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节 主 要 内 容

４施工准备

４１技术准备

４２施工平面图布置

４３施工用水、用电计划 施工用水计划；施工用电计划

４４劳 动 力 准 备 及 劳 动 力 进 场

计划
主要劳动力投入计划表；主要施工机械设备表

４５材 料、设 备、构 配 件 准 备

及进场计划

主要施工材料计划表；主要构配件计划表；主 要 设 备 投 入 计

划表

４６资金准备及资金需用计划 资金需用计划表

５ 分 部 分 项 工 程 施

工方案

５１工程测量 测量依据；仪器选择；作业准备；定位测量

５２降水

５３基坑土方开挖及回填 分项工程简况；施工准备；计划工期；土方开挖

５４边坡支护及基础垫层施工 边坡支护；基础垫层混凝土施工

５５钢筋工程 分项工程简况；施工准备；基础钢筋绑扎

５６模板工程 分项工程简况；模板体系；主要施工工艺；模板拆除

５７混凝土工程 混凝土浇筑方案；混凝土养护、测温；大体积混凝土浇筑

５８砌筑工程 砌体砌筑；普通黏土空心砖砌筑

５９屋面工程 工艺流程；施工要点

５１０楼地面工程
水泥砂浆楼面；花岗岩楼面；地砖楼面；低 温 热 水 地 板 辐 射

采暖楼面；活动地板楼面

５１１门窗工程 铝合金门窗安装；木门安装

５１２装饰装修工程 工艺流程；施工要点

５１３架子工程 脚手架搭设

５１４土建安装施工配合

６ 安 装 工 程 施 工

方案

７ 施 工 总 进 度 计 划

和 工 期 保 证 技 术

措施

７１施工总进度计划 施工总进度计划图

７２各关键阶段的控制工期

７３保证工期的措施 组织措施；技术措施

８ 工 程 质 量 管 理 体

系和质量保证体系

８１质量管理体系文件 质量手册；程序文件；支持性文件；质量记录

８２质量管理和保证措施 组织措施；制度措施

８３ 主 要 分 项 工 程 质 量 预 控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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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节 主 要 内 容

９ 质 量 通 病 防 治

措施

９１指导思想

９２防治措施

１０ 确 保 安 全 的 组 织

和技术措施

１０１安全生产目标

１０２安全生产责任制

１０３安全生产的组织措施

１０４安全生产的技术措施

１１季 节 性 施 工 保 证

措施

１１１冬季施工措施 主要施工部位及措施

１１２雨季施工措施 主要施工部位及措施

１２ 文 明 施 工 及 环 保

措施

１２１场容场貌

１２２施工现场文明施工

１３ 主 要 技 术 经 济

指标

１３１工期指标

１３２劳动生产率指标

１３３质量优良品率指标

１３４成本降低率指标

附图、附表

９５　房地产估价

９５１　房地产估价的程序和方法

房地产估价是指专业估价人员遵循估价原则，按照估价程序，选用适宜的估价方法，在

综合分析房地产价格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对房地产在估价时点的客观合理价格或价值进行估

算和判定的活动。

１ 房地产估价的原则和程序

（１）房地产估价原则

房地产估价应遵循下列原则。

① 合法原则。房地产估价应以估价对象的合法使用、合法处分为前提。

② 最高最佳使用原则。房地产估价应以估价对象的最高最佳使用为前提。

③ 替代原则。房地产估价结果不得明显偏离类似房地产在同等条件下的正常价格。

④ 估价时点原则。房地产估价结果应是估价对象在估价时点的客观合理价格或价值。
（２）房地产估价程序

房地产估价程序见表９－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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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１３　房地产估价程序

序 号 程 序 工 作 内 容

１ 明确估价基本事项 ① 明确估价目的；② 明确估价对象；③ 明确估价时点

２ 拟定估价作业方案
① 拟采用的估价技术路线和估价方法；② 拟调查收集的资料及其来源渠道；③ 预计

估价所需的时间、人力和经费；④ 拟定作业步骤和作业进度

３ 收集估价所需资料
① 对房地产价格有普遍影响的资料；② 对 估 价 对 象 所 在 地 区 的 房 地 产 价 格 有 影 响 的

资料；③ 相关房地产交易、成本和收益实例资料；④ 反映估价对象状况的资料

４ 实地查勘估价对象

① 感受估价对象的位置、周围环境 和 景 观 的 优 势；② 查 勘 估 价 对 象 的 外 观、建 筑 结

构、装修和设备等状况；③ 对事先收集的有关估价对象的坐落、四至、面积、产权等

资料进行核实；④ 收集补充估价所需 的 其 他 资 料；⑤ 对 估 价 对 象 及 其 周 围 环 境 或 临

路状况进行拍照等

５
选 定 估 价 方 法 进 行

计算
选用两种以上估价方法进行计算

６ 确定估价结果 利用加权平均或其他方法计算综合估价结果，并进行调整

７ 撰写估价报告 按规范格式撰写估价报告

８ 估价资料归档 整理、归档和妥善保管有关估价项目的一切必要资料

２ 房地产估价方法

常用的房地产估价方法有市场比较法、收益法、成本法、假设开发法和基准地价修正法

等。对同一估价对象宜选用两种及以上的估价方法进行估价。根据已明确的估价目的，如果

估价对象宜采用多种估价方法进行估价，应同时采用多种估价方法进行估价，不得随意取

舍。必须取舍时，需要在估价报告中予以说明并陈述理由。
有条件选用市场比较法进行估价的，应以市场比较法为主要估价方法。收益性房地产的

估价，应选用收益法作为其中的一种估价方法。具有投资开发或再开发潜力的房地产估价，
应选用假设开发法作为其中的一种估价方法。在无市场依据或市场依据不充分而不宜采用市

场比较法、收益法、假设开发法进行估价的情况下，可采用成本法作为主要的估价方法。各

种估价方法的适用范围见表９－１４。

表９－１４　房地产估价方法的适用范围

序 号 估 价 方 法 适 用 范 围

１ 市场比较法

适用于本身具有交易性的房地产，如房地产开发用地、普通商品住宅、高档公寓、别

墅、写字楼、商场、标准厂房等。但对特殊工业厂房、学校、古建筑、教堂、寺 庙 和

纪念馆等很少发生交易或其数量很少的房地产，则难以采用市场比较法进行估价

２ 收益法
适用于有收益或有潜在收益的房地产，且该收益可以定量化。对于政府机关、学校和

公园等房地产的估价大多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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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估 价 方 法 适 用 范 围

３ 成本法

适用于：① 既无收益又很少发生交易的房地产，如住宅、学校、图书馆、医院、政府

办公楼、军队营房、公园等公共、公益房地产；② 有独特设计或只针对个别用户特殊

用途而建的房地产，如特殊工业厂房、油库、发电站、码头、油田等；③ 单纯建筑物

的估价；④ 市场不完善或狭小市场上 无 法 运 用 比 较 法 进 行 估 价 的 房 地 产；⑤ 房 地 产

保险及损害赔偿时的估价

４ 假设开发法

适用于对具有投资开发或再开发潜力的房地产的估价，包括下列情形：① 由生地建造

房屋然后租售；② 由毛地建造房屋然后租售；③ 由熟地建造房屋然后租售；④ 由生

地开发为熟地然后租售；⑤ 由毛地开 发 为 熟 地 然 后 租 售；⑥ 由 旧 房 装 修 改 造 为 新 房

然后租售；⑦ 在建工程

５ 基准地价修正法 适用于政府已公布基准地价的地区的宗地估价

９５２　房地产估价报告编制大纲

我国 《房地产估价规范》规定了估价报告的规范格式，要求估价报告应做到图文并茂，

主要内容包括：封面、目录、致委托方函、估价师声明、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估价结果

报告、估价技术报告、附件等。

１ 封面

封面应包括下列内容。
（标题：）房地产估价报告

估价项目名称：（说明估价项目的全称）
委托方：（说明估价项目委托单位的全称；个人委托的，为委托人的姓名）

估价方：（说明估价项目的估价机构的全称）
估价人员：（说明参加本估价项目的估价人员的姓名）
估价作业日期：（说明本次估价的起止年月日）

估价报告编号：（说明本估价报告在本估价机构内的编号）

２ 目录

目录页应包括下列内容。
（标题：）目录

一、致委托方函

二、估价师声明

三、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

四、估价结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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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估价技术报告 （可不提供给委托方，供估价机构存档和有关管理部门查阅等）
六、附件

３ 致委托方函

致委托方函应包括下列内容。
（标题：）致委托方函

致函对象 （为委托方的全称）
致函正文 （说明估价对象、估价目的、估价时点、估价结果）
致函落款 （说明估价机构的全称，并加盖估价机构公章；法定代表人签名、盖章）
致函日期 （说明致函的年月日）

４ 估价师声明

估价师声明的内容如下。
（标题：）估价师声明

我们郑重声明：
（１）我们在本估价报告中陈述的事实是真实的和准确的。
（２）本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我们自己公正的专业分析、意见和结论，但受

到本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
（３）我们与本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 （或有已载明的）利害关系，也与有关当事人

没有 （或有已载明的）个人利害关系或偏见。
（４）我们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房地产估价规范》进行分析，形成意见和结

论，撰写本估价报告。
（５）我们已 （或没有）对本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进行了实地查勘 （在本声明中应清楚

地说明哪些估价人员对估价对象进行了实地查勘，哪些估价人员没有对估价对象进行实地查

勘）。
（６）没有人对本估价报告提供了重要专业帮助 （若有例外，应说明提供重要专业帮助者

的姓名）。
（７）（其他需要声明的事项。）
参加本次估价的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签名、盖章 （至少有１名）。

５ 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

（标题：）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

（说明本次估价的假设前提，未经调查确认或无法调查确认的资料数据，估价中未考虑

的因素和一些特殊处理及其可能的影响，本估价报告所使用的限制条件。）

６ 估价结果报告

房地产估价结果报告内容如下。
（标题：）房地产估价结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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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委托方 （说明估价项目委托单位的全称，法定代表人和住所；个人委托的，说明

委托人的姓名和住所）
（二）估价方 （说明估价项目的估价机构的全称，法定代表人、住所、估价资格等级）
（三）估价对象 （概 要 说 明 估 价 对 象 的 状 况，包 括 物 质 实 体 状 况 和 权 益 状 况。其 中，

对土地的说 明 应 包 括 名 称、坐 落、面 积、形 状、四 至、周 围 环 境、景 观、基 础 设 施 完 备

程度、土地平整 程 度、地 势、地 质、水 文 状 况、规 划 限 制 条 件、利 用 现 状、权 属 状 况；
对建筑物的 说 明 应 包 括 名 称、坐 落、面 积、层 数、建 筑 结 构、装 修、设 施 设 备、平 面 布

置、工程质 量、建 成 年 月、维 护 保 养 及 使 用 情 况、公 共 配 套 设 施 完 备 程 度、利 用 现 状、
权属状况）

（四）估价目的 （说明本次估价的目的和应用方向）
（五）估价时点 （说明所评估的客观合理价格或价值对应的年月日）
（六）价值定义 （说明本次估价采用的价值标准或价值内涵）
（七）估价依据 （说明本次估价依据的房地产估价规范，国家和地方的法律法规，委托

方提供的有关资料，估价机构和估价人员掌握和收集的有关资料）
（八）估价原则 （说明本次估价遵循的房地产估价原则）
（九）估价方法 （说明本次估价的思路和采用的方法，以及这些估价方法的定义）
（十）估价结果 （说明本次估价的最终结果，应分别说明总价和单价，并 附 大 写 金 额。

若用外币表示，应说明估价时点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市场汇率中间价，并注明所折合

的人民币价格）
（十一）估价人员 （列出所有参加本次估价的人员的姓名、估价资格或职称，并由本人

签名、盖章）
（十二）估价作业日期 （说明本次估价的起止年月日）
（十三）估价报告应用的有效期 （说明本估价报告应用的有效期，可表达为到某个年月

日止，也可表达为多长年限，例如１年）

７ 估价技术报告

房地产估价技术报告包括下列内容。
（标题：）房地产估价技术报告

（一）个别因素分析 （详细说明、分析估价对象的个别因素）
（二）区域因素分析 （详细说明、分析估价对象的区域因素）
（三）市场背景分析 （详细说明、分析类似房地产的市场状况，包括过去、现在和可预

见的未来）
（四）最高最佳使用分析 （详细分析、说明估价对象最高最佳使用情况）
（五）估价方法选用 （详细说明估价的思路和采用的方法及其理由）
（六）估价测算过程 （详细说明测算过程、参数确定等）
（七）估价结果确定 （详细说明估价结果及其确定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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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附件

附件内容如下。
（标题：）附件

估价对象的位置图，四至和周围环境图，土地形状图，建筑平面图，外观和内部照片，
项目有关批准文件，产权证明，估价中引用的其他专用文件资料，估价人员和估价机构的资

格证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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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０章　毕 业 论 文

毕业论文是检验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培养学生进行

科学研究和撰写学术论文的极好途径。毕业论文要求学生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独立完成。毕

业论文在培养学生的科学研究素质和创新能力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

１０１　毕业论文选题

选题是关系毕业论文成败的第一步，它不仅明确了学生今后撰写论文的主攻方向、目标

与内容，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定了论文研究应采取的思路、方法和途径。

１０１１　毕业论文选题的原则和程序

１ 毕业论文选题原则

（１）论文选题应与学生的知识结构和研究水平相适应

撰写毕业论文是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解决工程管理实际问题的一次综合检验。如果论

文选题超出学生的知识结构和研究水平，使学生在短时间内无法通过自身的努力和指导教师

的引导达到论文撰写所需要的知识结构，则不仅容易使学生丧失对学术研究的兴趣，也可能

使论文撰写陷入困境，甚至导致毕业论文失败。
（２）论文选题宜适当偏小

如果毕业论文选题过大，势必造成论文覆盖面宽而无法展开深入研究。反之，如果毕业

论文选题过小，使得论文必须对所选题目进行非常具体的精细研究，当学生在短时间内无法

具备必要的知识结构和研究水平时，也会导致论文工作无法深入展开。因此，论文选题应在

与学生的知识结构和研究水平相适应的基础上，适当偏小。
（３）论文选题应具有实践指导意义

论文选题应来源于工程管理实践，侧重于工程管理实践中的热点或难点问题。这样不仅

容易激发学生的研究积极性，而且能切实培养学生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论文

研究成果对指导工程管理实践还具有参考价值。

２ 毕业论文选题程序

毕业论文选题包括毕业论文研究方向的选择和毕业论文研究专题的确定两个阶段，具体

步骤如图１０－１所示。



图１０－１　毕业论文选题程序

１０１２　毕业论文选题的思路和途径

１ 毕业论文选题思路

当前，我们国家正在建立创新型社会。高等院校作为培养高级人才的地方，应当将创新

性作为毕业论文选题的基本思路。具体而言，毕业论文选题思路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１）运用新的理论和方法研究老问题

由于新的理论和方法往往具有原有的理论和方法所不具有的功能、作用和手段，可以解

决原有的理论和方法未能解决的问题。因此，运用新的理论和方法解决老问题是选题的一个

基本思路。
（２）运用新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新问题

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科学研究的新理论和新方法不断出现，学术研

究的手段也越来越先进。同时，新理论和新方法是在当前社会发展中产生的，与新问题产生

的社会大环境相适应。因此，运用新的理论和方法解决新问题是选题的一个重要思路。

·９３１·第１０章　毕 业 论 文



（３）运用其他专业领域的理论和方法解决本专业领域的问题

有时，借鉴其他专业领域的一些理论和方法解决本专业领域的问题，往往能够收到很好

的效果。借鉴其他专业领域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本专业领域的问题有时不失为一种选题的好

方法。
（４）运用换位、错位思考方法研究问题

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有些问题往往从本位角度很难解决，但是如果采用换

位、错位思考的方法，可能会较容易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因此，运用换位、错位思考方法

进行选题，选题本身和解决问题的对策往往都会比较新颖。
（５）运用实践数据进行相关专业理论的实证分析

学生所学到的专业知识中，有很多属于专业理论方面的内容。如果能够通过各种途径收

集到相关的实践数据，运用实证分析方法，验证实践运行规律是否与相关专业理论的有关结

论一致，可以很好地将学生所学理论知识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增强学生对理论知识和社会

实践两个方面的理解，是一种很好的毕业论文选题思路。
（６）借鉴国外经验制度解决国内问题

目前，我国正在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这是一场前所未有

的事业，正面临一系列问题需要解决和克服。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
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一项基本策略。因此，借鉴国外经验制度解决国内相关问题的选题也是一

种很好的毕业论文选题思路。

２ 毕业论文选题获取途径

毕业论文选题途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① 选择自己有浓厚兴趣的课题；

② 选择自己在某方面较有专长的课题；

③ 选择当前社会、行业及专业领域的热点、难点课题；

④ 选择富有新意的课题；

⑤ 选择能够获得足够参考资料的课题。

学生在选题过程中，应善于利用图书馆，图书馆的自动化、网络化为论文选题提供了便

利条件；同时，还应征询导师和专家的意见。

１０１３　毕业论文选题方向

工程管理专业毕业论文选题领域主要包括建筑业与房地产业管理、建设工程项目管理、

建筑企业管理、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管理、国际工程管理等。

１ 建筑业与房地产业管理

建筑业与房地产业管理涉及建筑业与房地产业的构成、建筑业与房地产业相关法律法规

制度、建筑业与房地产业监管体制及制度、建筑业与房地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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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业与房地产业之间的关系及与其他产业之间的关系、建筑市场运行机制等方面。研究方

向主要包括：

① 建筑业或房地产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

② 建筑业与房地产业之间的关系；

③ 建筑业或房地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关系；

④ 建筑业或房地产业监管体制及制度；

⑤ 建筑业或房地产业相关法律法规制度；

⑥ 我国建筑业或房地产业发展战略；

⑦ 建筑市场运行机制，包括供求机制、价格机制、竞争机制、保障机制、监管机制等。

２ 建设工程项目管理

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涉及政府及工程项目各参与方的管理。研究方向主要包括：

① 工程项目决策机制，包括策划、评估与决策等；

② 工程项目融资模式；

③ 工程项目组织实施模式；

④ 工程项目监理制度；

⑤ 工程项目质量管理；

⑥ 工程项目造价管理；

⑦ 工程项目进度管理；

⑧ 工程项目招投标管理；

⑨ 工程项目风险管理，包括工程保险制度、工程担保制度等；

⑩ 工程项目承发包模式，包括工程总承包、施工总承包、平行承包、联合承包、合作

承包等；

瑏瑡 工程项目信息管理；

瑏瑢 工程项目合同管理；

瑏瑣 工程项目安全管理；

瑏瑤 工程项目人力资源管理；

瑏瑥 工程项目管理沟通管理等。

３ 建筑企业管理

建筑企业管理包括企业内部的运作管理和外部的经营管理，研究方向主要包括：

① 建筑企业战略管理；

② 建筑企业兼并与重组；

③ 建筑企业产权制度及治理结构；

④ 建筑企业组织结构；

⑤ 建筑企业市场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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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建筑企业人力资源管理；

⑦ 建筑企业财务管理；

⑧ 建筑企业项目管理模式；

⑨ 建筑企业技术创新；

⑩ 建筑企业国际化经营；

瑏瑡 建筑企业文化管理；

瑏瑢 建筑企业信息化等。

４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管理

研究方向主要包括：

① 房地产市场研究，包括土地市场、房地产增量市场与房地产存量市场等；

② 房地产开发项目策划与决策；

③ 房地产开发投融资管理；

④ 房地产开发项目管理；

⑤ 房地产经营管理；

⑥ 房地产估价；

⑦ 房地产产权产籍管理；

⑧ 房地产税收政策等。

５ 国际工程管理

研究方向主要包括：

① 国际工程咨询；

② 国际工程承包市场；

③ 国际工程承包模式；

④ 国际工程合同管理；

⑤ 国际工程风险管理；

⑥ 国际工程造价管理；

⑦ 国际工程法律；

⑧ 国际工程商务；

⑨ 国际工程投融资管理；

⑩ 国际工程招投标管理等。

１０２　毕业论文的撰写

毕业论文的撰写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研究过程，需要将研究过程中获得的零星观点或结论

整理为系统完整的论点，将研究过程中获得的有序或杂乱无章的资料整理为连贯的、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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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据。毕业论文的撰写工作可具体分为以下４个过程：① 文献综述；② 确定研究方案和方

法；③ 收集和分析数据资料；④ 论文写作。

１０２１　文献综述

文献综述过程包括文献搜索、筛选评阅和记录要点。首先，要进行文献搜索；然后，对

搜索到的资料进行筛选，评阅那些相关性较强的文献并记录要点，从而为论文写作做准备。
文献综述的基本过程如图１０－２所示。

图１０－２　文献综述的基本过程

文献综述的关键是文献搜索。所谓文献搜索，是指通过文献目录工具，系统地搜索与论

文主题有关的信息资料。文献搜索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确定所选定的研究课题是否为创新研

究，避免简单地重复别人的工作。常见的文献目录工具系统有图书馆目录、发行的 文 献 目

录、专业组织名录、期刊索引、互联网等。每种文献目录工具系统有自己的搜索方式或搜索

引擎，一般都可以通过主题词和关键词进行搜索。

１ 定义搜索主题和关键词

面对文献目录工具系统，首先应定义搜索主题，主题总是要限制在可控制的范围之内。
一个检验方法是试着用一个短句子回答 “要研究的工作是什么？”。定义搜索主题应包括以下

方面。

① 指定搜索覆盖的领域，例如：房地产开发。

② 指定搜索跨越的时间段，例如：１９９０年以后或不定。

③ 指定搜索资料的类型，例如：期刊、杂志或全部。

④ 指定资料的语言文种，例如：中文、英文或所有语言。

２ 文献形式

有关信息资料可能以不同形式存在，例如印刷品、音像制品等；同时，还可能使用不同

的语言，如汉语、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俄语。对大学本科学生而言，由于经费、
时间、语言、获取途径等方面的原因，要求收集并评阅所有与论文选题有关的资料是不现实

的。好在并不需要搜索所有的相关资料，一是由于同一信息资料可能以不同的载体和不同的

语言重复，二是由于重要的信息资料通常都会以英文出版。文献资料可能包括期刊论文、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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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教材、会议文集、政府／公司报告、报纸文章、学位论文、互联网信息、杂志文章等。
（１）期刊论文

期刊论文是特别新的信息，尽管一般需要１ ２年才能出版。但由于其相对简洁，反映

当前的研究成果，在文献综述中引用最多。
（２）著作／教材

由于出版一本著作所需的时间要比期刊论文长，因而著作不能反映最新信息。教材主要

是用于教学而不是用于研究，对于文献综述不一定有用，但教材可以提供原理性内容。
（３）会议文集

会议文集能提供最新的研究，还能提供相关领域人们正在从事的研究动向，从而可以跟

踪研究领域内的研究动态。
（４）政府／公司报告

许多政府部门和公司从事研究工作。他们的报告可能是一个有用的信息源泉。
（５）报纸文章

由于报纸文章是针对普通读者的，所提供的信息对文献综述的贡献非常有限。但是，通

过报纸关于最近的发展趋势、发现和变化等的报道，可以获得一些搜索详细信息的线索。
（６）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是非常有用的资料。但由于学生的研究可能不够成熟，应谨慎引用。
（７）互联网信息

互联网是增长最快的资料源泉。应注意的是，互联网上信息资料的学术性不够高，质量

也不一定可靠。虽然有越来越多的电子期刊，但大多数是收费的。
（８）杂志文章

与报纸文章类似，一般的杂志文章也是针对普通读者的，因而所提供的信息对文献综述

的贡献是有限的。专业杂志文章的作用相对大一些，可以提供一些新的发现、政策等。

３ 文献搜索建议

① 确定关键 词 时，可 以 从 通 用 参 考 书 中 寻 找 帮 助，如 字 典、词 典、百 科 全 书、手 册、
教材等。

② 对于比较小的主题，用专业性特别强的关键词进行搜索，其效果可能不够好；这时，
需要用比较 通 用 的 词，如 同 义 词、相 关 术 语 等。在 搜 索 英 文 时，可 以 考 虑 其 词 根，例 如，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ｅ”（动词）有派生词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③ 文献中可能用不同名词术语，搜索时要用相应的名词术语。

④ 搜索资料可以从自己所在学校的图书馆开始。找到一篇相关资料后，根据该资料文

后所列的参考文献，进一步查找其他文献资料。

⑤ 按照论文参考文献的标注要求准确记录参考文献。不但要记录作者和题目，而且要

记录出版商、发行地点、出版年份及相关章节或页码。如果一开始就这么做，在开始论文写

作时，就会节省许多时间和精力。当然，还应该记录资料来源。如果在论文写作过程中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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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阅读某参考资料时，该记录就能提供帮助。

⑥ 综述最相关 的 文 献，不 能 只 是 简 单 地 列 出 文 献 目 录，要 检 查 该 文 献 是 否 在 论 文 中

引用。

１０２２　确定研究方案和方法

文献综述能够为毕业论文提供基本的研究方向，在此基础上，可以初步确定毕业论文的

研究方案和方法。

１ 拟定研究方案

（１）确定研究目标、内容及关键问题

研究目标是毕业论文写作最后要达到的具体目的，要解决的具体问题。研究目标必须紧

扣选题，明确而具体。只有具体的目标才能真正指导研究的具体内容和重点。确定研究目标

时，一方面要考虑选题本身的要求，另一方面要考虑本人实际的知识背景、研究条件与科研

水平。在确定研究目标时，应避免出现目标扣题不紧、目标定得过高或过低、目标与研究内

容脱节等问题。

研究内容是论文题目、研究目标的具体体现。研究内容要根据研究目标来确定，并考虑

现状研究、归因研究、应用 （方法）研究或对策研究等因素。相对于研究目标，研究内容要

更加具体、明确，并且一个研究目标可能要通过几方面的研究内容来实现。研究内容中要重

点突出研究目标，目标应当与立论依据直接相关，并用研究内容加以细化。要注意目标与背

景、内容的一致性，这样才能相互印证，达到突出论文特色的目的。研究内容的拟定切忌大

而空、宽而泛，否则会使研究工作停留在表面，不能深入透彻开展，并且难以抓住重点。此

外，研究内容切忌重复他人的研究成果，需要阅读大量的文献资料，确保自己的研究对他人

的成果有所突破或另辟蹊径。

研究内容中的关键问题是通过对研究内容的进一步提炼而得到的，关键问题往往是论文中需

主要解决的或难点，也往往是实现创新的问题。为了实现所确定的研究目标，从研究内容中提炼

出较为具体的关键问题，有助于明晰论文研究的重点，使研究过程能抓住关键、重点突破。
（２）确定研究思路与设计

研究思路是针对研究问题的性质设想的论证逻辑、线路和步骤。研究思路是研究工作开

展的主线，形成清晰的研究思路，对研究工作的成功进行具有重大意义。对于实证性论文，

还需要提出研究设计。所谓研究设计，是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根据研究内容建立相应的研

究模型、研究假设，进行变量设计等。研究设计要考虑个人的研究兴趣、能力及能够利用的

资源。图１０－３是管理研究过程的一般设计，在进行研究设计时可以参考。

２ 选择研究方法

（１）研究技术路线

对于不同类型的研究问题，可选用不同的研究技术路线。例如，对 理 论 科 学 领 域 的 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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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３　管理研究过程的设计

题，可选用图１０－４所示的研究技术路线和方法。

图１０－４　理论科学领域研究技术路线和方法

对于应用科学领域的问题，可选用图１０－５所示的研究技术路线和方法。

图１０－５　应用科学领域研究技术路线和方法

对于应用技术领域的问题，可选用图１０－６所示的研究技术路线和方法。

图１０－６　应用技术领域研究技术路线和方法

（２）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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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观察研究法。观察研究法是 指 通 过 感 官，有 目 的、有 计 划 地 考 察 现 象 的 研 究 方 法。
观察研究可以通过与观察对象的直接联系，进行多次重复地详细观察，达到收集资料和保障

数据资源可靠性的目的。观察研究法是一种简便、可靠地获得资料的常用方法。例如分析企

业员工满意度时，往往采用观察法，深入到企业中，参与员工群体的社会生活，取得信任，
了解员工的工作和心理状态。

② 调查法。调查法是按照一定的目的和计划，间接地收集研究对象有关的现状及历史

材料，从而弄清事实，分析、概括、发现问题，探索规律的研究方法。通过调查，能掌握研

究的第一手材料和数据，加强研究的针对性；调查结果能为研究提供事实依据。
调查要有明确的目的，并制定具体的调查方案，要应用科学的抽样方法选择调查对象，

要利用多种手段收集资料，并对调查资料进行系统化整理，最后用数理统计的方法进行分

析。调查的具体方法包括问卷法、访谈法和作品分析法等。无论采用哪种调查方法，调查实

施后，都应完成调查研究报告。调查研究报告的内容一般包括：调查背景，调查目的，调查

对象，调查进行的时间和 方 式，主 要 数 据 统 计 及 分 析 （结 论），对 策 和 建 议，主 要 参 考 文

献等。

③ 文献法。文献法是按照一定的研究目的或选题，通过研究文献，全面、正确地了解、
掌握所研究的问题，揭示其规律、属性的方法。论文写作前的文献查阅及文献综述均为使用

文献法进行研究奠定了基础。文献法的操作步骤：一是文献检索，二是文献收集，三是文献

鉴别，四是文献的研究与运用。可运用历史法、因果法、比较法、辩证法等方法对文献进行

定性分析和定量统计，反复思考，得出规律性的认识，写出研究报告。

④ 经验总结法。经验总结法是依据实践所提供的事实，按照科学研究的程序，分析和

概括现象，揭示其内在联系和规律，使之上升为理论的研究方法。经验总结法的一 般 步 骤

如下。

 从实际出发，认真选择课题，确定研究对象。

 围绕中心内容，广泛收集、掌握有关参考资料。

 计划与实施。制订工作计划，做好人力和时间安排，搜集具体的经验事实，进行分

析、综合、总结和验证。

 概括经 验。通 过 分 析、综 合、抽 象、概 括，使 经 验 条 理 化、系 统 化，并 突 出 重 要、
有特色和创新的内容，上升到理论高度。

 总结研究成果，写出论文。

⑤ 行动研究法。行动研究是指有计划、有步骤地对实践中产生的问题，由实践工作者

和研究者相结合，边研究边行动，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的的科学研究方法。行动研究的过程

可归纳为以下５个步骤。

 确定问题。从实际工作需求出发，提出技术及管理方面亟待解决的问题和改变的初

步设想。收集有关资料，明确研究目的和意义。

 制订计划。首先要制订系统的总体计划，包括研究的目标内容、途径方法、管理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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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等；还要制订具体的行动计划，安排好活动的先后顺序等。

 行动实施。按计划所制定的措施采取行动。注意活动资料的收集和整理，注重实际

效果和问题的解决。

 分析与评价。对研究所获得的数据和资料要进行系统的科学处理，及时对研究成果

进行分析和评价。

 提出报告。报告的内容应该包括：研究背景、理论依据、目标内容、实践操作、效

果结论及思考与建议等。

⑥ 实验法。实验是指研究人员根据研究目的，选择研究对象，主动操纵试验条件，人

为地创设或改变条件，控制其他因素的作用，观察、测量试验对象的变化，揭示现象之间的

因果关系的一种科学研究方法。进行实验前，要制定实验设计方案，包括：选择课题的研究

背景、理论依据，试验假设 （目标内容），实验组织、实验因素的操纵 （自变量的操作、因

变量的检测、无关变量的控制等），实施方法和步骤，预期成果及建议等。实验要按计划进

行，注意实验资料的收集和整理，要及时对实验数据进行数理统计，并得出结论。实验实施

后，要进行全面总结，写出实验研究报告。

１０２３　收集和分析数据资料

１ 数据资料收集

在毕业论文的写作中，除需收集大量的科技文献资料外，还需要收集大 量 数 据 进 行 分

析。例如，对理论假设的检验最终要靠数据的支持。在将理论性假设转换为实验性 假 设 之

后，就可以根据研究的需要收集数据。数据收集泛指通过视、听及接触等手段所进行的收集

信息的活动。数据收集的方法有文献资料研究 （档案研究）、实验、问卷调查、访谈和实地

观察法等。

２ 数据处理与分析

待数据收集完毕，要通过数据处理与分析来检验假设，得出接受或拒绝理论性假设的结

论。数据分析的结果还将反馈到研究过程之初的看法和理论，这一反馈将成为新的研究过程

的起点。毕业论文写作中，数据资料的收集占据很大的工作量。对收集的数据进行 分 析 加

工，形成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是整个毕业论文的核心，论文的原创性也在此产生。
实验、问卷或访谈及各种无干扰观测方法所取得的数据都要求有一定的质量和 表 现 形

式。数据处理是将原始观测数据转换成清晰、规范的数字和代码，供后续定量分析之用。例

如，通过问卷法得到的原始数据为答案中的 “√”或 “○”等符号，数据处理主要是进行编

码和分类，将这些符号及答案内容转换为代码，然后进行归类。
数据分析是从实际观测数据中发现变量的特征、变化规律及变量之间关联的过程。统计

技术是管理研究中被普遍采用的数据分析方法，数据分析内容包括描述统计、推论统计。描

述统计寻求一种对众多观测数据的数学表述方式，而推论统计则是在描述统计的基础上检验

研究假设。描述统计用数学语言表述一组样本的特征或样本各变量间关联的特征，用来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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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解释样本数据。例如，对企业人力资源的整体结构分析即可采用描述统计方法。推论统计

是对从样本观测值中得出的发现，作出是否适用于总体的判断。例如，访谈法中挑选有代表

性的人员、问卷法寄发的有效问卷等都是通过抽样获得的样本，然后通过对样本的统计分

析，将样本研究中的发现作为推论总体的基础，最终找出某些特征。

１０２４　论文写作

１ 论文写作过程

一篇优秀的毕业论文不是一蹴而就的，不仅要有周密的写作思路、较好的语言驾驭能力

和辩证的论证思维，还要具备流畅简练的语言风格和漂亮的版面。因此，论文的写作首先要

构思整个论文的框架结构，拟定论文的写作大纲；然后按照写作大纲，可分章、分节分别撰

写，完成论文初稿；最后，再对论文初稿进行多次反复修改，形成论文终稿。论文写作过程

讲求写作方法和技巧，应遵循一定的写作规范。

１）拟定论文框架和写作大纲

在论文写作阶段，主要的研究工作已基本完成 （这里不排除在写作过程中发现有些环节

没有研究或研究不够，需要进行补充研究）。考虑到研究过程中可能有一些变动 （如有意外

的发现或者原来的设想不能完全实现等），应根据研究的结果，重新检查开题报告所确定的

题目，进行必要的修改使之符合实际情况。
在确定论文的题目后，应根据研究的主体思路和获得的主要结论，确定论文的框架，拟

定论文的写作大纲。有了写作大纲，就不容易离题，有利于思路的系统完整。当然，拟定的

写作大纲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发现有不妥之处，就进行必要的修改。
研究的主体思路大体上可分为两种：一是建立模型，再通过收集数据资料对模型进行验

证；二是分析收集的数据资料得出结论或模型，再将该结论上升到一般理论，最后论证该理

论或模型的适用性。为此，典型的写作大纲如下。

１　绪论／引言

１１　研究背景 （提出问题或问题产生的背景）

１２　研究目标 （预期达到的目标）

１３　研究范围 （限定范围，指出研究涉及哪些方面和不涉及哪些方面）

１４　研究途径及方法 （要体现出作者对该领域的研究方法的掌握程度）

１５　论文结构及主要内容

２　文献综述 （要体现出作者对该领域的了解程度）

２１　与研究相关的基本概念 （视情况而定，可有可无）

２２　国内外研究现状 （相关研究的历史和最新进展）

２３　本研究与现有文献的相关性 （是对现有文献的补充？还是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进

一步研究？或是完全创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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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作者自定义 （如模型开发、数据分析等）

３１　数据资料的收集 （如有必要，叙述资料来源、获得的途径和方法，以便读者判断

资料的可靠性、系统性等）

３２　数据资料的分析和评价 （要体现出作者的研究能力）

３３　数据资料分析的结论 （要体现出作者的贡献／创新所在）
……

４　作者自定义 （如实证分析，要体现出所建立的模型／得出的结论的合理性）

４１　 （要体现出所建立的模型／得出的结论的合理性）
……

５　结论和建议 （着重于本研究的结论，提出进一步研究的建议，而不是总结或摘要）

２）论文初稿写作

在写作大纲确定之后，就可以开始初稿的写作。绪论或引言虽然是第１章，但并一定要

先写。例如，可以从文献综述开始写。
（１）绪论或引言的写作

绪论或引言介绍研究背景，提出要研究的问题、解决该问题的途径和方法及解决该问题

的意义，目的是帮助读者对论文的其余部分的理解。因此，绪论或引言应回答下列 大 部 分

问题。

① 该研究问题的背景是什么？在什么样的情景或环境会遇到该问题？

② 该研究为什么重要？谁会受益？为什么要研究该问题？

③ 该研究问题有哪些是不知道的？有什么样的空白需要填充？

④ 该研究预期要达到什么目标？

⑤ 作者准备采用哪些措施和步骤来解决该问题？

⑥ 作者准备讨论该问题的哪些方面？因条件的限制，哪些方面是作者无法研究的？

⑦ 进行研究时，做了哪些假设？

（２）文献综述的写作

文献综述不但要体现出作者对该领域的了解，更重要的是奠定本研究的基础。因此，文

献综述应包括：① 该研究或相关研究的研究历史和现状如何；② 该研究问题有哪些是已知

的，哪些是未知的；③ 该研究与现有文献的关系，是对现有文献的补充，还是在现有文献

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是填补空白，还是完全创新；等等。
叙述顺序可以根据与研究课题的相关程度来安排，从涉及比较宽泛文献开始，逐步缩小

范围，最后是最相关的文献；或者根据相关研究的时间顺序来安排，从早期的相关研究文献

开始，最后是最近的相关研究文献；或者根据文献的来源来安排，把国内的相关研究和国外

的相关研究分别综述。一般是上述方法的结合使用。例如，先分别综述国内相关研究和国外

相关研究，在进行国内相关研究或国外相关研究的综述时，从涉及比较宽泛的文献开始，逐

步缩小范围，最后是最相关的文献；而在综述过程中，又从早期的相关研究文献开始，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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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近的相关研究文献。其目的是让读者知道现有的相关研究有哪些，谁在什么时候、在什

么地方、用什么方法做了什么样的相关研究，等等。
（３）作者自定义的章节

这部分是论文的核心部分，要体现作者的创新和对该研究领域的贡献。一般包括建立模

型／数据资料分析和评价，模型或结论的验证等。如果是进行模型开发，则需要进行模型的

验证；如果是提出假设，则需要进行假设的验证；如果是从所得的数据资料中得出结论或观

点，则需要进行由特殊到一般的升华，验证结论或观点的普适性；等等。
有的模型是通过理论分析推导出来的，有的模型则是从所获得的数据资料推导出来的，

有时，只是从数据资料中得出结论而没有建立模型。如果是理论分析推导出来的模型，作者

应详细阐述推导过程；如果是从数据资料中推导出来的模型，作者应详细叙述数据资料的来

源、获得的途径和方法、分析的方法等，以便读者判断资料的可靠性、系统性等。
作者所建立的模型或作出的结论都需要验证。理想的情况是通过实例进行验证。在没有

实例的情况下，如有合理的案例也可以，其目的是论证该模型或结论的合理性。
（４）结论和建议

在结论和建议部分应包含下列内容：本研究的发现，因此而得出的结论，作者的建议。
注意不要把结论写成总结或内容摘要。

论文初稿写作建议：

① 可以按照论文框架和写作大纲，按每一个论点或每一个标题逐步完成，最后将各部

分连接起来即可。

② 在每部分的写作过程中要一气呵成，不要为了咬文嚼字而浪费思路和时间，文字润

色可以在论文的全面修改中逐步完成。

３）论文修改、充实、润色和定稿

完成论文初稿后，要对论文进行全面修改，修改时应考虑论文的结构是否严谨、论点是

否鲜明、论据是否准确、语言是否流畅。好文章都是改出来的，成名的作品更是如此。
论文一般需要多次反复修改，没有必要毕其功于一役，可以是 每 次 注 重 一 个 方 面。例

如，首先针对论文的结构是否严谨进行修改；再对论文的论点是否鲜明、论据是否准确进行

修改；最后，检查论文的行文是否流畅、语言是否简练、文字是否优美。

２ 论文总体要求

一篇合格的学位论文，其总体要求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１）立论客观，具有独创性

文章的基本观点必须来自具体材料的分析和研究，所提出的问题在工程管理领域内有一

定的理论意义或实际意义，并通过独立研究，提出自己一定的认知和看法。
（２）论据翔实，富有确证性

论文能够做到旁征博引，多方佐证。所用论据自己持何看法，有主证和旁证。论文中所

用的材料应做到言必有据，准确可靠，精确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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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论证严密，富有逻辑性

作者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要符合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全篇论文形成一个

有机的整体，使判断与推理言之有序，天衣无缝。
（４）体式明确，标注规范

论文必须以论点的形成构成全文的结构格局，以多方论证的内容组成文章丰满的整体，
以较深的理论分析辉映全篇。此外，论文的整体结构和标注要求规范得体。

（５）语言准确、表达简明

论文最基本的要求是读者能看懂。因此，要求文章想得清，说得明，想得深，说得透，
做到深入浅出，言简意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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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５篇　工程管理软件

工程管理软件是指在工程建设的各个阶段 （包括项目决策、设计、招标与投标、施工、
竣工验收等）使用的各类计算机管理软件的总称。这些软件主要用于收集、存储、处理、传

递与使用工程管理过程中的各类信息。工程管理软件是计算机信息技术应用于工程建设实践

的成果。作为先进生产力的标志，计算机信息技术替代人们的手工劳动和有规律性的脑力劳

动已是社会发展的趋势。
工程管理软件的广泛应用对工程管理专业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在教学工

作中，应用计算机辅助教学是深化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的需要。工程管理软件作为辅助

工程管理、模拟工程环境的有效工具，已成为实践教学的重要内容和支持工具。
在实践教学中应用工程管理软件，其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当今社会已经跨入信息时代，社会对人才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工程管理行业对计算机

管理软件的依赖性逐步增大。实践教学中应用工程管理软件，有利于培养高素质复合型人

才，符合社会对人才的要求，也有利于学生学习与工作的顺利接轨。
（２）有利于优化课程体系的建设

工程管理软件应用实践环节的设置，不是简单地开设一门工程管理软件应用课程，而是

以工程管理 信 息 化 为 基 础，优 化 工 程 管 理 专 业 的 课 程 体 系，做 到 各 相 关 课 程 之 间 的 相 互

融合。
（３）有利于深化对理论知识的理解

工程管理软件的应用是大多数专业课程实践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应用工程管理软件，可

以模拟工程管理的多个方面，使专业课程的教学更顺利有效地进行。



第１１章　工程管理软件及其在

　　　　实践教学中的应用

１１１　工程管理软件综述

１１１１　工程管理软件的分类及应用领域

１ 工程管理软件的分类

目前，在工程管理过程中使用的管理软件数量多、应用面广，几乎覆盖了工程管理的各

个阶段和各个方面。工程管理软件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分类。

１）按照软件适用的建设阶段划分

（１）适用于某一阶段特殊用途的软件

这类软件的使用对象和使用范围限制在一个比较窄的范围内，所注重的往往是其功能的

特殊性。例如，用于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的项目评估与经济分析软件、房地产开发评估

软件，用于项目设计和招投标的概预算软件、招投标管理软件、快速报价软件等。
（２）适用于各个建设阶段的软件

例如进度管理软件、费用控制软件及合同管理软件等。
（３）对各个阶段进行集成管理的软件

工程建设的各个阶段是紧密联系的，每个阶段的工作都是对上一阶段工作的细 化 和 补

充，同时要受到上一阶段工作所确定框架的制约，很多工程管理软件的功能就体现了这样一

种阶段间的相互控制、相互补充的关系。例如，某些费用控制软件能够清晰地体现 投 标 价

（概预算）形成→合同价核算与确定→工程结算、费用比较分析与控制→工程决算的整个过

程，并可利用软件自动将各个阶段联系在一起，以便于从整个工程建设阶段进行费用分析和

控制。

２）按照软件的基本功能划分

工程管理主要涉及进度管理、费用管理、质量管理、资源管理、风险管理、沟通管理、

安全管理等，大部分工程管理软件具有其中一项或多项功能。
（１）进度管理

基于工程网络计划技术的进度管理功能是工程管理软件中开发最早、应用最普遍、技术

上最成熟的功能，它也是目前绝大多数项目管理软件的核心部分。

具备该类功能的软件至少应能做到：定义相关工作 （也称为任务、活动）的逻辑关系，



计算时间参数并确定关键线路，进行资源平衡，比较分析计划执行状况，输出报告 （包括甘

特图和网络图）等。
（２）费用管理

最简单的费用管理是用于增强时间计划性能的费用跟踪功能，这类功能往往与进度计划

功能集成在一起，但难以完成复杂的费用管理工作。高水平的费用管理功能应能够胜任工程

项目寿命期内所有费用单元的分解、分析和管理工作，包括从工程开始阶段的预算、报价及

其分析，到中期结算与分析，再到最后的决算和工程完成后的费用分析，这类软件有些是独

立使用的系统，有些是与合同事务管理功能集成在一起的。
费用管理应提供的功能包括：投标报价、预算管理、费用预测、费用控制、费用绩效监

测和差异分析等。
（３）资源管理

工程管理软件中涉及的资源有狭义和广义资源之分。狭义资源一般是指在工程实施过程

中实际投入的资源，例如人力资源、施工机械、材料和设备等。广义资源除了包括狭义资源

外，还包括其他诸如工程量、影响因素等有助于提高工程管理效率的因素。
资源管理功能应包括：拥有完善的资源库，自动调配所有可行的资源，提供资源需求，

对资源需求和供给的差异进行分析，自动或协助用户通过不同途径解决资源冲突问题。
（４）风险管理

变化和不确定性的存在使工程总是处在风险的包围中，这些风险包括时间上的风险 （如

零时差或负时差）、费用上的风险 （如过低估价）、技术上的风险 （如设计错误）等。针对这

些风险的管理技术已经发展得比较完善，从简单的风险范围估计方法到复杂的风险模拟分析

都在工程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应用。
工程管理软件中的风险管理功能大都采用了这些成熟的风险管理技术。风险管理功能中

集成的常见风险管理技术包括：综合权重的三点估计法、因果分析法、多分布形式的概率分

析法和基于经验的专家系统等。
风险管理功能应包括：工程风险的文档化管理、进度计划模拟、减少乃至消除风险的计

划管理等。目前的风险管理软件包有些是独立使用的，有些是与其他功能集成使用的。
（５）沟通管理

沟通是任何工程组织的核心，也是工程管理的核心。事实上，工程管理就是从工程有关

各方之间及各方内部的沟通开始的。
大型工程项目的各个参与方经常分布在各地，这对沟通管理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信息技

术，特别是近些 年 的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Ｉｎｔｒａｎｅｔ和 Ｅｘｔｒａｎｅｔ技 术 的 发 展 为 这 些 要 求 的 实 现 提 供 了

可能。
目前，流行的大部分工程管理软件都具有沟通管理的功能，所提供的功能包括进度报告

发布、需求文档编制、工程文档管理、工程组成员间及其与外界的通讯与交流、公告板和消

息触发式的沟通管理机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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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多功能集成的工程管理软件套件

目前，流行的大部分工程管理软件是系列化的工程管理软件，通常称为工程管理软件套

件 （Ｐｒｏｊｅｃ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Ｓｕｉｔｅ）。套件是指将工程管理所需的信息集成在一起进行

管理的一组工具。一个套件通常可以拆分为一些功能模块或独立软件，这些模块或独立软件

大部分可以单独使用。但如果这些模块或独立软件组合在一起使用，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

效力。这些模块或独立软件一般都是由同一家软件公司开发，彼此间有统一的接口，可以相

互调用数据，并且功能上互为补充。

３）按照软件适用的工程对象划分

（１）面向大型、复杂工程的软件

这类软件的典型特点是专业性强，具有完善的功能，可以提供 丰 富、海 量 的 视 图 和 报

表，从而为大型工程的管理提供有力的支持；但购置费用较高，使用较为复杂，使用人员需

要经过专门培训。
（２）面向中小型工程和企业事务管理的软件

这类软件的典型特点是可以提供中小型工程管理所需要的最基本的功能，并内置或附加

了二次开发工具；具有很强的易学易用性，使用人员一般只要具备工程管理方面的知识，经

过引导训练就可以使用；而且购置费用较低。

２ 工程管理软件的应用领域

工程管理软件的应用领域非常广泛，从企业角度而言，可以用于业主、设计单位、监理单

位、建筑企业、工程咨询企业等。企业可以利用工程管理软件进行项目投资估算、编制设计概

算和预算、进行标书制作、计算工程量、进度计划编制、项目目标控制、竣工决算等工作。可

以说，工程管理软件已经渗透到工程建设的各个参与者，贯穿到工程建设的各个阶段。

１１１２　工程管理软件的应用形式

工程管理是一个动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大量的数据和信息需要处理：需要广泛收集

信息并利用这些信息进行预测和决策、规划和计划，需要在计划执行过程中及时反馈翔实的

执行信息并根据情况对计划进行不断的调整。这些工作的完成过程实际上就是工程管理软件

的应用过程。没有工程管理软件的应用，就谈不上高水平的工程管理，对于大型工程项目尤

其如此。
目前，工程管理软件的应用主要两种形式，即以业主为主导的统一应用工程管理软件的

形式和工程各参与方单独应用工程管理软件 （单机、网络）的形式。

１ 以业主为主导统一应用工程管理软件的形式

在大型或特大型工程实施过程中，业主无论是自行建立相应的部门进行工程项目管理，

还是聘请专业咨询单位或人员为其提供涉及工程项目管理全过程的咨询，都需要在事前针对

工程项目的特点和业主自身的具体情况详细地规划工程管理软件 （或管理信息系统）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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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包括应用范围、配套文档编制 （招标文件、合同、系统输入输出表格、使用与审查细则

等）、各类编码系统的建立、信息的标准化、工程管理网络系统的建立和相关培训工作。在

应用的准备过程中，需要建立工程实施过程中数据文档的申报、确认、审查、处理、存储、
分发和回复程序，并在合同中用相应的条款加以明确。应用以业主为主导的统一工程管理软

件，可以将工程项目各参与方凝聚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实现统一规划、统一步调、统一

标准、协同工作的良好效果。

２ 工程项目参与方各自单独应用工程管理软件 （单机、网络）的形式

工程项目参与方各自单独应用工程管理软件的形式目前普遍存在。由于工程项目各参与

方对工程管理软件应用的认识程度存在较大差距，只要业主对工程管理软件的应用没有统一

要求，工程项目各参与方基本上均会单独选用适用于自己的工程管理软件。例如，设计单位

采用ＣＡＤ软件和概预算软件，监理单位采用监理专用软件，施工承包单位采用进度管理、

费用管理和风险管理软件等。应用这些软件，能够提高使用者的管理效率，能掌握更多、更

准确、更及时的工程信息，能更早地预知风险，对出现的问题做出快速响应。但从整体看，

工程项目各参与方各自单独应用工程管理软件，其效果远不如以业主为主导统一应用工程管

理软件的形式。

１１２　工程管理软件在实践教学中的应用

如前所述，工程管理软件的种类有很多，功能也几乎覆盖了工程管理领域的各个方面。
由于工程管理软件的功能、适用性和复杂程度等各不相同，并不是所有工程管理软件都适合

引入到实践教学中。如有的软件比较复杂或应用范围较窄等，就不适合引入到实践教学中。
在实践教学中，应 选 择 有 代 表 性 且 应 用 广 泛 的 工 程 管 理 软 件，例 如 国 际 上 流 行 的 Ｐ３

（Ｐ３ｅ）、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Ｐｒｏｊｅｃｔ，国内的梦龙、清华斯维尔、ＰＫＰＭ 系列软件等。
工程管理软件在实践教学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专门的软件教学和辅助课程

实践教学。

１１２１　专门的工程管理软件教学

针对工程管理专业人才的社会需求，可以在教学计划中设置专门的课程———工程管理应

用软件，开展工程项目管理、工程造价管理、房地产管理等软件的教学。

１ 教学内容

选择工程项目管理、工程造价管理、房地产管理等方面适用的软件进行全方位的讲解，

包括软件的安装、主要功能模块、功能模块参数、使用方法等。

２ 教学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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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管理软件教学应采用上机操作为主、课堂讲解为辅的形式；可以在一段时间内集中

学习 （如安排在短学期），也可以分散时间教学。
根据工程管理软件操作性强的特点，其教学应尽量采取模拟工程案例的形式。为降低软

件操作的复杂性，所选用的案例最好是一个简化案例，从而将正常操作后的结果限定在一定

范围内。当然，分析计算所选用的案例，还要能够应用到所教工程管理软件的大部 分 核 心

功能。
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应能利用所学工程管理软件对教师所提供的工程案例进行分析计

算，形成最终结果，并写出操作报告。学生利用工程管理软件进行分析计算的结果及所撰写

的操作报告，将作为工程管理软件课程的主要考核依据。

１１２２　辅助课程实践教学

随着工程管理软件的广泛应用，工程管理软件日益成为工程管理专业课程实践教学的重

要工具。各门专业课程中的许多实践教学内容均可应用工程管理软件来完成。与专门的工程

管理软件课程教学不同的是，工程管理软件辅助课程实践教学主要体现的是软件的工具性，
而不是其功能性。在课程实践教学过程中，虽然也需要教师进行软件应用辅导，但这种辅导

是围绕专业课 程 实 践 教 学 的 特 定 目 的 而 进 行 的，其 深 度 和 广 度 不 及 专 门 的 工 程 管 理 软 件

教学。
工程管理主要专业课程实践教学中可应用的工程管理软件参见表１１－１。

表１１－１　主要专业课实践教学中可应用的工程管理软件

专业课程 主要实践内容 工程管理软件

建设项目管理

项目可行性研究

项目设计管理

项目施工过程管理

项目预测、方案比较软件，设计 ＣＡＤ及工程概预算软件，工程项目

管理软件等

建筑企业管理

建筑企业经营决策

建筑企业投标管理

施工项目管理

建筑企业 ＥＲＰ

企业管理信息系统，标底计算与投标文件编制系统，企业 ＥＲＰ管理

软件，企业文档管理系统，工程项目管理软件等

建设工程监理

工程监理目标控制

工程监理风险管理

工程监理规划

工程监理报表编制

监理项目 管 理 集 成 控 制 系 统，工 程 项 目 管 理 软 件，监 理 文 件 编 报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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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工程管理

国际工程计划管理

国际工程项目投资管理

国际工程项目质量管理

国际工程项目合同管理

工程项目管理软件，合同管理软件

续表

专业课程 主要实践内容 工程管理软件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房地产开发

客户管理、客户服务

售后管理

房地产客户关系管理 系 统，房 地 产 资 源 管 理 软 件，房 地 产 项 目 管 理

软件

项目融资

项目决策

项目融资模式

项目融资效益评价

工程项目管理软件，项目融资管理软件，经济计算方法软件

建设工程招投标

与合同管理

招标工程标底确定

投标文件编制

合同履行、变更与终止

工程概预算系统软件，工程量计算软件，合同管理软件

施工组织学

进度计划编制

流水作业组织

施工方案评价与优化

工程项目管理软件

建设工程质量控制
工程质量统计分析

工程质量成本分析
工程项目管理软件，质量管理信息系统

建设工程风险管理

工程风险量确定

风险概率分析

风险应对对策

工程项目管理软件，辅助决策系统软件

建设工程造价管理

工程量计算

工程概算与预算

工程量清单计价

工程量计算软件，工程概预算软件

房地产估价
房地产收益法估价

房地产成本法估价
房地产资源管理软件，工程项目管理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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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２章　常用工程管理软件

自１９８２年第一个基于ＰＣ的工程管理软件出现至今，工程管理软件已经历了２０多年的

发展历程。据统计，目前国内外正在使用的工程管理软件已有２０００多种。这里将按照工程

项目管理、工程造价管理、房地产管理三大类别介绍几种国内外较为流行的工程管理软件。

１２１　工程项目管理软件

１２１１　综合进度管理软件

１ＰｒｉｍａｖｅｒａＰｒｏｊｅｃｔＰｌａｎｎｅｒ
在 国 内 外 为 数 众 多 的 大 型 工 程 项 目 管 理 软 件 当 中，美 国 Ｐｒｉｍａｖｅｒａ 公 司 开 发 的

ＰｒｉｍａｖｅｒａＰｒｏｊｅｃｔＰｌａｎｎｅｒ（Ｐ３）普及程度和占有率是最高的。国内的大型和特大型工程项

目几乎都采用了Ｐ３。目前，国内广泛使用的工程进度管理软件Ｐ３主要是指项目级的Ｐ３。

Ｐｒｉｍａｖｅｒａ公司在项目级 Ｐ３后又推出了项目管理套件 Ｐｒｉｍａｖｅｒａ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该套件的

核心ＰｒｉｍａｖｅｒａＰｒｏｊｅｃｔＰｌａｎｎｅｒｆｏｒ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又称Ｐ３ｅ）与原Ｐ３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

套件Ｐｒｉｍａｖｅｒａ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除核心部分外，还包括 Ｐｒｉｍａｖｉｓｉｏｎ （辅助决策信息定制与采集，
可以根据管 理 人 员、项 目 经 理 和 专 业 人 员 自 定 义 的 视 角 为 其 提 供 项 目 的 综 合 信 息）、

Ｐｒｉｍａｖｅｒａ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Ｒｅｐｏｒｔｅｒ （基 于 网 络 进 行 进 度／工 时 数 据 采 集 的 工 具 软 件）、Ｐｒｉｍａｖｅｒａ
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Ａｎａｌｙｓｔ（多项目调度／分析工具软件）和ＰｒｉｍａｖｅｒａＭｏｂｉｌｅＭａｎａｇｅｒ （为手持式移

动设备提供相关服务的终端工具软件，可以将手持设备与项目数据直接连接，实现双向数据

传输）。该套件所涵盖的管理内容较之以前推出的项目管理软件更广、功能更强大，充分体

现了当今项目管理软件的发展趋势。

１）Ｐ３———ＰｒｉｍａｖｅｒａＰｒｏｊｅｃｔＰｌａｎｎｅｒ
Ｐ３是用于项目进度计划、动态控制、资源管理和费用控制的综合进度管理软件，也是

目前国内大型项目中应用最多的进度管理软件。
（１）Ｐ３的特点

拥有完善的编码体系，包括 ＷＢＳ编码、作业代码编码、作业分类码编码、资源编码和

费用科目编码等。这些编码及这些编码所带来的分析、管理手段给项目管理人员的工作以充

分的回旋余地。项目管理人员可以从多个角度对工程项目进行有效管理。



（２）Ｐ３的功能

同时管理多个工程项目，通过各种视图、表格和其他分析、展示工具，帮助项目管理人

员有效控制大型、复杂项目；可以通过 ＯＤＢＣ与其他系统结合进行相关数据的采集、数据

存储和风险分析；提供了上百种标准的报告，同时还内置报告生成器，可以生成各种自定义

的图形和表格报告。
（３）Ｐ３的不足

在大型工程项目层次划分上的不足和相对薄弱的工程 （特别是对于大型工程项目）汇总

功能将其应用限制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内；某些代码长度上的限制妨碍了该软件与项目其他

系统的直接对接，后台的Ｂｔｒｉｅｖｅ数据库的性能也明显影响到软件的响应速度和与项目信息

管理系统集成的便利性，给用户的使用带来一些不便。这些问题在其后的Ｐ３ｅ中得到了一定

程度的解决。

２）Ｐ３ｅ———ＰｒｉｍａｖｅｒａＰｒｏｊｅｃｔＰｌａｎｎｅｒｆｏｒ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１）Ｐ３ｅ的特点

首次在项目管理软件中增加了企业项目结构 （以下简称 ＥＰＳ，见图１２－１）。利用 ＥＰＳ
使得企业或项目组织可以按多重属性对项目进行层次化的组织，使得企业可基于 ＥＰＳ层次

化结构的任一层次和任一点进行项目执行情况的财务分析。

图１２－１　Ｐ３ｅ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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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Ｐ３ｅ的功能

① 提供了完善的编码 结 构 体 系。除 了 提 供 前 文 所 述 的 企 业 项 目 结 构、工 作 分 解 结 构、
组织分解结构、资源分解结构、费用分解结构、作业分类码和报表结构等外，所有的结构体

系均提供了直观的树型视图。

② 提供了丰富的图 表。Ｐ３ｅ提 供 了１００多 种 标 准 的 报 表 格 式 和 便 利 的 报 表 管 理 方 式，
同时还提供了报表生成向导功能，以帮助项目管理人员随时订制自己所需要的报表。

③ 支持基于 ＥＰＳ、ＷＢＳ的 “自 上 而 下”预 算 分 摊。Ｐ３ｅ支 持 按 项 目 权 重、里 程 碑 权

重、作业步骤及其权重进行绩效衡量。这些设置连同多样化的赢得值技术，使得 “进 度 绩

效”的计算方法拟人化而又符合客观实际。

④ 提供了结合进度的资源分析和管理工具。可以通过资源分解结构对企业的全部资源

进行管理，资源还可以按角色、技能、种类划分。使用资源的角色、技能、种类可为资源协

调与替代提供方便，从而使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在Ｐ３ｅ中，除跟踪劳动力和非劳力资源费

用外，还可跟踪作业的其他费用，并将实际费用、数量与预算进行对比，可通过图形、表格

及报表加以反映。

⑤ 内置了风险管理功能。对项目不确定因素的管理分析，是企业风险控制的基础。Ｐ３ｅ
的风险管理功能，提供了风险识别、分类、指定影响分析的优先级等功能。用户也可以自行

创建风险管 理 计 划，估 计 并 指 定 发 生 概 率，并 指 定 组 织 中 特 定 的 人 对 特 定 风 险 管 理 工 作

负责。

⑥ 内置了临界值管理与问题追踪功能。通过预先设置的费用、进度和赢得值的临界值

及其处理措施，对实施中出现的超临界状态自动通知相关责任人，并可利用问题跟踪功能对

“问题”进行跟踪。

⑦ 支持大型关系数据库Ｏｒａｃｌｅ、ＭＳＳＱＬＳｅｒｖｅｒ。为企业和工程项目管理信息系统的构

建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与原Ｐ３相比，Ｐ３ｅ拥有更为直观易用的操作界面和更为全面的在线帮助。

２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Ｐｒｏｊｅｃｔ
由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公司推出的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Ｐｒｏｊｅｃｔ是到目前为止在全世界范围内应用最为广泛

的、以进度计划为核心的项目管理软件。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Ｐｒｏｊｅｃｔ可以帮助项目管理人员编制进度

计划、管理资源分配、生成费用预算，也可以绘制商务图表，形成图文并茂的报告。
借助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Ｐｒｏｊｅｃｔ和其他辅助工具，可以满足一般项目管理的需求。但如果项目比

较复杂或对项目管理的要求很高，该软件可能很难让人满意，这主要是由于该软件在处理复

杂项目管理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例如，资源层次划分上的不足，费用管理方面的功能太弱

等。但就其市场定位和低廉的价格而言，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Ｐｒｏｊｅｃｔ是一个较好的项目管理软件。
（１）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Ｐｒｏｊｅｃｔ软件的主要特点

① 突出的易学易用性，完备的帮助文档。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Ｐｒｏｊｅｃｔ是迄今为止易用性最好的项

目管理软件之一，其操作界面和操作风格与大多数人平时使用的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Ｏｆｆｉｃｅ软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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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ｏｒｄ、Ｅｘｃｅｌ完全一致。对中国用户而言，该软件有很大吸引力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所有引

进的国外项目管理软件当中，只有该软件实现了 “从内到外”的 “完全”汉化，包括帮助文

档的整体汉化。

② 强大 的 扩 展 能 力，与 其 他 相 关 产 品 的 融 合 能 力。作 为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Ｏｆｆｉｃｅ的 一 员，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Ｐｒｏｊｅｃｔ也内置了 ＶｉｓｕａｌＢａｓｉｃｆｏ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ＶＢＡ）。ＶＢＡ 是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开发的

交互式应用程序宏语言，用户可以利用 ＶＢＡ 作为工具进行二次开发，一方面可以帮助用户

实现日常工作的自动化，另一方面还可以开发该软件所没有提供的功能。此外，用户可以依

靠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Ｐｒｏｊｅｃｔ与 Ｏｆｆｉｃｅ家族其他软件的紧密联系，将项目数据输出到 Ｗｏｒｄ中生成项

目报告，输出到Ｅｘｃｅｌ中生成电子表格文件或图形，输出到 ＰｏｗｅｒＰｏｉｎｔ中生成项目演示文

件，还可以将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Ｐｒｏｊｅｃｔ的项目文件直接存为 Ａｃｃｅｓｓ数据库文件，实现与项目管理

信息系统的直接对接。
（２）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Ｐｒｏｊｅｃｔ软件的主要功能

① 进度管理。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Ｐｒｏｊｅｃｔ为项目的进度管理提供了完备的工具，用户可以根据自

己的习惯和项目的具体要求采用 “自上而下”或 “自下而上”的方式安排整个工程项目。

② 资源管理。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Ｐｒｏｊｅｃｔ为项目资源管理提供了适度、灵活的工具，用户可以方

便地定义和输入资源，可以采用软件提供的各种手段观察资源的基本情况和使用状况，同时

还提供了解决资源冲突的手段。

③ 费用管理。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Ｐｒｏｊｅｃｔ为项目管理工作提供了简单的费用管理工具，可以帮助

用户实现简单的费用管理。

３ 梦龙智能项目管理集成系统

梦龙智能项目管理集成系统是国内软件公司开发的项目管理软件。该系统由智能项目管

理动态控制、建设工程项目投资控制、机具设备管理、合同管理与动态控 制、材 料 管 理 系

统、图纸管理系统和安全管理系统组成，可对工程项目进行全方位的管理。
梦龙智能项目管理集成系统的特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① 灵活方便的作图功能。可以在计算机屏幕上直接制作网络图，还可以采用文本输入

方式制作网络图，包括双代号输入法、紧前关系输入法和紧后关系输入法。

② 瞬间即可生成流水网络。

③ 方便实用的网络图分级管理功能 （子网络功能）。可以根据工程的实际情况分为多级

网络，使不同的管理层对应不同级别的网络，实现分级网络管理。

④ 利用前锋线功能实现对工程项目的动态控制。

⑤ 资源费用优化控制。可以将资源按人工、材料、施工机械分开管理，可按不同属性

进行分布，还可根据定额分别计算出人工、材料、施工机械费用及总费用；资源可按不同种

类管理，可自定义名称，通过网络可做出各种资源的分布曲线及报表；对资源及数据可进行

优化计算；根据不同分布曲线可分别作出用工计划、机具安排计划、材料供应计划及费用计

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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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综合控制功能。提供了合同及图纸等工程信息的管理，并内置了针对这些信息的自

动预警体系。

⑦ 支持双代号网络。

４ ＷｅｌｃｏｍＯｐｅｎＰｌａｎ项目管理软件

与Ｐ３ｅ软件类似，Ｗｅｌｃｏｍ 公司的ＯｐｅｎＰｌａｎ （图１２－２）也是一个企业级的项目管理软

件。该软件具有以下特点。

图１２－２　ＯｐｅｎＰｌａｎ操作界面

① 进度管理。ＯｐｅｎＰｌａｎ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分解工程，拥有无限级别的子工程。每个

作业都可分解子网络、孙网络，无限分解。这一特点为大型、复杂工程项目的多级网络计划

的编制和控制提供了便利。此外，其作业数目不限，同时提供了最多２５６位宽度的作业编码

和作业分类码，为工程项目的多层次、多角度管理提供了可能，使得用户可以很方便地实现

这些编码与工程信息管理系统中其他子系统编码的直接对接。

② 资源管理与资源优化。资源分解结构 （ＲＢＳ）可结构化地定义数目无限的资源，包

括资源群、技能资源、驱控资源，以及通常资源、消费品、消耗品；拥有资源强度非线性曲

线、流动资源计划；在资源优化方面拥有独特的资源优化算法，４个级别的资源优化程序。
与Ｐ３一样，ＯｐｅｎＰｌａｎ可以通过对作业的分解、延伸和压缩进行资源优化。ＯｐｅｎＰｌａｎ可同

时优化无限数目的资源。

③ 项目管理模板。ＯｐｅｎＰｌａｎ中的项目专家功能提供了几十种基于美国项 目 管 理 学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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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ＭＩ）专业标准的管理模板，用户可以使用或自定义管理模板，建立 Ｃ／ＳＣＳＣ （费用／进度

控制系统标准）或ＩＳＯ （国际标准化组织）标准，帮助用户自动应用项目标准和规程进行工

作，例如每月工程状态报告、变更管理报告等。

④ 风险分析。ＯｐｅｎＰｌａｎ集成了风险分析和模拟工具，可以直接使用进度计划数据计算

最早时间、最迟时间和时差的标准差及作业危机程度指标，不需要再另行输入数据。

⑤ 开放的数据结构。ＯｐｅｎＰｌａｎ全面支持 ＯＬＥ２０，与 Ｅｘｃｅｌ等 Ｗｉｎｄｏｗｓ应用软件可

简单地复制和 粘 贴；工 程 数 据 文 件 可 保 存 为 通 用 的 数 据 库，如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Ａｃｃｅｓｓ、Ｏｒａｃｌｅ、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ＳＱＬＳｅｒｖｅｒ、Ｓｙｂａｓｅ，以及ＦｏｘＰｒｏ的 ＤＢＦ数据库。用户还可以修改库结构增加

自己的字段并定义计算公式。

１２１２　合同事务管理与费用管理软件

１ＰｒｉｍａｖｅｒａＥｘｐｅｄｉｔｉｏｎ合同管理软件

由Ｐｒｉｍａｖｅｒａ 公 司 开 发 的 合 同 管 理 软 件 Ｅｘｐｅｄｉｔｉｏｎ， 主 界 面 如 图 １２－３ 所 示。

Ｅｘｐｅｄｉｔｉｏｎ以合同为主线，通过对合同执行过程中发生的诸多事务进行分类、处理和登记，
并与相应的合同有机地关联，使用户可以对合同的签订、工程预付款、工程进度款和工程变

更进行控制。同时，该软件可以对各项工程费用进行分摊和反检索分析；可以有效处理合同

各方的事务，跟踪有多个审阅回合和多人审阅的文件审批过程，加快事务的处理进程；可以

快速检索合同事务文档。

图１２－３　Ｅｘｐｅｄｉｔｉｏｎ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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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ｘｐｅｄｉｔｉｏｎ可用于工程项目管理的全过程。该软件同时也具有很强的扩展能力，用户可

以利用软件本身的工具进行二次开发，进一步增强该软件的适用性，以达到适应工程项目建

设要求的目的。

Ｅｘｐｅｄｉｔｉｏｎ的基本功能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① 合同与采购订单管 理。用 户 可 以 创 建、跟 踪 和 控 制 其 合 同 和 采 购 清 单 的 所 有 细 节，
提供各类实时信息。Ｅｘｐｅｄｉｔｉｏｎ内置了一套符合国际惯例的工程变更管理模式，用户也可以

自定义变更管理的流程；Ｅｘｐｅｄｉｔｉｏｎ还可以根据既定的关联关系帮助用户自动处理项目实施

过程中的设计修改审定、修改图分发、工程变更、工程概算／预算、合同进度款／结算。

Ｅｘｐｅｄｉｔｉｏｎ对变更的处理采取变更事项跟踪的形式，将变更文件分成请示类、建议类、
变更类和通知类四大类，可以实现对变更事宜的快速检索。通过可自定义的变更管理，用户

可以快速解决变更问题；可以随时评估变更对工程费用和总体进度计划的影响，评估对单个

合同的影响和对多个合同的连锁影响，对变更费用提供从估价到确认的全过程管理；通过追

踪已解决和未解决的变更对项目未来费用变化趋势进行预测。
在费用控制方面，通过可动态升级的费用工作表，将实际情况自动传递 到 费 用 工 作 表

中，各种变更费用也可反映到对应的费用类别中，从而为用户提供分析和预测项目趋势时所

需要的实时信息，以便用户作出更好的费用管理决策；通过对所管理的工程费用的趋势分析

（例如分析材料短缺或工资上涨对工程费用的影响），用户能够采取适当的行动，以避免不必

要的损失。

② 交流管理。Ｅｘｐｅｄｉｔｉｏｎ通过内置的记录系统来记录各种类型的项目交流情况。通过

请示记录功能帮助用户管理整个工程跨度内各种送审件，无论其处于处理的哪个阶段、在何

人手中，都可以随时评估其对费用和进度的潜在影响；通过会议纪要功能记录每次会议的各

类信息；通过信函和收发文功能实现往来信函和文档的创建、跟踪和存档；通过电话记录功

能记录重要的电话交谈内容。

③ 记事。可以 对 送 审 件、材 料 到 货、问 题、日 报 进 行 登 录、归 类、事 件 关 联、检 索、
制表等。

④ 项目概况。可以反映项目各方的信息、项目执行状态及项目的简要说明。

２ＰｒｏｌｏｇＭａｎａｇｅｒ
ＰｒｏｌｏｇＭａｎａｇｅｒ是 Ｍｅｒｉｄｉａｎ公司开发的以合同事务管理为主线的工程管理软件。该软

件可以处理项目管理中除进度计划管理外的大部分事务，该软件的主要功能如下。

① 合同管理。可以管理工程项目所涉及的所有合同信息，包括相关单位的信息、每个

合同的预算费用、已发生的变更 （包括设计变更、进度计划变更、施工条件变更等）、将要

发生的变更、进度款的支付和预留等。

② 费用管理。可以准确获取最新的预算、实际费用信息，使用户及时了解工程项目的

费用情况。

③ 采购管理。可以管理工程项目中需要采购的各种材料、设备和相应的规范要求，可

·６６１· 工程管理实践教程



以直接与进度作业连接。

④ 文档管理。提供图纸分发、文件审批、文档传送的功能，可以通过预先设置的有效

期发出催办函。

⑤ 工程事务管理。可以完成项目管理过程中的事务性管理工作，包括对工程中的人工、
材料和设备、施工机械等进行记录和跟踪，处理施工过程中的日常记事、施工日报、安全通

知、质量检查、现场工作指示等。

⑥ 标准化管理。可以将项目管理所需的各种信息，分门别类管理起来；各个职能部门

按照所制定的标准对自己的工作情况进行输入和维护；管理层可以随时审阅项目各个方面的

综合信息，考核各个部门的工作情况，掌握工作的进展，准确及时地做出决策。

⑦ 兼容性。可以输入输出相关数据，与其他应用软件相互读写信息；既可将进度作业

输出到有关进度软件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Ｐｒｏｊｅｃｔ、Ｐ３、ＳｕｒｅＴｒａｋ、ＯｐｅｎＰｌａｎ），又可将进度管理软

件的作业输入到该软件中。

３Ｃｏｂｒａ成本控制软件

Ｃｏｂｒａ是由 Ｗｅｌｃｏｍ 公司开发的成本控制软件，该软件的主要功能如下。

① 费用分解结构。可以将工程及其费用自上而下地分解，可在任意层次上修改预算和

预测。可以设定不限数目的费用科目、会计日历、取费费率、费用级别、工作包，使用户建

立完整的项目费用管理结构。

② 费用计划。可以与进度管理相结合，形成动态的费用计划。预算元素或目标成本的

分配可在作业级或工作包级进行，也可直接从预算软件或进度管理软件中读取。支持多种预

算，可实现量价分离，可合并报告多种预算费用计划。每个预算可按用户指定的时间间隔分

布，如每周、每月、每年等。支持多国货币，允许使用１６种不同的间接费率，自定义非线

性曲线，并提供大量自定义字段，可定义计算公式。

③ 实际执行反馈。可用文本文件或 ＤＢＦ数据库递交实际数据，可连接用户自己的工程

统计软件和报价软件，自动计算间接费。可修改过去输入错误的数据，可总体重算。

④ 执行情况评价／赢得 值。软 件 内 置 了 标 准 评 测 方 法 和 分 摊 方 法，可 按 照 所 使 用 的 货

币、资源数量或时间计算完成的进度，可用工作包、费用科目、预算元素或分级结构、部门

等评价执行情况。拥有完整的标准报告和图形，内置电子表格。

⑤ 预测分析。提供无限数量的同步预测分析，可手工干预或自动生成；无限数量的假

设分析；可使用不同的预算、费率、劳动力费率和外汇费率，可自定义计算公式；还可用需

求金额反算工时。

⑥ 进度集成。提供了在工程实施过程中任意阶段的费用和进度集成的动态环境，该软

件的数据可以完全从软件提供的项目专家或其他项目中读取，不需要重复输入。工程状态数

据可利用进度管理软件自动更新，修改过的预算也可自动更新到项目专家的进度中去。

⑦ 开放的数据结构。数 据 库 结 构 完 全 开 放，可 以 方 便 地 与 用 户 自 己 的 管 理 系 统 连 接。
市场上通用的电子报表软件和报表生成器软件都可利用该软件的数据制作报表。该软件也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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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电子报表。

１２２　工程造价管理软件

１２２１　工程量计算软件

１ 三维算量软件

三维算量软件由清华斯维尔软件科技有限公司研制开发，是国内首创基于 ＡｕｔｏＣＡＤ平台

的第３代工程量计算软件，符合 ＧＢ５０５００—２００３规范。该软件旨在通过三维图形建模，直接

识别利用设计单位电子文档的方式，将电子文档转化为面向工程量及套价计算的图形构件对

象，以真正面向图形的方法，非常直观地解决了工程量的计算及套价；可以提高建设工程量的

计算速度与精度，将算量工作人员从繁重的计算中解放出来，彻底改变了算量的工作方法。
（１）软件功能

① 自动套定额。根据构件和定额关系，内置定额智能判定库，完成建模工作后，可在

瞬间自动完成套定额工作。

② 完美结合ＡｕｔｏＣＡＤ强大的图形编辑修改功能。提供灵活强大的订制功能，满足初级

用户到高级用户的应用需求；可以方便地在电脑或图纸上核对检查计算结果 （包含计算过程

信息）。工程量计算适合各地规则，经全国数万家用户上万个工程检验，数据准确。

③ 轴网处理。生成正交、斜交、圆弧等各种轴网。

④ 楼层设置、复制。设置楼层的层高、标准层，将一层上的所有或部分构件复制到指

定的另一楼层。

⑤ 导入施工图。将工程设计的电子文档直接导入系统，极大简化了构件的定位。

⑥ 结构生成。根据施工图，生成系统的各种构件，例如梁、板、柱、墙、基础、坡屋

面等。

⑦ 装饰工程量。房间的生成可以满足装饰工程量的计算。

⑧ 标准图集。内置门窗、预制板等标准图集库，方便标准构件录入。

⑨ 钢筋布置。录入各种钢筋，以平面表示法显示在构件边上。

⑩ 定义构件做法。根据用户在项目属性中录入的定额库名称，让用户选择定义定额编

号，以便与有关构件产生关联；工程量统计模块可据此进行汇总。

瑏瑡 做法属性、几何属性。可查询／修改构件的做法 （定额编号）和几何属性值。

瑏瑢 钢筋统计。可按用户要求，分别对梁、板、柱、墙等构件，区分楼层进行钢筋统计，
并根据用户定义的汇总条件进行钢筋汇总。

瑏瑣 工程量分析。能 够 对 建 筑 物 各 种 构 件 的 几 何 位 置 关 系 进 行 分 析，自 动 扣 减 相 关 工

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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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瑤 工程量统计。可区分楼层统计不同构件的工程量，生成工程量表清单。生成的工程

量数据通过 “清单计价软件”的导入功能，直接用来计价。

瑏瑥 报表输出。输出灵活，可按需求输出报表格式，也可导入 Ｅｘｃｅｌ。钢筋根数有钢筋简

图输出功能。
（２）软件的主要特点

① 三维可视。基于设计单位 ＣＡＤ平台，快速三维建模，多视觉缩放，方便用户查看和

检查各构件相互间的三维空间关系和计算结果，更加直观可视。

② 智能识别。拥有十分严谨的数学模型，计算精度高、速度快。智能识别工程设计图

的电子文档，高效识别出轴网、柱、梁、墙、板、洞口、柱筋、梁筋、墙筋、板筋等。利用

智能识别技术，极大地提高工效，从技术上根本解决了算量工作费时费力的难题。

③ 钢筋一体。实现建筑、结构、装饰与钢筋算量一体化，可完成坡屋面等任意斜构件

的工程量计算，大幅度提高钢筋抽量工作效率。

④ 数据开放。提 供 多 种 输 出 报 表，可 输 出 到 Ｅｘｃｅｌ等 通 用 格 式。与 “清 单 计 价 软 件”
无缝连接，工程量计算结果能自动在 “清单计价软件”中完成相关换算处理。

２ 广联达图形自动计算工程量软件 ＧＣＬ９９
（１）软件的主要功能

① 项目管理。项目的信息保存丰富、完整，项目代号和名称同时显示；同时，可以选

择各种计算规则，按需要的计算规则进行计算。

② 总信息描述。可以描述项目的总体概况 （层数、层高、室外标高等）。

③ 轴线管理。根据设 计 图 纸，输 入 轴 线 坐 标 系 （正 交 坐 标 系、斜 坐 标 系、圆 弧 坐 标

系）；可以任意添加辅助轴线。

④ 楼层管理。实现楼层切换、数据复制，以及多人多机同步工作方式。

⑤ 建筑图。根据建筑图纸，画出墙体及相应的门窗、墙垛、屋面、挑檐等。装修做法

灵活，各种内外墙的单独装修，不同房间的单独装修，以及全部房间和外墙的统一装修。

⑥ 阳台、雨篷统计 （包括异型）结构图。根据结构设计图纸，画出梁、板、柱及楼梯，
包括矩形、圆形、常用的标准异型，以及任意形状的多边形。

⑦ 基础图。根据基础设计图纸，画出要求的条形基础、独立基础、满堂基础，以及基

础梁、肋梁；可以画出多层、任意形状、不同放坡的大开挖土方。

⑧ 其他。允许根据定额要求，可以利用单独某一层的数据，套用相应的定额子目，或

者就单独的某项套用相应的定额子目。

⑨ 汇总计算。根据定额计算规则要求，对所作的图形进行汇总计算；按照定额的计算

规则自动实现相应的扣减算法，汇总出各种对象的工程量及子目。

⑩ 系统功能。全局做法维护，在 画 图 时 能 方 便 调 用；能 够 进 行 用 户 管 理 及 口 令 设 置，
保证数据安全；能够进行计算规则管理，可以选用不同地区的计算规则进行计算。

（２）软件的主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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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操作简单。为每种对象提供方便快捷的块操作功能。用户操作简单，界面友好，提

供在线帮助，与定额紧密结合，图形的显示、查看灵活方便。鼠标可以捕捉任意线的端点、
中点、垂点和交点，使画图定位工作更方便。

② 画图便捷。坚持计算规则的彻底本地化，画图时无须考虑计算规则。可进行图块复

制、旋转及镜像复制。提供直线、矩形、弧线等多种画法，丰富易用。

③ 计算精确、完整。坚持和优化真三维实体扣减法，结果更加准确。结构图画完后，房

间各装修量自动计算，无须重复定义。准确计算外墙装修工程量。软件将建筑物立面进行平面

展开，用户只需将外墙不同的装修做法进行定义，软件就会自动计算不同做法的工程量。

④ 自动换算。整层换算———如果建筑物标准层的实体结构相同，只是由于各层的混凝

土标号或砌体砂浆标号不同，用户只需画完一层，其余各层通过该功能就可算出各实体的工

程量。层高换算自动处理———如果建筑物的某一层高超过计算规则或定额规定的层高，往往

要求相应实体做系数调整或增套子目；遇到这种情况时，软件会自动对子目进行换算。预算

处理和图形算量紧密结合，画图同时查套子目并可按要求进行换算。

⑤ 提供大量标准图集。只需输入图集的标准代号，可自动得到子目和工程量。

⑥ 便于二次开发。计算结果生成开放性数据库，方便其他软件商二次开发。

⑦ 提供多人多机共同工作，一机汇总功能，符合工作实际。同时，提供了建筑单元组

合功能。

⑧ 提供分部定义的功能，方便施工现场管理，实现造价动态管理。可根据需要提取分

层、分部的工程量，可以查看任意构件的工程量。

⑨ 处理更多零星项目。增加采光井、集水坑和井桩等实体，提供更完整的子目工程量。

⑩ 提供多种报表，方便工程量和子目校对工作，工程量计算书更加接近手工操作。

３ “清单大师”鲁班图形算量软件

“清单大师”鲁班图 形 算 量 软 件 清 单 版 是 由 易 达 公 司 与 上 海 鲁 班 公 司 联 合 开 发 的 基 于

ＡｕｔｏＣＡＤ平台的图形算量软件，三维立体可视，清单工程量和定额工程量同时生成，计算

结果可以采用图形和表格两种方式输出，并且与 “清单大师”工程量计价软件建立无缝兼容

接口，可以直接导入使用。软件的主要功能特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 实物清单工程量计算。鲁班算量清单版与工程量清单计价方法相配套，是率先实现

同时计算清单工程量和定额工程量的工程量计算软件。软件内置工程量清单计算规则，可

靠、细致，用户也可以根据需要自行编制规则。对一个工程可以选择不同地区的规则，实现

一图多算。同时，设有与易达 “清单大师”的紧密接口，计算结果可以直接输入到清单大师

软件进行计价处理。

② 技术先进。鲁班算量清单版是国内率先基于 ＡｕｔｏＣＡＤ图形平台开发的工程量自动计

算软件，软件具有自动识别、转化设计图文件等功能，可实现工程量计算智能化。

③ 功能强大。对于熟悉 ＡｕｔｏＣＡＤ的用户而言，ＡｕｔｏＣＡＤ原有的强大图形功能、编辑

均可在其中使用；而对不熟悉 ＡｕｔｏＣＡＤ 的用户而言，轴网及各类构件均可采用傻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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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生成。

④ 数据准确。采用了与施工图相同的高精度计算模型，从根本上保证了工程量计算结

果的准确性。软件引入了可视化校验功能，使用户的每一步操作，都可以生成三维 立 体 模

型，方便检查绘图误差或构件的扣减关系，防止输入错误引起的计算误差。

⑤ 计算过程三维立体可视。由于软件采用了三维立体建模的方式，用户输入的图形均

可以立体显示，可以最真实地模拟现实情况。例如梁柱等构件，用户不仅可以看到其平面位

置，而且可以看到其立体位置。

⑥ 输出形式多样。软件的计算结果可以采用图形和表格两种方式输出，既可以分门别

类地输出与施工图相同的工程量标注图，用于工程量核对或用于指导生产和绘制竣工图，也

可以输出工程量汇总表、明细表、计算公式表、建筑面积表等，而且所有输出表格用户均可

预览、可调整。

１２２２　工程概预算软件

１ 工程概预算系统 ＭｒＢｕｄｇｅｔ
工程概预算系统 ＭｒＢｕｄｇｅｔ由北京梦龙科技有限公司研制开发，是一套功能强大的工程

预算编制软件。除能编制传统的工程预算外，该系统还支持目前最新的量价分离及工程量清

单计价两种方式。网络版提供了工程预算分包编制和提交汇总的功能，既能单机运行，又能

通过网络多人分工协作，快速地完成工作量较大的工程预算编制工作。
（１）系统主要功能

① 兼容定额与清单两种计价方式，而且可以采用量价分离方式。

② 采用 ＷＢＳ方式，便于对工程整体结构的把握，以及工程分包的控制。分项工程的导

入和导出功能方便地实现了工程的核算及分机操作。

③ 提供子目的智能换算功能。

④ 无缝兼容多套定额，实现自由跨专业引用。

⑤ 提供丰富的报表资源，方便组合后进行投标。

⑥ 提供报表导出到电子表格的功能，可以进行报表的二次设计，使之更符合要求。

⑦ 取费表实时计算，所见即所得。

⑧ 系统允许进行子目单价分析，并允许设置不同费率。
（２）系统主要特点

① 适应全国各地定额，允许跨定额库操作。

② 强大的系统扩充能力，并能与其他梦龙软件进行有机集成。

③ 提供语音辅助校对功能。

④ 通过网络，可以实现多人分工协作，相互配合。

２ 广联达工程概预算软件 ＧＢＧ９９
广联达工程概预算软件 ＧＢＧ９９由北京广联达慧中软件技术有限公司开发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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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软件的主要功能

① 项目管理。可以对建设项目、单项工程、单位工程实现信息分级管理；对类似工程

项目允许进行复制操作，以减少数据输入的工作量；每个单位工程可以选择不同定额库；项

目文件在任一级均可备份存档。

② 预算编制。主要进行子目、工程量输入及换算等的处理。

③ 材料调价。对经过系统工料分析后的材料进行调差，并指定输出及输出类别。

④ 费用文件。针对当前单位工程或工程划分选取相应费用文件，调整费率。

⑤ 汇总输出。设置汇总选项，系统自动汇总，输出各种报表。

⑥ 数据维护。对补充 定 额、费 用 文 件、定 额 及 补 充 工 料 机、市 场 价 信 息 等 数 据 进 行

维护。
（２）软件的主要特点

① 适合专业种类多。提供全国多个地区、多个行业、多套定额库，可以同时进行土建、
安装、市政、园林和装饰装修等各专业的预算。

② 可对项目进行多级管理。项目实行３级管理，可以进行单项工程综合预算和建设项

目的总概算。

③ 子目输入方式灵活方便。还可将子目打包，一次性输入多条子目。

④ 子目换算灵活多样。鼠标右键支持多种定额换算。特有的块操作可实现多条子目同

时换算。

⑤ 与图形算量软件无缝连接。可以直接读取图形算量软件的计算结果。

⑥ 可以实现动态管理。软件可自动取得市场价进行调价，而且一份预算可以使用多套

市场价调价，实现工程造价的动态管理，方便现场管理和结算工作。此外，一套预算可使用

多套取费程序，方便分包和结算工作。

⑦ 提供自由报表设计功能。用户可以设计自己需要的各种报表。

⑧ 进行子目反查。可根据人材机表中的材料反查其定额子目和所占的百分比含量。

⑨ 进行子目关联输入。用户只要输入一条子目，相关子目及工程量则会自动输入。

３ 工程预算管理系统

工程预算管理系统是沈阳东天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推出的一套预算软件。该系统结合了企

业工程预算过程中的实际情况，以友好的界面、快捷的操作、完善的功能、精 准 的 预 算 结

果，满足了不同企业的预算需求。
该系统在预算编制过程中，仿照手工编制的方法与步骤：可套用各行业定额；定额库、

价格库根据定额手册的目录结构索引，方便快速查找与定位；可重算定额基价，适应不同地

区的价目本。该系统的主要功能特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① 相关数据管理。允许建立个人定额库，修改、删除系统定额库；定额库中能选择价

格手册、价格项目、定额采用目录的分级方法；定额项目的含量能实现重定义、重新计算基

价；允许建立个人价格库，修改、删除系统价格库；价格库也采用目录的分级方法，库中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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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支持基价和市场 价 两 种 价 格 模 式；费 用／取 费 公 式 模 板 中 的 公 式 定 义 方 法 与 电 子 表 格

Ｅｘｃｅｌ中的公式定义相同。同时，系统还预先定义了一些宏变量辅助公式。

② 系统维护管理。系统可对预算工程进行备份和恢复，保证了数据的安全性；用户管

理对系统的用户进行密码和权限设置，如增加用户、修改用户信息、删除用户等；系统初始

化可使系统的各参数恢复到原始状态。

③ 预算管理。工程套定额，完成定额的输入、系数的设定、工程量的设定、含量的输

入与计算、造价统计等；提供定额手册的选择、定额项目的选择，价格手册的选择、价格项

目的选择；系数的设定，包括基价系数、人工系数、材料系数、机械系数、其他系数、主材

系数和设备系数；任意添加工程小计，自动完成计算工程造价的计算；用户自定义 定 额 项

目、定额含量、人材机子目信息的输入、子目合价计算、排序子目项目；工程中所用人材机

的提取、计算人材机合价、选择业主方供应的人材机、排序人材机；工程取费／费用公式可

自由定义，也可调用公式模板。

④ 报表管理。包括工程套定额、工程人材机、工程费用、工程取费５类报表。

１２３　房地产管理软件

１２３１　房地产客户关系管理系统

由深圳市中蓝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房地产客户关系管理系统是以售楼管理为核心，

引入 ＣＲＭ 管理模式，实现销售过程实时掌控管理，集成办公自动化、客户服务等功能的售

楼办公管理信息系统。
系统的主要功能模块如下。

① 个人办公。主要是辅助员工日常办公中的文件传递、工作沟通、日程安排、工作汇

报等，实现移动办公；可降低办公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具 体 的 功 能 包 括：发 邮 件、收 件

箱、日程安排、通讯录、待办工作智能提醒等。

② 待办提醒。主要是提醒办事人员当前应处理的事情，包括签约提醒、交款提醒、按

揭提醒、备案提醒。

③ 项目资料。主要是对基础资料的管理，包括开发商资料、楼盘资料、楼栋资料、房

间编码、房间资料、常用代码、利率设置等。

④ 客户管理。主要是对来访客户资料的管理、客户的跟踪管理、业主资料的管理及客

户数据的分析等。

⑤ 售前管理。主要包括定价与调价管理、付款方案管理、费用公式定义、销售员管理、

销售指标设置等。

⑥ 置业计划。主要是辅助销售现场销售员快速给来访客户提供购房后需要交纳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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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单，打印置业计划书。

⑦ 销售后台。主要是对销售中 的 数 据 进 行 管 理，例 如 认 购 资 料 管 理、诚 意 认 购 管 理、
合同管理 （包括合同的审核、合同备案、合同范本的套打）、付款进度控制及销售数据的分

析等。

⑧ 财务管理。主要完成各款项的收支管理，包括诚意金管理，临订金管理，楼款、税

费、配套费收支审核、统计及财务报表等。

⑨ 售后管理。主要是在客户购房后，为业主办理各项手续的服务性工作，包括按揭管

理、面积测绘、产权管理、交楼管理等。

⑩ 客户服务。主要是对客户的投诉管理、客户关怀管理及会员资料的管理。

此外，还包括企业社区、文件管理和系统管理等。

１２３２　房地产资源管理软件

房地产开发企业是一个资源整合商，包括金融资源、土地资源、设计资源、施工资源、

材料资源、人力资源、社会网络资源等。房地产资源管理软件 （房地产企业 ＥＲＰ）所提供

的信息平台和办公平台将有利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完成资源共享，提高工作效率。

软件平台功能：可以实现公司管理的标准化、流程化，包括工作流程的进度情况、审批

及流转情况和随机状态；可以随时在网上下载公司标准化文件，实现最大限度的资源共享，

提高效率。

１ 软件平台的核心功能

① 项目开展前的数据库建设和可行性研究。科学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离不开相关房地产

项目的庞大的数据库系统的支持。通过数据库内所有相关资源成本计算当时具体项目的成

本，确定项目经营方略和周期，并估算项目占用资金情况，落实项目的投入产出比，最终形

成可行性分析报告。

② 项目开展后，通过该软件能够达到各部门工作的协同、资源的有效共享、重要数据

的查询统计，最终实现企业领导对企业现金流、工作流的网上监控和指导。

２ 软件实现的功能

① 明确各部门的业务范围，然后根据业务范围确定各部门工作流程，再根据不同工作

人员设置不同的权限。

② 进行企业基本法律文件档案管理。

③ 完成项目选择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④ 房地产经营流程前期手续管理。包括开工前，即施工许可证办完之前所有手续的办

理状态及周期。

⑤ 项目成本情况。包括确立项目之前的项目预算及启动该项目后的预结算。

⑥ 工程开工后的进度安排和实施情况 （是否有重大差异、重大事故及重大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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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关键法律文件档案管理。包括：合同的签订及归档情况，是否具备盖章委托函，原

件位置，标准合同文本的起草，标准报表的建立等。

⑧ 工程进度及材料款的支付。是否按规定的严格的程序办理，计划资金使用情况及现

金流入流出受控情况。

⑨ 政府现行法律法规库的实时更新。辅助企业的经营决策。

⑩ 所有项目历年逐月的销售情况。通过历史数据，分析销售趋势走向；交房后的业主

反馈意见；项目暴露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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