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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9 8 年国家 自然科 学基金委员会批准资助的
“

21 世纪我国建筑业管理模式及相关政策研究
”

(课

题批准号
: 7 9 7 70 0 69 )项 目

,

针对长期困绕 中国建筑

业成长发展的低收益
、

低效率和国有企业大面积亏

损状况
,

深人地研究 了中国建筑业 的生产力组织形

式和企业管理
、

行业管理
、

市场管理中关键性的理论

问题与实际问题
,

提出了以建筑业企业再造
、

产业结

构重组和建筑市场开放与保护为核心的管理创新理

论
、

方案及建议
。

1 国有大中型建筑企业再造

企业再造工程的目的
,

是用更简单
、

更精干和更

具生产力的业务系统与流程来提升企业的竞争力与

盈利能力 t ’ :
。

从 中国建筑业的现实情况来看
,

这是

个呕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

中国建筑业是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最 深的产

业
。

计划经济体制按其经济活动方式的要求
,

将国

有大中型企业 (主要指中央部属企业
,

以下同 )都组

建成了以固定工为主体的劳务大军
,

采用流动作战

和小生产经营方式完成指令性计划任务
,

其传统的

生产力组织形式及业务系统与流程如图 1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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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传统生产力组织形式及业务系统

图 l 中
,

按专业设置的工程公 司是企业 内部生

产单位
,

配备有该专业工种齐全的固定工或合同工
,

但它不具备独立生产最终建筑产品的能力
,

只能在

总公司或由其组建的施工管理机构领导下各自完成

建设项 目中有关的单位工程或分部
、

分项工程
。

这

种生产力组织形式及其业务系统与流程同工业企业

极为相似
,

但却违背了建筑业的行业特点
,

是使其成

为低收益
、

低效率产业的根源
。

首先
,

由于现代工程规模巨 大
、

技术构成复杂
,

其建设过程需要一支涉及众多学科和专业
、

工种组

成的劳动大军来完成
。

但是
,

由于建筑施 工的流动

性
、

阶段性
、

季节性以及任务来源 的不稳定性
,

总承

包人的生产能力负荷具有不连续和不均衡性
,

因此

其生产力必须有弹性
,

任何企业都不应该拥有或常

年雇佣一批人数众多的固定工
,

否则就不可能减少

乃至消除无效的生产耗费
,

不可能获得理想的生产

效率和经济效益
。

其次
,

建筑产品的固定性决定了建筑业是个没

有固定生产场所 的产业
,

它不可能象工业企业那样

在固定的生产线 仁制造产品 ; 对于以钢筋混凝土及

砖石砌块为主体的建筑产品而言
,

也不可能通过零

部件的分工生产
、

储运
、

组装的方式来实现生产过程

社会化并因此而获得高效率
、

低耗费
。

针对上述问

题
,

本项 目研究提出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化生产方式
,

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 2L,
3 3

,

它是一种符

合建筑经济活动规律性 的
、

更具生产力的业务系统

与流程
,

如图 2 所示
。

在图 2 中
,

工程项 目建设将 由具有综合承包能

力的总承包 公司 (所属分公司或项 目部 )组织 当地

专业化
、

劳务型的协作公 司
,

在业主确定地点的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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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建筑业 的社会化生产方式及业务 系统

空间分工生产同一产品的方式来进行
。

对于中国建

筑业的国有大中型企业而言
,

实现这种社会化 生产

方式及业务系统与流程
,

是一项综合性 的企业再造

工程
,

其实施方案的要点和所能达到的 目的是
:

( l) 企业所属的工程公 司重组为具有综合承包

能力的分公司
,

靠近市场相对稳定地设 于工程任务

集中的地区或城市
,

代表总公 司于 当地从事生产经

营活动
,

除高级人事
、

财务
、

战略等重大决策外
,

例行

与总公司基本相同的职能
。

( 2 )总承包公司的施工管理职能与施工作业分

离
,

由企业直属或分公 司所属的项 目部将工程项 目

的作业任务分解
,

发包给专业化的当地协作公司
,

同

时通过现场的专业人员管理协作公司的作业活动
。

( 3) 总承包公司的总部机构
、

分公司机构
、

项 目

管理机构以及工程施工 中所需协作公司的种类
、

数

量等
,

可以按照市场的分布与需求以及工程项 目的

性质
、

规模
、

技术构成和施工过程的实际需要来灵活

地确定或调整
,

这样就既可以充分适应和满足建筑

市场的需求
,

又可 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乃至消 除生产

经营活动
、

特别是生产过程 中的无效生产消 费和流

动性引起的社会问题
。

研究成果认 为
,

中国建筑业只有按 以上方案实

施国有大中型企业再造
,

才能脱离低效率
、

低收益产

业行列并在 w T O 环境 中富有活力
,

否则将会失去竞

争力
,

沦为外国资深企业的劳务分包者
。

企业全部带有很强的专业化色彩
,

尽管从 20 世纪 80

年代 以来按部门组建了一些
“

集 团公司
”

或
“

集团总

公司
” ,

但实际上只是些相同专业化企业的松散联合

体
,

因此中国 目前仍没有综合性的
、

能在建筑市场全

方位经营的超级企业
,

这是其产业结构上的一个缺

陷 [ 4〕。

此外
,

中国建筑业规模 巨大
,

从业人 员相 当于

日
、

韩
、

美
、

英
、

法 5 国建筑业从业人员之和
,

但企业

数量较少
,

目前仅有 4 万家左右的公司
,

相 当于 日本

建设业企业总数的 1八 4
。

不仅如此
,

中国建筑业的

大
、

中
、

小企业比例不当
,

各类企业 的差距较小
,

除大

型工矿和技术比较复杂 的建设项 目外
,

大 中小企业

进人一般建筑市场的层次和可能扮演的角色基本相

同
,

这样既人为地形成了僧多粥少的局面
,

使竞争状

况不适当地加剧
,

又极大地妨碍 了图 2 所示的那种

按弹性生产力和社会化生产方式进行生产力优化组

合的科学管理模式的建立
。

针对上述问题
,

中国建筑业产业结构的重组
,

要

按照张缩性原则来进行
。

即 : 通过重组使一部分大

企业进一步扩大
,

使大部分中小企业维持 现有规模

或进一步变小
,

最终形成超级企业 (应注重跨专业组

建综合性超级企业 )
、

大中型企业
、

中小型或小型建

筑企业三种类型
。

参照国外建筑业产业结构及生产

力组合 的实际经验
,

三类企业在企业总数 中所 占的

比例应分别为 1%。 、

1% 和 98
.

9% 是适 当的
。

这种产

业结构形成后要相对稳定
,

保持一定 的刚性
,

政府应

通过企业注册
、

资质认证来严格加以控制
。

2 建筑业的产业结构重组

建筑业 的产业结构
,

是指其所拥有 的大
、

中
、

小

企业 的比例及专业构成
。

产业结构强烈地影响着竞争规则
,

是实现弹性

生产力和建筑产 品生产过程社会化 的必要条件
,

是

建筑业生产力优化组合及确保正常竞争秩序的基本

条件
。

由于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
,

国有大中型建筑

3 中国建筑市场的开放与保护

基于施工管理与职能施工作业分离的建筑产品

社会化生产方式
,

要求赋予具有综合承包 能力 的总

承包人以较大的市场空间
,

同时必须将专业化
、

劳务

型的协作公司 (施工作业者 )限定于所在地 区
,

否则

就不可能达到既满足社会的建设需求
,

又减少乃至

消除流动性引起 的种种弊端这样两个基本 目的
。

赋予总承包人 以较大的市场空间
,

要求在建筑

产品流通领域的总承包层 次上建立统一
、

开放 的建

筑市场
,

而限制施工作业层的流动
,

则意味着必须对

生产过程的劳务分包市场按地区进行保护
。

这种对

建筑产品流通领域市场的统一
、

开放 和对劳务分包

市场按地区进行 的保护
,

是建筑经济活动 中由自然

规律和经济规律共 同决定的
、

科学 的管理模式与秩

序
,

是正常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前提
。

此外
,

由于建设需求具有多样性
,

作为市场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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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程项 目在性质
、

规模
、

专业构成与技术复杂程度

上有着很大的差别
,

客观 仁为各种不同规模
、

拥有不

同专业特色 与优势的总承包企业提供了不同的生存

空间
。

合理界定这种生存空间能防止投资者 (建设

业主 )的
_

L程发包风险并有利于其在同类企业 里面

好中选优
,

而这种市场空间的界定
,

本身也是既有开

放
、

又有保护
,

即
:

通过合理开放
、

适当保护
,

使建筑

市场空间既按客体类别分层
,

又按主体资质 分层
。

结合中国建筑业的实际和 卜文所作的分析
,

具体做

到 :

( l )对于政府投资 (含国家独资
、

控股企业投资 )

兴建的资金
、

技术与管理密集型的建设项 目 (包括采

用新材料
、

新结构
、

新技术的建设项 目 )的总承包 或

施工总承包市场
,

应该在全 国范围统一和开放
。

( 2) 一般工业与民用项 目总承包市场的开放
,

应

由政府统一制定一些优惠当地公 司的政策
,

以便起

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

这种保护并不是保护落后
,

而

是保护由于没有固定生产场所总体上必要的建筑业

生产力布局
,

保护当地 中小企业并能提升市场竞争

水平
。

( 3 )对于各类工程项 目的劳务分包市场
,

一律按

地区进行保护
。

除非工程所在地区建筑业技术力量

不足或劳动力短缺
,

跨地 区经营的总承包公司 (包括

外资企业 )不得将外地劳务或劳务分包企业带入工

程所在地区
。

4 结 论

综上所述
,

中国建筑业管理创新的核心问题及

目的是
:

实施国有大中型企业再造工程
,

改变其传统

的生产力组织形式和业务系统与 流程
,

实现有弹性

的建筑产品生产过程社会化
,

提升企业竞争力和盈

利能力 ; 通过建筑业产业结构重组
,

调整大中小企业

比例
,

促进建筑业生产力优化组合
,

建立正常的竟争

秩序 ;通过在按市场客体类别和主体资质分层条件

下对建筑市场的合理开放与适 当保护
,

法定各类企

业的生存空间
,

形成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
。

参 考 文 献

〔1〕 扣尔
·

W
·

斯特恩
,

小乔治
·

斯托 克
.

“

公 司战略透视
一

波
_

L顿顾问

公司管理新视野
” ,

仁海
:
上海远东出版社

,

19 99
,

9
.

仁2〕细川 史郎著
.

建设业 。 竹理组织
.

陆岛出版会
,

19 9 1
,

9
.

「3 〕金维兴
,

杨战社
.

中国建筑业及其企 业取组论
.

建筑经 济杂志
,

199 9
,

4
.

「4 J 李小冬
,

关柯等
.

我国建筑 产业集 中度 实证分析
.

建筑经 济杂

志
,

2 00 1
,

6
.

T H E C O R E P R O B L E M S I N A D M I N I S T R A T I N N O V A T IO N O F

C H IN E S E C O N S T R U C T IO N IN D U S T R Y

J i
n

W
e i x i n g Y a o K u a n

y i

( iX
’

a n

nU i , sr i yt of A二 h
: t ce t u r e

左 ceT ho l
o g )

,

iX
’

a n 7 l 0() 5 5 )

K e y wo
r d s e o n s t ur e t io n i n d u s t仔

, a d m i n
i
s tar n t i n n o v a ti

o n ,
t he o叮

,

p or g ar m m e

·

资料
·

信息
·

“

自然科学基金星
”

命名仪式在北京举行

经国际小天体命名委员会批准
,

中国科学院国

家天文台台长艾国祥院士和陈建生院士领导的观测

宇宙学研究组将其发现的国际永久编号第 84 25 号

小行星命名为
“

自然科学基金
”

星
。

命名仪式于 H

月 2 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

巧 年来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先后在天文领域资

助近 500 个科研项 目
,

总经费近 6 0 00 万元
。

19 97

年 2 月 14 日发现的 19 97 CJ 29 小行星 (国际永久编

号第 84 25 号 )就是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一个项

目
。

在
“

自然科学基金星
”

命 名仪式上
,

国家 自然科

学基金委员会主任陈佳洱院士代表国家 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感谢国家天文台台长艾国祥院士和陈建生

院士领导的观测宇宙学研究组将其发现的国际永久

编号第 84 25 号小行星命名为
“

自然科学基 金
”

星
。

艾国祥院士和陈建生院士在讲话中高度赞扬 了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巧 年来在基础研究领域和优 秀科技

人才培养方面所做的巨大贡献以及对天文探索事业

的大力支持
。

(数理 科学部 供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