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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BF_B0_E5_B7_A5_E7_c67_490410.htm 摘 要 本文从论述风

险管理与工程项目风险管理之间的逻辑关系出发，对工程项

目风险管理研究国内外现状进行了综 述，最后针对我国在这

一领域的不完善之处提出了若干参考性政策建议。 关键词 风

险管理 工程项目风险管理 企业内部风险管理体系 一、风险管

理与工程项目风险管理概述 风险管理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

工程工程项目管理方面得到了广泛的运用。虽然风险管理思

想的萌芽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原始人类的生存活动，但是作

为系统的科学方法，则产生于本世纪初的德国。第一次世界

大战之后，德国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造成经济衰竭，因

此提出了包括风险管理在内的企业经营管理问题。 1929-1933 

年美国卷入最严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使风险管理问题成为

许多经济学家研究的重点。1931 年，美国管理协会保险部首

先提出风险管理概念，1932 年成立纽约保险经纪人协会，由

纽约几家大公司组织定期的讨论风险管理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该协会的成立标志着风险管理学科的兴起。但是，风险管

理真正在美国工商企业中引起足够重视而得到推广则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当时，美国企业界发生了两件大事，其一是美

国通用汽车公司的自动变速器装置引发火灾，造成巨额经济

损失；其二是美国钢铁行业因团体人身保险福利问题及退休

金问题诱发长达半年的工人罢工，给国民经济带来难以估量

的损失。这两件大事促进了风险管理在企业界的推广，从此

风险管理得到了蓬勃发展。1963 年，美国出版的《保险手册



》刊载了《企业的风险管理》一文，引起欧洲各国的普遍重

视，以后对风险管理的研究逐步趋向系统化、专门化，风险

管理也成了企业管理科学中一门独立的学科 。 工程项目风险

管理是风险管理和工程项目管理相结合的一门学科。一方面

，工程项目风险是在工程项目管理中出现的风险，工程项目

中各种不同确定因素的变动对工程项目管理过程有重大影响

，工程项目风险管理要结合工程项目风险的特点并与工程项

目管理过程相适应；另一方面，工程项目风险是风险在工程

项目中的特殊表现形式，工程项目风险管理是风险管理在工

程项目管理领域的延伸，它要按照风险管理的一般原则进行

管理。工程项目风险管理研究是从分析工程项目风险起源入

手，探讨降低工程项目风险、为工程项目提供安全保障、促

使工程项目顺利进行的方法； 工程项目风险管理的目的是寻

找对工程项目风险进行有效管理的途径，以上这些都属于工

程项目风险管理理论研究的范围。工程项目风险管理对策的

制定和实施，以及根据实施效果的反馈信息对计划调整和再

实施等，都属于工程项目风险管理的实务研究。 因此，在工

程项目风险管理研究过程中，可以将理论研究与实务研究有

机的结合在一起，通过工程项目风险管理理论研究更好的指

导工程项目风险管理实务研究，从而实现工程项目风险管理

理论研究的根本目的；再通过工程项目风险管理实务研究，

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风险管理理论。 二、工程项目风险管理研

究现状 （一）国外的研究 从出版的著作和发表的论文看，英

国学者 J #8226. Turner 所著《The Handbook of Project-based

Management》有一章专门讨论了工程项目风险管理的问题, 最

具有代表性的期刊是由英国 Butterworth-Heinemann Ltd 主办



的《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jectManagement》，其中经常刊

登有关工程项目风险管理的文章。常刊登有关工程项目风险

方面文章的杂志还有:英国的《Project Ap-praisal》、美国

的(Journal of Risk and Uncertainty), (Risk Analysis), (The

Engineering Economist)等，与此有关的还有其他杂志(

Insurance: Mathematics and Economics),(Decision Sciences),

(Management Science),(Econometrics)等。论文的主要内容集中

在技术方法的开发和理论体系的完善上，也有一定数量的应

用报告和体会的文章。从开发的软件和应用方面来看，己经

开发的软件如美国 的 Palisade Corporation的“Analytical Power

Tools”系列软件、英国的“RiskNet”软件、挪威的

“Dyn-Risk”软件、芬兰的“Riskman”软件等。在西方工业

发达国家，工程项目风险管理的应用范围很广，己经从最初

的国防、航天和建设部门广泛应用到医药、化工、矿山、石

油等部门。值得注意的是，英美等国的许多部门在应用工程

项目风险管理技术的同时，还编著并且不断修订针对本部门

特点的工程项目风险管理手册，从而保证了采用工程项目风

险管理的科学 化、规范化和制度化，如美国防务系统管理学

院编著的《RiskManagement: Concepts and Guidance》就是美

国国防部关于在武器装备研制中如何减少和控制风险的规范

化著作，此书 1989 年版本的中译本已经于 1992 年由我国国防

科工委军用标准化中心译出版。 （二）我国研究的现状 我国

对于风险问题的研究是从风险决策开始的，起步很晚。“风

险”一词是在 1980 年首次由周士富提出的，这与我国改革开

放前长期实行的高度集中统一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是相适应

的。1991 年，顾昌耀和邱苑华在《航空学报》上首次将嫡扩



展到复数并且用于风险决策研究。十多年来，我国有关风险

分析、风险决策的论著已经有一些，但是讨论工程项目风险

的著作并不多，讨论工程项目风险管理的则更少。从出版的

著作和发表的论文方面看，我国的工程项目风险管理着重于

工程项目进度、费用的控制，这主要是从引进国外的网络计

划技术开始的。由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教授倡导，于 20 世纪

60 年代初我国开始对网络计划技术方面进行研究，并在一些

部门进行了试点应用，华罗庚教授将网络计划技术概括为统

筹法，后来也有人称之为统筹学。同时，我国杰出的科学家

钱学森也从系统工程的角度积极倡导科学管理，并把计划协

调技术应用于我国国防建设的重要工程项目中，取得了令人

满意的结果。从开发的软件和应用方面来看，各高校的管理

学院、计算技术所、北京梦龙科技开发公司、大连同洲电脑

有限公司(中日合资) 等单位都对工程项目管理的进度开发过

一些软件，但是主要是采用计划协调技术而没有针对工程项

目风险。工程项目风险分析在我国也曾经应用于实践，如三

峡工程工程项目、上海地铁建设工程项目、大亚湾核电站工

程项目等。 从上述国内外研究的综述可以看出：在工程项目

风险管理方面，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务应用，与西方发达

的国家相比，我国都有很大差距，我国的水平仍然处于引进

、吸收和消化阶段。为了尽快缩小国内外差距并力争有所突

破和创新，不仅要求我国的工程项目经理们提出一系列直接

针对现实工程项目风险问题的对策，也要求经济管理科学工

作者们提出一整套有利于理解现实问题、能够解决现实问题

、适合中国国情的工程项目风险管理理论，同时还要对各种

历史和现实问题进行细致的实证分析，用丰富详实的经验材



料对各种理论的科学性和各种方法的有效性做出检验，并不

断的拓宽应用范围，这些都是摆在我国工程项目风险管理理

论研究工作者和实际管理人员面前的一些艰巨的任务。 三、

我国工程项目风险管理存在的问题及政策建议 工程项目风险

管理是指工程项目管理人员对可能导致损失的工程项目不确

定性进行预测、识别、分析、评估和有效的处置，以最低的

成本完成最大安全保障的科学管理方法。工程项目风险管理

以观察、实验和分析损失资料为手段，以概率论和数理统计

为数学工具，以系统论为科研方法去研究工程项目的部门、

进度、成本、市场等各个方面可能存在的风险，从而寻求控

制风险的规律。通常风险管理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风险识

别、风险评估、风险量化处理和风险监督。 从上述概念可以

看出：风险管理强调对工程项目目标的主动控制，对工程进

行过程中遭遇的风险或干扰因素可以做到防患于未然，以避

免和减少损失。目前，工程项目管理界已经把风险管理和目

标管理列为工程项目管理的两大基础，认为只有把这两者有

机的结合起来，才能较好的实现建设工程项目管理的目标。

然而，工程项目风险管理在我国建设领域中仍然是薄弱环节

，加强工程项目风险管理，提高工程项目的抗风险能力，仍

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一）工程项目风险管理存在的问题 

第一，由上所述，在工程项目风险管理方面，无论是理论研

究还是应用，我国与西方发达的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我国的水平仍然处于引进、吸收和消化阶段。在当今全球化

的时代特点下，竞争的需要和信息技术的支撑，促使了工程

项目管理的全球化发展：国际间的工程项目合作日益增多以

及国际化的专业活动日益频繁。但是，我国工程项目管理的



国际化水平还有待提高。 第二，法律法规不够健全。我国虽

己出台了《担保法》和《保险法》，但由于缺乏针对建设工

程项目的具体规定，在实践中难以操作。保证担保和保险虽

能有效帮助企业转移风险、规避风险，但是保险业只承担纯

粹的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所导致的损失，转移的是意外和自

然灾害风险。《建筑法》第 48 条规定:“建筑施工企业必须为

从事危险作业的职工办理意外伤害保险，支付保险费。” 根

据此条规定，建筑职工意外伤害保险属强制性保险，投保人

是施工企业。该保险一般都是在合向签证时办理，真正出现

工伤事故 时，企业考虑的是企业的形象，只要未产生严重的

影响，基本上都是采用“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私了办法

。目前己开办的建筑工程保险和安装工程保险，由于保险的

费用来源不明确，加之保险的条款中规定是“由业主或主承

包商统一投保的方式”，所以，国内工程保险的投保率都很

低。 第三，风险识别和风险处理手段落后。风险管理技术是

20 世纪初 60 年代以来的现代工程项目管理中不可缺少的工具

，我国在70 年代末、80 年代初引进工程项目管理理论与方法

时，由于当时管理水平较低和人们风险意识较差，风险管理

理论与方法未能及时引进，直到 80 年代中期以来，风险管理

理论才逐渐被引入，在一些大型土木工程工程项目中运用。

在发达国家均有专门的风险研究报告或风险一览表，一些大

型企业或专业的保险经纪人公司、工程项目咨询公司还制定

自己的风险管理手册。而我国很多企业决策者对工程项目的

真风险和假风险缺少识别能力，对潜伏的风险缺少前瞻性推

测、判断，工程项目风险处理的手段单一、落后。由于风险

管理基础弱，科学的定量分析难度大，大部分仅是通过定性



的分析。 （二）加强建设工程项目风险管理的建议 第一，加

强与国际接轨，完善工程项目风险管理法律法规，健全风险

管理制度。在我国，许多制度还在探索阶段，现行的法律法

规不适应 WTO 有关建设工程项目风险管理。例如，自 1995 

年10月开始实施的《担保法》虽规定了留置、保证、抵押、

质押、定金等五种担保方式，但缺乏针对工程担保的特别法

规，阻碍了担保在工程建设中的实施，不利于建设工程项目

风险管理。从 1979 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开办工程保险以来，

我国的工程保险虽已发展成为财产保险领域中的一个主要的

险种，发挥了一定的风险保障作用，但在工程建设相关法律

中，缺少工程保险的实施细则。所以，我们要针对建设领域

内存在突出问题，尽快建立参照国际惯例并符合中国实际的

工程保险和工程担保制度。研究合理的工程担保、保险的收

费标准及费用收取办法等。 第二，培育担保市场，发展工程

项目风险管理中介机构。建立风险管理制度是顺应市场经济

规范有序发展和规避风险的现实需要，在推行管理制度的过

程中也需要利用市场经济手段对市场建设加强培育和引导。

工程担保制度的建立，除继续发挥银行的作用外，还应当积

极培育其他具备条件的机构担当担保人，以形成有一定竞争

的担保市场。 第三，建立企业内部风险管理体系，提高风险

管理技术。提高企业抗风险能力，首先必须建立企业风险管

理制度，明确职责，逐步形成企业风险管理体系。由于风险

具有隐蔽性和不确定性，企业必须首先要提高对风险的识别

能力，加强风险信息收集工作，掌握不同工程项目的风险规

律。目前，绝大多数承包商对房地产工程项目的风险比较重

视，但对政府投资工程项目的风险重视不够， 有些所谓的“



形象工程”特事特办，不按市场规则运行.有的根本不进行可

行性研究或不可行的工程项目也开始运行，在这种情况下企

业只要一介入就会遇到极大的风险。所以，承包商要对参与

的工程项目列出潜伏的风险清单并且对其进行分类，衡量对

比，从而确定风险的相对重要性，以便应用各种风险分析技

术。最后再用定性、定量或两者相结合的方式对风险进行分

析、预测和评估，并采取相应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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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