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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立足于 PM_P(美国项目管理)知识体系，侧重于建筑职业安全教育巾有关施工项 目安全成本监控管理的定量 

解析方法，总结了在云南建筑职业安全教育巾若干理念与思路的开拓方向。 

【关键词】 职业安全 ；上岗培iJ rl；教学理念 

【中图分类号】 J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h005．2909(2004)01一OO4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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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Wei，QIANYu—yu 

(Faculty of Architectural Engineering，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ee and Technology，Kunming 650224，China) 

Abstract： on PMP(USA the project management)body of knowledge，this essay focuses as regard to professional safety in— 

struetion in architecture on the quantitative analytical methods eoneeming the safety o0st monitoring management；n construction projects． 

It also draws sorlae conclusive ideas and approaches in Yunnan’s architectural professional safety train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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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项 目安全体 系作 为项 目管理 系统 中的一 

个重要子系统 ，其 内涵及管理过程 中所 涉及 的一系 

列理论方法 ，其实体现了 PMP(美国项 目管理 )过程 

方法 的全部思想。在这个意义上的施工项 目安全管 

理 自然成为项 目经理得以有效提高管理技能的重要 

人手 处 。 

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管理往往决定着建筑工程项 

目管理的成败与否。高明的项 目管理人从来都把项 

目运作 过程中的安全问题视为极其重要的控制因素 

之一 。 昆明理 工 大学 建筑 工程 学 院作 为 云南省 建设 

厅直接授权委托的培训单位 ，积极 、认真而富于成效 

地开展 了以施工安全为核心的上岗培训。近年来 ， 

在诸如项 目经理培训 、强制性条文“一标五规范”培 

训等项教学工作 中 ，坚持理论教学与工程实践相结 

合 ，坚持理论更新与素质教育相结合 ，选派了具备丰 

富实践经验和教 学经验 的教师授课 ，注意改进教学 

方法 ；在教学过程中编制了系列计算机多媒体课件 ， 

通过丰富多彩的多媒体教学手段形象而生动地开展 

了教学工作 ；同时 ，还及时引进了当代国际管理界最 

新运作理念和运作 方法 ，结合 云南省实际 ，适 当地、 

有选 择地 充实 于教 学培训 之 中。 

施 工项 目安全管理作为一种过程方法 ，在整个 

项 目管理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教学的 目的不但应使 

得受训学员全面 了解知识范畴 的涵盖面 ，更重要 的 

是在于给 出相应的管理手段与方法 以臻实际 的应 

用 。我 国加 人 WTO 之后 ，在 宝 贵 的 3—5年过 渡期 

内 ，一 个核 心 的症结所 在 ，就是 国 内业 界人 士知 识层 

面 的提 升 和从 业 理 念 的国 际 接轨 。基 于 以 上考 虑 ， 

在 国内职业安全培训教学中如何体现最新的国际通 

用 管理 方法 的有 机渗 透 ，已成 为 当前 国 内业 界 职 业 

教育工作 中亟待认真加以解决的焦点问题。本文将 

侧重于建筑施工项 目安全管理过程中的安全成本监 

控方法与美国项 目管理(PMP)知识 体系及应用方 

法 的有 效接 轨 ，提 出可 供参 考 的教 学 思路 。 

一

、施工项目安全的系统特征 

施工项 目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 ，理应具备 以下 

的系统定 义 ：施 工 项 目是 一 个 由复 杂要 素及 复 杂 子 

系统构成 的动态反馈型多米诺大系统。构成这个系 

统的各级子系统和各级要素具有“二义性”，即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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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的变化及演进 ，既是其它子系统和要素变化的 

原 因 (变 量 )，同时 也 是 其 它 子 系统 和要 素 变 化 的 结 

果(函数 )。它们之间的关系应当体现为多 目标逐级 

并合 的系统相关关系。 

以上 关 于项 目系 统 性 内涵 的描 述 是 21世 纪从 

事项 目管理的基本理念。缺乏系统理念的项 目管理 

必然 是 混乱 的 、无 效 的管 理 。针 对 目前 国内 、省 内的 

建筑 施 工项 目经 理 队伍 中存 在 的思想 意识水 平 低 和 

知识层 次参差 不 齐 的客 观 状 况 ，培 训 教 学 的一 个 重 

要人 手 处就 是在 于 ：本着 学 以致用 的原则 ，必 须 有效 

地讲述并 灌输系统思想 和系统管理 的实 用过程方 

法 。 

建筑 工程 施 工项 目管 理 中 的安 全 子系统 相对 独 

立而又与其它子系统 (如工期管理 、成本管理、质量 

管理 、风险管理 、合同管理等)绝对相关。故而 ，在此 

意义 上 开展 的施 工 项 目安全 管理 理应 表现 为系 统管 

理的理性运作 ，而其系统化管理水平的高下 ，直接与 

项 目进展 乃 至与 最 终 的项 目管理成 果 密切相 关 。 

建 筑施 工 项 目安 全 管 理 的成 效 具 有 阶 段 性 和 

时效性 。不 言而 喻 ，各 个 分 部 或 分 项施 工 过 程 乃 至 

最细微 的工序进程 皆与工期、质量 、工艺、材料等施 

工环节紧密相关 ，其各 阶段过程则根据合 同工期条 

款所规定 的实现时间形成并体现项 目全过程(生命 

周期 )的累计 成果 ，在 统 计追 踪 过程 中 ，应 当表 现 为 

项 目管理 中最 常见 的逻 辑曲线(又称生长 曲线或 s 

型曲线)形式 。预定 (计划 )的逻辑曲线与实 际发生 

(现场统计)所形成 的逻辑曲线的分段斜率之差异 ， 

往往是项 目管理用于判定 、衡量工作成效 的解析参 

照 (如 图 1所示 )。 

一 个 显 而易 见 的事 实是 ：表 现 为 逻辑 曲线 线 型 

的安 全 目标 累计 曲线 实 际上极 难予 以量化 。图 1仅 

传达了如下的信息 ，即：安全累计 目标的全面实现依 

赖于各 阶段 目标 的完美实施。若一旦出现实际 目标 

累计逻辑曲线切点处斜率偏低 ，则必然为项 目经理 

监控安全管理成效提出严峻的预警。 

二、施工项目安全成本量化 

这里所说的“成本”系指专用于投入项 目施工安 

全管理所必须支付的成本即“安全成本”，记 为 Q 。 

项 目经理对安全 目标 的达标监控 ，除了以各 阶段安 

全 验收 的文 档 应 用 之 外 ，尚能 在 安 全 成 本 QSC(与 

工期 相 关 )阶段 累 计 曲线 的 统 计 表 中获 得 必 要 的 管 

理信 息 提示 。 

计入施工项 目总成本计划中的施工项 目安全成 

loo％ 

0 

安全 目标 

安全 目标 

图 l 

本是 一项 核心成 本 ，在 一定 的 意义 上 ，此项 Qsc必 

须视 为项 目固定成本的关键 构成 ，亦 即：QSc是 一 

项必 然被 开 支而且是 自项 目进 入管 理之 始便 必须 加 

以考 虑计入 的成 本 。此 项 Qsc成 本 开 支 的 计划 性 

及其 额度 的合 理性 与整个 项 目的全 面达标 则 反 映 了 

项 目经理对合 同实施管理监控 的业绩 。因而 ，项 目 

经理 在对 施 工 项 目安 全 成 本 开 支计 划 的 审定 过 程 

中 ，完 全 可 以根 据实 际 的 QSC累 积 曲线 发 展趋 势 对 

实施 中 的项 目安 全 做出预 测 。 

这种考虑是基 于：设若项 目安全成本 未能如期 

按计 划开 支 (表 现为 Qsc滞后 )的话 ，则 必 然发 生 安 

全保 障体 系 的资 源 匮乏 。这 种 匮乏 一 旦 出 现 ，安 全 

达标则极有可能落空。故而 ，项 目经理完全可以视 

此 Qsc的匮乏 为预警信 号 。此 时 ，当及时 补足 Qsc 

的投 入 ，使 得安 全达标 具 备必需 的 资源背 景 。 同时 ， 

欲使投入的 Qsc产生实际效应 ，尚应配合以必须的 

Qsc小组在施工过程 中贯穿严密的安全监控 ，并涉 

及诸 如 ：工期 、质量、工艺方法 的调整 等一应 措施。 

实 际 的安全成 本 目标 的一般趋 势如 图 2。 

一 般而言 ：正常 的 Qsc实施线都在 Qsc计划 

线左 右作 接近式 的振 荡 摆 动 ，直 到 项 目所 有 的安 全 

子 目标 全 部达标 。这 种 摆 动 的偏 离 不 应 太 大 ：偏 低 

(右下 )则 极 有 可 能 导 致 安 全 隐 患 的爆 发 而 酿 成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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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故 ；过 于偏 高 (左 上 )则必然导致 QSC的不必要加 

大 ，从而提高项 目总成本 (或阶段成本 )。 

必须指 出的是 ：工程项 目管理中的一应累计 (工 

期累计、成本 累计 、完成量累计)等问题 的曲线线型 ， 

在正常的情况下 ，皆服从于逻辑曲线的线型表出，公 

式为 ： 

1 

(2—1) 

逻辑 曲线实际上是管理曲线最为普遍的形式 ： 

它涵盖了直线(Y=bD+blx)、三次(或二次 )抛物线 

( =bo+b1 +b2 +b3z )⋯⋯等所 有 的线 型。 

在笔者近十几年以来 的教学、科研工作中 ，一般用其 

它线型弥合不足(相关 系数保证值 r<0．7)时 ，用逻 

辑 曲线对之处理 ，往往都能得到十分满意的结果。 

应用 PMP知识体 系的实用理论 ，可对施 工安 

全 的成本量化 (QSc)作 以下 的应用扩展 ：通过 QsC 

开支所达标 的安全效益记 为 EV或 BCWP(安全 净 

值 )~llp安全达标产生 的效益 ；项 目已完成部分所发 

生的 QSC(实际投人 的安全成本)记为 脚 P；项 目 

计划开支的安全成本 (指在规定工期 内完成一定工 

作量为保证安全达标所必须开支的计划预算成本 ) 

记 为 BCWS。 

于是有 ： 

2．1 项 目(或分项)安全成本差异 CV： 

CV = BCW —ACW，P (2—2) 

“+”为顺差 ，表示安全达标时 ，QSC投入有方 ， 

成本有所降低 ，产 生了因投入安全成本 而必然体现 

的效益 ；“一”为逆差 ，表示虽有 QSC投入但相应配 

合措施不力 ，虽能使安全达标却导致了所投入 的管 

理成本的加大 ； 

2．2安全成本绩效指数 CPI： 

CPI=BCWP／ACwP(2—3) 

“<1”表示 为保证 安全投入的 QSC过大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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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配合管理(现场安全管理 以及前述的所有有 

关的一系列管理分项工作 )不力 ；“>I”表示 为保障 

安全而投入的 QSC有所节约 ，说明相应 的配合管理 

有较好成效；接近于 1，持平 ，说明 已按计 划达 到了 

QSC应达到的安全管理 目标 。 

应用 QSC逻辑 曲线进行工程项 目安全监控管 

理 ，使得对不易作定量描述的安全 目标管理纳入 了 

定量解析的轨道 ，从 而可将建 筑工程项 目施工安全 

管理提升到 PMP国际管理的应用理论层次及实践 

高度 。 

三、教学效果 

处于国际市场经济大环境中的我 国建筑企业施 

工项 目职业经理人 的培训 目标有二 ：一是全 面普及 

项 目经理的从业知识并提升其管理水平 ，取得上 岗 

从业 的必备资格 ，具备必要的项 目管理能力 ；二是为 

适应 即将来临的 WTO 国际市 场新格局 ，为市 场培 

育 大批具 有超前 意识 和 高 超 管 理 技 能 的项 目经 理 。 

目前 ，风行 于世 的国际项 目管理人(PMP、IPMP) 

从业资格考试所必须掌握的知识体 系，是人类社会 

经济发展至今已在市场机制中概括总结而成 的实用 

型理论框架体系。该知识体 系完整地实现 了 20世 

纪以来系统工程学科方法在管理业界普遍通用的思 

想。建筑工程施工项 目管理作为项 目管理范畴 中的 

一 个重要分支 ，理应切合基本专业特征 ，在国际项 目 

管理知识体系中充分汲取最 新的理论营养 ，通过培 

训教育实践 ，方能造就大批优秀的管理人才 ，振兴我 

国的建筑业经济。 

PMP项 目管理方法 的国际接轨，是我们在建筑 

业职业教育和上 岗培训中开展教学和实际应用的有 

益尝试 。类似的思路 尚已在物业管理、房地产营销、 

土地资源开发利用决策、旅游业规划 等管理项 目中 

加 以切 实 的应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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