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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1998年国家专业目录中正式出现工程管理专业后，长江三角洲地区很多院校纷纷开设了这一新 

兴专业。如何蛄舍长三角经济社会发展优势办好这一专业是一个正在进行的重大议题。本文首先简要分析了长三 

角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及其基本建设发展现状，接着回顾了长三角地区高校工程管理专业的发展历程。并系统分析了 

目前专业开设的情况，对比了部分高校工程管理专业培养方案。曩后蛤出全文分析的讨论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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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长三角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殛其基本建设发 

展现状 

“长三角”区域位于大陆海岸线中部、长江人海 

口。包括上海、江苏的南京、镇江、扬州、泰州、苏州、 

无锡、常州、南通和浙江省的杭州、嘉兴、湖州、宁波、 

绍兴、舟山l5个城市。长江三角洲自2O世纪7O年 

代以来得到快速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实力最强的地 

区，全区总土地面积 lO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的 

l％。人口占全国的6．25％。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 

2l％，年进出口总额占全国的3O％。围绕着上海这 
一 产业重心，长江三角洲正崛起一个庞大的经济巨 

人群，包括：年国内生产总值 5000亿元的“超级巨 

人”上海，苏州、杭州、无锡、宁波、南京5个年国内 

生产总值 1000亿元以上的“巨人”，以及绍兴、南 

通、嘉兴、常州、镇江5个年国内生产总值500亿元 

以上的“小巨人”。据统计，这 l1个经济巨人型城 

市2003年国内生产总值累计达 1541I亿元，已占当 

年全国的16％。在这块不到lO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上，集中了近半数的全国经济百强县，聚集着近一百 

个年工业产值超过 100亿元的产业园区，还包括大 

众汽车、上海贝尔、东方通信在内的数千家巨型企 

业。正是长江三角洲地区高速发展的经济社会环境 

给工程管理专业的设立和发展提供了经济条件。 

随着长三角地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势头日益高 

涨，基本建设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本文主要就住 

宅房地产业、建筑业和交通道路三方面展开叙述。 

首先，在住宅房地产投资方面，随着长三角地区 

经济的高速发展，l5座城市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 

起，并由此构筑了世界第六大都市圈。以上海为龙头 

的长三角房地产市场蓬勃发展。西至南京。北至扬 

州，南至宁波的广大区域内，掀起了各个城市的开发 

热潮。其中，不少项目投资额高达数十亿美金，如海 

门吉斯达项目，投资高达2O亿美金。而如此规模的 

商业房产不止海门一家，杭州、南京、昆山、南通都有 

这样规模化的项目上马。据荒岛工作室研展部的有 

关数据，目前长三角地区房地产投资额约占全国份 

额的20％ ～22％，早在2002年，长三角地区房地产 

市场销售面积达 5022万平方米，占全国份额的 

25％。房地产业的蓬勃发展，必然要求大量的工程 

管理人才。 

其次，建筑业的发展也为工程管理的发展创造 

了良好的机会。长三角地区高速公路形成蛛网：除 

向浙南、苏北延伸的速度加快外，宁波一雁荡山的高 

速公路已建成；江苏 l3个地级市全部上了高速公路 

网，主要有连云港／徐州、南京／宿主￡／徐州、南京／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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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苏锡常、宁镇扬、徐淮连等高速公路；浙江2001 

年已打通沿海通道，现在正在修建金华／丽水／温州 

的“浙南走廊”。建筑业的蓬勃发展客观上需要大 

量的工程管理人才。 

另外，随着我国正式加入 WTO世界经济一体 

化范围，市场开放必然会突破封闭条件下需求和资 

源的制约，极大地提高我国的建筑资源配置效率，从 

而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加入WTO后。从建筑行 

业来说，长三角建筑规模大，必然会吸引很多外资来 

参与我国市场的投入。一方面。将增强对大量城市 

空置的高档商务写字楼和高档外销公寓以及商业类 

房地产的销售；另一方面，对内而言，将加速农村人 

口和乡镇企业向城市转移的进程。使普通住宅建设 

和住宅租赁市场活跃起来，带动城市基础设施投资 

和整个房地产业的繁荣。另外，外资金融机构进入 

我国市场将进一步拓宽长三角地区的房地产的融资 

渠道，有利于满足居民通过住房信贷对住房的潜在 

需求，从而有利于房地产业、建筑业的发展。 

以上的情况不过是长三角地区基本建设蒸蒸日 

上、蓬勃发展的一个缩影。可以预见，长三角地区未 

来建筑业乘着我国外事取得的可喜成绩的东风，按 

照国家政策导向，深化内部改革，加强管理，必将显 

现出勃勃生机。这势必促进长三角地区工程管理专 

业的发展。 

二、长三角地区高校工程管理专业发展和现状 

(一)长三角地区高校工程管理专业的现状 

到2004年为止，长三角地区共有高校232所， 

已有2O所高校开设工程管理专业。在已开设工程 

管理专业的高校中，财经类院校4所，理工类院校9 

所，农林类院校 1所，综合性大学6所(见表 1)。可 

见，长三角地区设立工程管理专业的多为理工类大 

学，其次为综合性大学，财经类院校不多，而农林类 

院校设立工程管理专业的只有一所。与后两类院校 

相比，综合性大学和理工类大学设置工程管理专业 

有较好的技术支撑，在该类专业教育资源使用的规 

模效益方面也具有优势，特别是该类院校在工程管 

理学科方面的师资力量比较雄厚，与社会和企业联 

系比较紧密，在培养工程管理专业人才方面有明显 

的优势。但是理工类院校的缺点也是客观存在的。 

由于其本身的理工课特色，会过于重视技术学科的 

设置而忽视其他学科，文理渗透不足，不利于培养经 

济管理人才综合素质；此外过于集中应用性技能，不 

利于培养高层次经济管理人才。 

衰1 长三角地区开设工程管理院校 

责料来源：整理由浙江省高等院校招生委员会办公室，浙江省2004年普通高校招生考生手册，浙江摄影出版社。20o4 

工程管理专业可以设置工程项目管理、房地产 

经营与管理、投资与造价管理、国际工程管理、物业 

管理5个方向。长三角地区已开设工程管理专业的 

高等院校涉及方向可见表2。数据表明，长三角地 

区已经设置工程管理专业的高校绝大多数都设置了 

工程项目方向，在已设置工程管理专业的2O高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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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l5所设立了该方向；设置房地产经营与管理方向 

和投资与造价管理方向的也比较多，有 13所；而设 

置物业管理方向的很少。只有浙江财经学院设置了 

该方向；而迄今尚未有高校设置国际工程管理方向， 

在我国加入 WTO的大环境下。将会出现大量的国 

际工程，因此加强该方向的建设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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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长三角地区各高校网站汇总 

(二)长三角地区高校工程管理专业的发展过程 

长三角地区高校工程管理专业的发展历史最早 

可以追溯到1956年在同济大学设立的建筑工业经 

济与组织专业，其设立背景是“一五”期间推进社会 

主义经济建设，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首先在 

同济大学创办了该专业，提出培养建筑施工企业经 

理人才的目标。在4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始终把社 

会的需要作为指引方向，与我国政治经济发展态势 

紧密相连。1966年，由于受文革影响，工程管理专 

业停止招生。 

1978年，各校纷纷恢复管理专业，重新认识到 

管理对国际经济建设的重要作用。2o世纪8O年代 

以后，由于加大改革开放力度，逐渐从社会主义计划 

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我国各行各业开始 

逐渐转变“重技术、轻管理”的观念，建筑业也重新 

赋予管理职能以重要地位，越来越重视对建筑施工 

全过程的管理。在此环境下，同济大学率先于 1980 

年设立了建筑经济与管理专业． 

随着改革开放力度加大，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尤其是长三角作为经济腾飞龙头地位的发 

展战略目标确定之后，长三角建筑业向外向型发展， 

应形势发展，东南大学于 1986年设立了建筑管理工 

程专业。为适应社会房地产发展为支柱产业而引起 

对房地产人才的迫切需要，同济大学于 1992年率先 

设立了房地产经营与管理专业，主要培养能够从事房 

地产发展与经营管理工作，进行房地产项目的开发与 

评估、市场营销、投资融资等的高级管理人才。 

1998年，国家专业目录调整，将原来的管理工 

程、国际工程管理、房地产经营管理和涉外建筑工程 

营造与管理4个专业合并而成的，旨在拓宽专业方 

面，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工程管理人才的全 

面能力要求。同济大学和东南大学均于 1998年开 

始招收工程管理本科生。 

(三)以东南大学为例(表 3) 

在长三角地区高校工程管理专业发展中，东南 

大学该专业的演进是比较典型，也是比较具有代表 

性的。经过2o年的发展，东南大学的工程管理学科 

已经形成由“土木工程”和“管理科学与工程”两个 
一 级学科所支撑的，具有一个本科专业、两个硕士研 

究生专业、两个工程硕士研究生专业、两个博士研究 

生专业的完整培养和教育体系。 

裹3 东南大学工程管理专业发展历程 

时间 事件 

开始招收工程管理硕士研 究生 

在经济管理学院开始招收建筑管理工程专业本 

科生 

工程管理学科划入土木工程学院，同时”建筑 

管理工程”纳入”建筑工程”本科专业统一招生 

根据教育部专业调整目录重新按工程管理专业 

独立招收本科生 

首批通过建设部工程管理专业委员会的本科专 

业评估 

工程管理专业成为东南大学和江苏省两级特色 

专业建设点 

土木工程一级学科下设立土木工程建造与管理 

博士点 

设立项目管理工程硕士点 

通过建设部工程管理专业评估委员会的第2次 

复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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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等茎： 经济有 蠢 扪匕筹嚣麓 
2 苎查理工商学院 大学 丁 

上海财经 公共经济与管理 

大学 学院投赍管理系 

管理科学与工程 无 西南片联合办学高校 原管理工程专业 

投资蜘、技术经济及蛐 无毒 耋 匕 
4 上海大学 暴 工商与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 有 

5 毒 杉迭 管理学院 无 
6 南京大学 工程管理学院 

7 东南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 

8 暴矿业 管理学院 
9 妻工业 茎 科学与工程 
1O 河海大学 商学院 

土木工程东 

管理科学与工程·、信息工程·、 

项目管理专业硕士 

管理科学与工程·、土木工程 

建造与管理·、建筑经济与管 

理、项目管理工程硕士 

管理科学与工程·、技术经济 

及管理、工程管理 

管理科学与工程、项目管理工 

程硕士 

管理科学与工程·、技术经济 

及管理 · 

无 

经济管理学院 林业工程 

壹苎科学与工程 结构工程硕士 学院 ⋯⋯ ～ 

团际审计学院 无 

理科学与工程 无 
系 一 

无 南汇大学城 民办 

无 浦口大学城 原管理科学与工程 

研兜院 

有 浦口大学城 原建筑管理工程 

有 

有 浦口大学城 

有 江宁大学城 

有 蠢湖大学城 

有 玄武高教固区 

有 扬州中部大学城 

无 浦口大学城 

有 

原为房地产经营管 

理 专 业、管 理 工 

程——建筑工程管 

理专业 

经济与管理学院 喜 与项无江宁大学城 原为管理工程系 
工商管理学院 无 无 下沙高教固区 

经贸管理学院 墨量科学与工程、技术经济及 有 小和山高教团区 
蹇兰与土木工程无 有 温州市高教固区 学院 佣 川。 田弧 盥 

20 篓工商 工商管理学院 企业管理+、技术经济及管理 无 下沙高教固区 
注：表中带·者为谩有博士点 

资料来源：长三角地区各高校网站汇总．2O06—02—01． 
·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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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长三角地区高校工程管理专业开设详情 

长三角地区各高校工程管理专业开设情况如表 

4所示。表4表明，长三角地区各高校工程管理专 

业开设状况基本呈现以下特征： 

第一，长三角地区已开设工程管理专业的高等 

院校主要是综合性大学和理工类大学，在已有的20 

所高等院校中，这两类学校有 l5所；已开设工程管 

理专业的财经类院校也都已成为包括理、工科专业 

的多学科性大学。 

第二，长三角地区已开设工程管理专业的高等 

院校绝大多数都位于当地的大学城，与周围的高等 

院校具有较好的交流条件。在已开设该专业的20 

所高等院校中位于大学城的有 l7所。 

第三，综合性大学和理工科大学的工程管理专业 

大多又有土木工程专业支持，在已开设该专业的l5 

所综合性大学和理工科大学中有 l1所大学有土木类 

专业；相对应的，财经类院校普遍缺乏土木工工程专 

业，工程管理相应技术基础相对不足。在开设工程管 

理专业的4所财经类院校中，尚无学校具有土木类专 

业；仅有的一所农林类院校具有土木专业的支持。 

第四，在长三角地区已开设工程管理专业的2o 

所高校中，绝大多数是新开设该专业的，只有6所高 

校是从相关专业改建的。 

就开设院校内部具体办学情况，表4则给出了 

如下基本信息。 

第一，工程管理专业具体开办的学院呈现较大 

的不同，反映出专业开办较大的路径依赖性。2O所 

开办院校中，设在经济管理学院(商学院)的7所， 

设在工商管理学院的3所，设在管理科学与工程学 

院的2所，设在土木工程学院的3所，设在公共经济 

与管理学院投资管理系、工程学院、建筑科学与工程 

学院、国际审计学院、经贸管理学院各1所。 

第二，高校内部专业管理机构的设置大致有两 

种，一种是土木工程(建筑)院系下设置工程管理专 

业，另一种是在经管类院系下设置工程管理专业。 

在土木工程院系下设置的工程管理专业的一个共同 

特点是工程技术课程数量和课时较多。而在经管类 

院系下设置的工程管理专业比较注重管理学、经济 

学与工程技术的结合。 

第三，综合性大学和理工科大学开办的工程管 

理专业一般都开设工程项目管理方向，在 l5所开设 

该专业的综合性大学和理工科大学中有l2所开设 

了工程项目管理；财经类院校开办的工程管理专业 

主要从房地产方向切入，在4所开办院校中明确表 

示开设或侧重房地产经营与管理方向(专业)的有3 

所。 

第四，在所在学院内与工程管理专业对接的硕 

士(博士)授权点也有很大不同。2O所开办院校中 

与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点对接的有 lO所(其中有 

博士点的6所)，与技术经济及管理硕士点对接的 

有7所(其中有博士点的3所)，与项目管理硕士点 

对接的有4所，与土地资源管理、投资经济(有博士 

点)、信息工程(有博士点)、土木工程建造与管理 

(有博士点)、建筑经济与管理、工程管理、林业工 

程、结构工程、企业管理(有博士点)对接的各有 1 

所，尚无硕士点的5所。 

四、长三角地区部分高校工程管理专业培养方 

案比较分析 

通过对长三角地区各高校专业介绍和院校教学 

计划的分析。就各类院校工程管理专业的课程知识 

体系而言。可以发现存在几种不同的风格。第一类 

是更偏向于民用建筑知识体系的(以下简称偏硬 

类)，如同济大学，东南大学和南京工业大学；第二 

类是更偏向投资经济等纯经济管理类知识体系的 

(以下简称偏软类)，如上海财经大学和浙江工商大 

学。为此我们选取同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东南大 

学、南京工业大学、浙江工商大学5所大学，对其专 

业培养方案进行对比分析。 

从表5中可以看出。上海财经大学和浙江工商 

大学这两所财经类院校在基础课方面的比重相当 

大，分别为70％和65％；而同济大学、东南大学和南 

京工业大学这三所综合性大学或理工类大学在专业 

课上的比重较大，分别为47．5％、44％和66．54％。 

从表6中可以看出，上海财经大学要求的总的 

平台学分比较少，只有43个学分，其他四所学院要 

求的学分相对比较平均，分别为55．13、6o．5、51．25 

和56；从各校的课程所占的比例上的差异，可以反 

映出各校根据自身的优势，并结合工程管理专业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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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委员会的教学计划，合理安排教学计划，例如，上 

海财经大学和浙江工商大学这两所财经类院校在经 

管类平台课程上的比例较大，分别为86％和61％， 

而同济大学、东南大学和南京工业大学这三所综合 

性大学或理工类大学在技术平台课程上的比例较 

大，分别为53．06％、42．15％和43．3％。同济大学， 

东南大学和南京工业大学这三所综合性大学或理工 

类大学可属于前文所说的偏硬类，上海财经大学和 

浙江工商大学这两所财经类院校可属于偏软类。 

表5 长三角5所高校工程管理专业教学计划备类课程学分分配 

五、讨论和启示 

长三角地区大量的基础设施的兴建和房地产项 

目的开发需要人才支持。一方面，尽管长期的工程 

项目建设已炼造了相当一部分项目经理、监理岗位 

人才，但真正既懂现代技术、又有管理技能、富有实 

践经验的人还很少。必然不能满足未来几年、几十年 

长三角地区进行大规模工程建设的需要和对国际化 

人才的要求；另一方面，同发达国家相比，长三角地 

区的工程管理水平还很落后，限制了国民经济的发 

展，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地研究、实验和推广，培养大 

量适应未来市场需要的工程管理人才，这就为长三 

角地区各高校工程管理专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发 

展条件。但是，从上文的分析可知，长三角地区各高 

校工程管理专业设置总体框架存在不足，主要体现 

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财经类院校普遍缺乏土木工程类专业的 

支撑，如果严格按照教育部标准专业介绍文本，将面 
． 38 ． 

临专业课建设、实验教学与实践环节、教学与科研相 

互促进等诸多问题，根本上也是学生的发展和教师 

的发展如何在此框架下协调的问题。在无土木支撑 

的高校中，教师上课就会比较杂，既要上经管类课程 

又要兼上技术类课程，而教师的知识结构是有限的， 

必定会导致某方面教学的不专业，从而影响到学生 

教学；在无土木支撑的高校中，土木类科研条件相对 

较差，从而导致该类专业不能很好地发展；另外，该 

类院校的实验室建设滞后，学生缺乏实践机会，最终 

影响教学质量。 

其次。有土木类专业支撑的院校也存在在相对 

应的问题，该类院校往往过于重视土木管理，而忽视 

其他方面，从而导致管理类教学和技术类教学脱节。 

另外，还有一些院校至今尚无相对应的硕士点，学科 

平台较弱，从而影响科研工作的顺利进行和教师的 

发展，最终受害的还是学生。 

针对上述不足，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努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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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无土木专业支撑的院校，可以根据管理学 

中的外包理论，采用互聘教师的措施以解决教师不 

足的问题。从表4中可知，已开设工程管理专业的 

高等院校绝大多数位于高教园区，园区内的各高校 

可以制定常规机制，互聘教师，互借实验室，实行资 

源共享，优势互补，从而解决师资不足、资源缺乏的 

问题。其次，有土木专业支撑的院校也要放下架子， 

与其他院校互相学习，“软化”工程管理专业，加强 

学科特色，充分考虑技术学科和管理学科两者的平 

衡发展。 

另外，各高校应该利用现有的硕士点，实现教师 

对接，加强实验室建设，增强与其他专业的融合，促 

使教学科研互动，努力使本科无相应专业的硕士点 

也能得到发展。根据服务管理的观点，顾客的满意 

来自于员工的满意，同样，学生的发展来自于教师的 

发展，而教师的发展离不开良好的教学、科研、实验 

环境和健全的学科平台，因此我们应该充分利用长 

三角地区良好的资源环境，不失时机的开拓教学思 

路，及时引进、充实、完善教学内容，改革现行的教学 

模式，启动新型教学机制，从而创造出学校、专业、教 

师、学生共赢的良好局面，促进工程管理专业的发 

展。最终为国民经济建设作出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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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jor of engineering management in universities of Yangzi River Delta 
LI Jing—hua，XU Lei 

(Faculty ofBus~tess Manasement， 慨  岫 Un／,~s／ty。X~ hou 310035，China) 

Abstract：Since engineering management has emerged in 1998 major list，many universities established this 

major in Yangzi fiver delta．There ar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them．Firstly，we describe the social，eco- 

nomic，and construction development of Yangzi river delta．Th en，we recall the histories and features of enginee~ 

ing management．M~nty，the situation of engineering management in those universities is surveyed in data on web- 

sites，and the strong and weak features are conducmd．And several typical course plan in deferent universities are 

compared as a deeper analysis．Finely．brief conclusions and discuss are given． 

Key words：engineering management；major development；high education；Yangzi River Dd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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