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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A8_8B_E9_A1_B9_E7_c41_216796.htm 「摘要」 根据工程

项目一次性、不确定性和高风险性等特点，阐述了工程项目

目标管理的重要意义。文章在构建工程项目管理目标系统结

构模型的基础上，系统地分析了工程项目目标系统的特征，

提出了工程项目目标系统中各层次子目标优先顺序的确定原

则、用层次分析法分析和计算项目目标系统中各层次子目标

重要性程度权值的方法；采用主动控制与被动控制相结合的

项目目标控制方式，对工程项目的实施过程进行动态管理，

以确保工程项目总体目标的顺利实施，获取最佳的投资效益

。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全社会每年

的建设投资高达数万亿元，新建工程项目的数量越来越多、

其规模越来越庞大、结构功能日趋复杂，导致项目投资迅猛

增加、建设周期不断延长、工程风险不断加大，项目实施失

控的危害日趋严重。因此，努力提高工程项目管理水平，采

用规范化、科学化的方法对工程项目的建设过程进行管理，

才能获取项目的成功，取得良好的投资效益，为中国经济的

持续增长和繁荣作出重大贡献。 1 工程项目目标管理的重要

意义 工程项目是在特定的资源和环境等约束条件下、具有明

确目标的一次性任务。工程项目的目标，简言之即实施项目

所要达到的期望结果，它是由项目的成果性目标和约束性目

标构成的目标系统[1].其中，成果性目标是项目的来源，也是

项目的最终目标。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成果性目标被分解为

项目的功能性要求，是项目全过程的主导目标。约束性目标



通常又称为限制性条件，是实施项目成果性目标的客观条件

和约束条件的统称，是实施项目过程中必须遵循的条件，从

而成为项目实施过程中管理的主要目标。项目的目标是两者

的统一，没有明确的目标，行动就没有方向，也就不成其为

一项任务，亦不会有工程项目的存在[1].由于工程项目具有独

特性、不确定性和高风险性等特点，使得常规的运行管理难

以直接进入工程项目管理领域。工程项目的成功来自于对项

目有创建性的科学化管理。工程项目科学化管理的主要方法

是“目标管理方法”（ Management By Objective），其精髓是

“以目标指导行动”。即欲使工程项目获得成功，首先需要

制定科学合理的工程项目目标，然后以实现目标为宗旨，对

工程项目的实施过程进行有效的控制，工程项目管理即是追

求项目目标顺利实施的活动过程。 2 工程项目目标系统的构

建 按照工程项目目标管理方法，项目在实施前就必须建立明

确的目标系统，并进行精心论证、详细设计、寻求目标系统

的整体最优化。工程项目的目标系统实质上是工程项目所要

达到的最终状态的描述系统[2].它应该是清楚定义的、科学合

理的、最终可以实现的，它亦是项目取得成功的首要前提。

在构建项目目标系统时，应对工程项目进行充分的战略研究

、风险分析，制定正确的、科学的、符合客观实际的、具有

可行性的项目目标系统。 2.1工程项目目标系统的结构模型 工

程项目的目标包括成果性目标和约束性目标。在项目过程中

成果性目标都是由一系列技术指标来定义的，同时受到多种

条件的约束。任何一个工程项目的实施均要求其在限定的时

间内，在限定的资源（资金、劳动力、材料等）条件下，以

尽可能快的速度，达到预定的功能性要求，圆满完成项目任



务。因而，工程项目的目标系统必须包括项目实施和运行的

主要方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系统的描述，引入层次分析法，

可发挥重要作用。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3]，是国外20世纪70年代末提出的一种定性与定量相结合

的多目标决策分析方法。运用层次分析法对工程项目的目标

系统进行分析时，首先根据系统的性质和要求提出一个总目

标，然后将系统按层次分解为多级递阶结构模型；对同一层

次内的各子目标通过两两比较的方法确定出相对于上一层目

标的各自的权系数。这样层层分析下去，直到最后一层，即

可给出所有子目标相对于总目标而言的重要性程度权值，从

而可以确定各子目标的优先顺序，为选择整体目标最佳方案

提供依据。 按照层次分析法的思路，构建目标系统的结构模

型时，首先根据工程项目的投资目的，确定总体目标，然后

以项目的具体要求、环境和资源限制、合同条件等为依据，

对目标系统进行分解，构建项目目标系统结构模型，如图1所

示。图1中位于第1层次的是工程项目的总目标（A），又称为

战略性目标，它用来阐明实施该项目的目的、意义和项目的

使命；第2层次是项目的子目标（Bi），又叫策略性目标，它

们表明实施该项目应达到的具体结果或边界条件对目标系统

的约束；将子目标再分解成项目的可执行性目标，它们指明

了解决问题的具体目标和计划；可执行目标还可以分解为更

细的目标因素，它们决定了项目的详细构成

。500)this.style.width=500."> 2.2工程项目目标系统的特征 从工

程项目目标系统结构模型中可以看出，项目目标系统具有如

下特征： 2.2.1多元性[4] 工程项目不论其规模大小、无论何种

类型，其目标往往不是单一的，它至少是由项目的投资（成



本）、工期（进度）、质量（技术性能））3个最主要的基本

目标构成的一个目标系统，项目的总目标是多维空间中的一

个点，如图2所示。500)this.style.width=500."> 2.2.2相关性[5] 

工程项目的各个基本目标之间并非彼此独立，而是相互联系

、相互制约、即对立又统一的一个有机整体，如图3所示。例

如：工程项目工期的缩短往往要以成本的提高为代价，两者

是对立的；而项目工期的缩短又可以使工程项目提前投入使

用、缩短项目的投资回收期，提高投资效益，两者又是统一

的。又如：要提高工程项目的质量标准会使投资增加，两者

有矛盾的一面，但如能较好地控制工程质量，不但能减少返

工损失费，还可以降低工程项目的维修费和长期使用费，从

而使项目全寿命周期内的总投资减少，两者又有统一的一面

。项目的工期和质量之间亦存在对立统一的关系：如过于追

求缩短工期，工程质量会因赶工而降低，两者有冲突，同时

工程质量也不能因工期无限延长而提高，任何一个项目都有

一个满足工程质量标准的合理工期；因此，严格地把好工程

质量关，就可以减少返工、维修等所花费的时间，而使工期

相对缩短。500)this.style.width=500."> 2.2.3均衡性[2] 工程项目

的目标系统应是一个稳定的、均衡的目标体系。片面地、过

分地强调某一个目标（子目标）常常以牺牲或损害另一些目

标为代价，会造成项目的缺陷，故在进行项目目标设计时要

特别注意3个基本目标之间的平衡。工程项目管理必须保证三

者结构关系之间的均衡性、合理性。项目管理的过程即是从

系统的角度对项目基本目标之间的冲突进行调解的过程。

2.2.4层次性 工程项目的目标系统至少需要3个以上层次进行描

述[2]，如图4所示。位于最高层次的是项目的总目标，它指



明了实施该项的目的、意义，是项目全过程的主导目标；下

面依次是项目的策略性目标和可执行目标等，用以表达项目

的具体目标、实施计划或措施。上层目标一般表现为抽象的

、不可控的，而下层目标则表现为明确的、可测的、具体而

可控的。随着项目目标系统自上而下的不断分解、细化、层

层深入、层层落实、逐渐形成一个完整的、明确的、具体的

、可实施控制的目标体系。500)this.style.width=500."> 目标系

统分解为多少个层次，应根据项目的规模、特征以及项目管

理的需要而确定。 2.2.5优先性[3] 在项目目标系统中，位于不

同层次的目标其重要性程度必不相同，而同一层次的目标在

不同的建设阶段其重要性亦有所不同。 对于各个子目标的重

要程度，可赋予不同的权重，确定其优先级，并依据目标的

优先顺序指导和开展项目管理工作。 2.2.6动态性[2] 工程项目

的目标是一个完整的目标体系，但其并非是一成不变的，由

于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或不可预见事件的发生，会导致项目

目标因素的变化。故目标系统应随着工程项目的不断实施进

行相应的调整、优化完善，使其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

更符合客观实际，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