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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一带一路”、技术创新等发展背景下,中国建设工程领域逐步扩张,行业大规模发展,呈现

工业化、国际化、智能化的新趋势,行业对工程管理专业人才提出了新需求,工程管理专业人才培养亟待

改革。 通过文献研究法,结合半结构化访谈对行业人士进行调查,并采用因子分析法进行分析,得出当

前行业对人才素质需求的 5 个方面———个人品质素养、专业技能、个人职业发展能力、专业学科知识及

应用、基础学科知识及应用。 以该结果作为工程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要方向,在此基础上提出五大重

点课程群、三大教学平台及相关的核心培养内容,为工程管理人才培养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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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建筑业保持平稳增长。 2018 年建筑业总产值累计达

235
 

085. 53 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6. 11%[1] ,对拉动国民经济增长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同时,建
筑业企业单位超过 9 万,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从业人员多达 5

 

500 万,为解决就业问题作出了巨

大贡献。 中国正处于全面推进新型工业化及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建设工程范围广、规模大、涉
及领域多,行业大规模发展,对专业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新工科”概念的提出,创造了高校工

程管理教育变革与发展的条件。 挖掘行业发展现状,了解行业对人才的真实需求,进而思考高校工

程管理人才培养的新方向。

一、工程管理专业教育面临新挑战

在未来的 50 年,中国城镇化率仍将保持增长的态势[2] ,与此同时,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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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建设推向国际,重大基础设施工程建设等成为社会及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力,建筑行业仍有较大发

展空间。
由于建设工程领域及范围的扩大,工程规模呈现大型化、复杂化的特点,工程管理已不再是简单地

对质量、进度、成本 3 个目标进行控制,而是一项以工程为对象的跨专业、跨区域、跨文化的复杂管理活

动,面临许多新的考验,例如,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建筑业的运用对传统管理模式的挑战,国
际工程中的文化适应困难,合同管理与国内存在较大差异,重大基础设施工程风险大,其决策管理和工

期、成本的控制问题空前复杂等。 现代工程管理对人才提出了创新能力、协同性、研究性、外向型等多

方面的新需求。 2016 年,美国建设管理协会 CMAA 及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 ASCE 纷纷发布关于建筑

管理领域专业人士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准则,强调专业可持续发展等新要求[3-4] 。
中国工程管理专业起源于 20 世纪 60 年代,成型于 80 年代,最初是由多位工程经济专家留学归

来后,开设技术经济学科,逐渐演变成工程管理专业。 重庆大学是最早开设工程管理专业的院校,
距今已有近 40 年的历史。 目前,中国开设工程管理专业的高等院校多达 440 余所,2017 年工程管

理专业在校生近 14 万人。 教育部高等学校管理科学与工程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多次提出高等

院校工程管理专业本科生培养要求,高校在其指导下多次调整和更新工程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以适应行业发展的需要。

在高等教育强国的背景下,大学担当的人才培养角色和重要使命是不能被其他组织或单位替

代的[5] 。 高校工程管理专业承担了为建筑行业培养和输入人才的重任,其对人才的培养结果直接

体现在实际项目中,工程管理人才培养受到国内外专家学者的重点关注。 Timothy
 

Becker,D. J.
 

Peet,Justin
 

Weidman 等人建议将工程实践能力、可持续发展思想、职业道德及工程伦理思想融入工

程管理教育,高校应设置合适的课程来培养学生的这些能力
 [6-8] 。 国内对工程管理专业人才素质

的研究则主要从专业知识[9] 、专业技能[10] 、职业发展能力[11] 和道德品质素养[12] 等维度展开,并对

中国工程管理专业人才应具备的能力进行了阐述和解释。
根据近几年工程管理专业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及工程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相关研究,目前工程管

理专业的毕业生未能适应行业需求,工程管理人才培养存在与行业需求脱节、人才创新能力与适应

能力不足等问题,高校毕业生在入职后通常需要较长的培训过渡期,在面临实际工程问题时不能妥

善处理解决,职业生涯易出现难以克服的瓶颈期。 研究显示,某些高校工程管理专业教学中,过度

注重公共基础课,实践教育形式化,创新教育不足,教师对 BIM 等新技术新研究方向的实践能力不

足[13] ,跟不上行业发展需求等问题普遍存在。
2017 年,《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指出,当前中国教育改革发展已进入一个新的阶

段,要坚持以就业为导向,着力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职业道德、职业技能和就业创业能力,要求高

校把握好人才培养的着力点,持续更新完善人才培养计划。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完善职业教育和

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对
实践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中国正处于新一轮科技与产业变革的重要时期,教育部着力引导和

推进“新工科”建设,探索工科教育的中国模式,工程管理是中国工科教育的重点专业之一,以行业

需求为基础和以建筑市场为导向的工程管理专业人才教育成为助力高等教育强国的重要课题。

二、行业对人才素质提出新需求

工程管理教育相关研究历经三十余年的发展,研究成果颇丰。 为梳理建筑行业对现代工程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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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才素质的需求,采用文献研究法统计文献中出现的素质指标。 以“工程管理”和“教育”为关键

词,在知网文献库共检索到 1
 

647 篇有关文献,经深入阅读和研究,对文献中提到的有关工程管理专

业人才素质的词汇、语段及相关表达进行简化、归类和统计分析,梳理在文献中出现频次最高的 30
项素质指标,再与 10 名从业经验丰富的建筑行业高管和工程管理专业领域的教育专家展开半结构

化访谈,通过筛选和调整,得到用于问卷设计的 20 项综合素质指标为专业知识基础(技术、管理、经
济、法律),组织、沟通、协调及人际关系处理能力,职业道德(责任心、敬业精神、工程伦理),工程实

际专业文件编制能力(招投标文件、合同、科研等),独立思考及自学能力,专业外语能力,软件操作

能力(办公软件及专业软件),团队合作精神,工程相关领域实践经验,吃苦耐劳精神,工程成本预估

及控制能力,工程全局观(全寿命周期管理视角),合同管理能力,创新思维及能力,运用专业知识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获取职业资格证书,财务会计知识应用能力,商务谈判能力,职业生涯规划及自

我管理能力,表达及写作能力①。
根据上述指标,采用 Likert 量表形式设计问卷,共发放 300 份问卷,回收 163 份,有效问卷共 151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约为 50. 33%。 统计发现,被调查者遍布全国 26 个省份,被调查人员在建筑行业

相关领域从业 0~ 3 年占比 78. 15%,从业 4~ 6 年占比 5. 30%,从业 7 年以上占比 16. 56%,78. 81%的

调查对象主要分布在工程造价、工程管理、工程财务管理、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4 个专业,调查对象具

有普遍性。 经计算,Cronbac’s
 

α 信度系数为 0. 926,KMO 的值为 0. 894,问卷结果可信度高,适宜采

用因子分析方法。
通过软件 SPSS21. 0 进行辅助分析,进一步了解样本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挖掘样本数据的

价值,得到样本数据的各项指标如表 1 所示。
表 1　 统计指标的数据特征

Variable 全距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均值的标准误 方差 偏度 峰度
X1 4. 00 1. 00 5. 00 4. 178

 

8 0. 067
 

82 0. 694 -0. 908 0. 744
X2 4. 00 1. 00 5. 00 4. 218

 

5 0. 077
 

43 0. 905 -1. 252 1. 336
X3 4. 00 1. 00 5. 00 3. 112

 

6 0. 085
 

37 1. 101 -0. 017 -0. 381
X4 4. 00 1. 00 5. 00 4. 311

 

3 0. 062
 

46 0. 589 -1. 137 1. 756
X5 3. 00 2. 00 5. 00 4. 218

 

5 0. 065
 

71 0. 652 -0. 651 -0. 499
X6 3. 00 2. 00 5. 00 4. 092

 

7 0. 073
 

00 0. 805 -0. 690 -0. 370
X7 4. 00 1. 00 5. 00 3. 834

 

4 0. 085
 

31 1. 099 -0. 718 0. 045
X8 4. 00 1. 00 5. 00 3. 509

 

9 0. 083
 

98 1. 065 -0. 304 -0. 538
X9 3. 00 2. 00 5. 00 4. 112

 

6 0. 064
 

79 0. 634 -0. 446 -0. 630
X10 4. 00 1. 00 5. 00 4. 185

 

4 0. 067
 

37 0. 685 -0. 859 0. 604
X11 3. 00 2. 00 5. 00 4. 198

 

7 0. 059
 

45 0. 534 -0. 535 -0. 250
X12 3. 00 2. 00 5. 00 4. 582

 

8 0. 052
 

62 0. 418 -1. 588 2. 531
X13 4. 00 1. 00 5. 00 4. 304

 

6 0. 064
 

42 0. 627 -1. 174 1. 664
X14 4. 00 1. 00 5. 00 4. 125

 

8 0. 071
 

75 0. 777 -0. 900 0. 497
X15 4. 00 1. 00 5. 00 4. 635

 

8 0. 052
 

73 0. 420 -2. 159 6. 374
X16 4. 00 1. 00 5. 00 4. 457

 

0 0. 055
 

38 0. 463 -1. 386 3. 329
X17 4. 00 1. 00 5. 00 4. 245

 

0 0. 069
 

03 0. 720 -1. 157 1. 604
X18 4. 00 1. 00 5. 00 4. 490

 

1 0. 057
 

06 0. 492 -1. 493 3. 152
X19 4. 00 1. 00 5. 00 4. 556

 

3 0. 055
 

30 0. 462 -1. 757 4. 308
X20 4. 00 1. 00 5. 00 4. 655

 

6 0. 053
 

19 0. 427 -2. 265 6. 566

　 　 上述 20 个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研究上述 20 个变量的内部关系,找出几个代表意义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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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标顺序按文献中出现的频次高低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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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变量(即因子),将性质相同或相似的原始变量整合为独立变量(因子),以独立变量(因子)反

映原来多个变量的信息,进而达到降维的目的。 因子分析是从大量的变量群中提取公共因子的一

种统计技术,用来研究上述变量的共性,具有解释性强的优点。
因子分析的过程分为数据标准化、因子载荷估计、因子旋转、运用 Descriptive 过程建立相关系数

矩阵等,这些步骤均借助软件实现。 对相关系数矩阵进行标准化转换,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原始

变量的公共因子,计算相关矩阵特征值、方差的贡献率等,数据结果如表 2、表 3 所示。 由表中数据

可知,前 5 个因子的初始特征值都大于 1,观察其方差累计贡献率达 70. 058%,选取这 5 个因子作主

成分解释原始变量的信息。 随后载入因子旋转平方和,该 5 个因子的方差累计贡献率保持原值,各
因子的方差发生变化,意味前 5 个因子特征值变化明显而其他因子变化较小并趋于平稳。 因此,以
前 5 个因子作为主成分解释原始变量,能解释原始变量 70. 058%的信息,具有良好的表达效果。

表 2　 相关矩阵初始特征值

成份 合计 方差的
 

% 累积% 成份 合计 方差的
 

% 累积%
1 8. 471 42. 356 42. 356 10 0. 486 2. 431 85. 311
2 2. 254 11. 269 53. 625 11 0. 469 2. 345 87. 656
3 1. 225 6. 123 59. 747 12 0. 387 1. 933 89. 589
4 1. 040 5. 200 64. 948 13 0. 354 1. 772 91. 361
5 1. 022 5. 110 70. 058 14 0. 338 1. 692 93. 053
6 0. 712 3. 559 73. 616 15 0. 317 1. 587 94. 640
7 0. 696 3. 478 77. 095 16 0. 246 1. 229 95. 869
8 0. 598 2. 988 80. 083 17 0. 234 1. 170 97. 039
9 0. 559 2. 797 82. 879 18 0. 212 1. 061 98. 100
10 0. 486 2. 431 85. 311 19 0. 200 1. 002 99. 103
11 0. 469 2. 345 87. 656 20 0. 179 0. 897 100. 000

表 3　 前 5 个因子旋转前后的平方和

成

份

提取平方和载入 旋转平方和载入

合计 方差的
 

% 累积
 

% 合计 方差的
 

% 累积
 

%

1 8. 471 42. 356 42. 356 3. 953 19. 766 19. 766

2 2. 254 11. 269 53. 625 2. 980 14. 901 34. 667

3 1. 225 6. 123 59. 747 2. 430 12. 151 46. 818

4 1. 040 5. 200 64. 948 2. 415 12. 075 58. 894

5 1. 022 5. 110 70. 058 2. 233 11. 164 70. 058

　 　 因子载荷是解释公共因子和初始变量关系的重要指标,也是本研究用来判断 5 个公共因子具

体含义的重要依据。 为便于梳理公共因子和初始变量间的关系,采用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转方法,使
因子载荷更加接近于 0 或 1。 经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转,得到每个公共因子对应载荷较高的指标,每
个公共因子表达了对应高载荷指标的大量信息。 前 5 个公共因子综合权重分别为 23. 125%、
15. 494%、9. 108%、15. 919%、7. 780%,累计方差贡献达 70. 058%,对原始变量有很好的解释效果。

前 5 个因子作为主成分,相互独立。 采用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转方法来计算每个公共因子对原

始变量的因子载荷大小,以判断每个公共因子表达原始变量的信息。 以对应的高载荷指标表达的

信息为依据,结合现实情况,对 5 个公共因子命名,得到的结果为:个人品质素养(F1)、专业实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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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F2)、个人职业发展能力(F3)、专业学科知识及应用(F4)、基础学科知识及应用(F5)。
个人品质素养(F1)主要表达了职业道德、团队合作精神、吃苦耐劳精神、工程全局观 4 个原始

变量的主要信息;专业实操能力(F2)主要表达了商务谈判能力、合同管理能力、工程成本预估及控

制能力、工程相关专业领域实践经验、软件操作能力 5 个原始变量的信息;个人职业发展能力( F3)
主要表达了职业生涯规划及自我管理能力,独立思考及自学能力,组织、沟通、协调及人际关系处理

能力,创新思维及能力,表达及写作能力 5 个原始变量的信息;专业学科知识及应用( F4)主要表达

了运用专业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专业知识基础、工程实际专业文件编制能力、获取职业资格

证书 4 个原始变量的信息;基础学科知识及应用(F5)主要表达了财务会计知识应用能力、专业外语

2 个原始变量的信息。
研究结果呈现了建筑行业对工程管理专业人才素质的需求结构,即个人品质素养、专业实操能

力、个人职业发展能力、专业学科知识及应用、基础学科知识及应用 5 个方面,是当前行业最为重视

的人才素质。

三、培养适应行业需求的工程管理专业人才

工程管理是研究工程技术活动中所涉及的计划、组织、资源配置、指挥与控制等管理问题的一

门综合性学科[14] ,专业知识覆盖技术、经济、管理、法律等多个领域。 现代工程管理要求工程管理人

才不仅要具备深度融合的专业知识,还应拥有较强的知识运用和解决建设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自
我职业长期发展的素养与能力。 知名教育家格兰特曾提出课程体系应“逆向设计”,认为人才培养

应明确人才培养目标,围绕培养目标设计对应的课程和能力培养方式[15] 。 高校工程管理相关专业

应立足行业需求,从需求侧的角度设置人才培养目标,结合自身特色完善课程设置,培养适应行业

发展实际需求的工程管理专业人才。 结合部分学者的柔性化设计思想,根据上述调研结果,提出工

程管理学科人才培养应把握的要点。
1. 个人品质素养是前提

良好的个人品质素养包括职业道德、团队合作精神、吃苦耐劳精神和表达及写作能力等内容,
是工程管理人才职业发展的前提。 职业道德包括爱岗敬业精神、责任心、工程伦理观等,在各项素

质指标排名中居高位。 2018 年全国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事故发生了 734 起,死亡人数达 840
人②,导致这些事故的原因并非工程技术不过关,而是由于工程技术人员操作不规范,管理人员监管

不到位,相关人员缺乏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意识。 目前工程管理教育对职业道德和伦理素养的重

视度仍然不足。 将职业道德纳入通识素养课程体系,有助于提高学生的伦理意识和伦理判断能力,
帮助学生在未来的工程实践中更好地处理工程伦理问题。

2. 基础学科知识及应用能力是基础

基础学科知识及应用包含通识素质教育和公共基础课程等,是工程管理学生掌握专业知识、适
应行业环境的基础。 其中,财会知识应用能力和专业外语是当前行业最为重视的品质。 中国高校

工程管理专业基础课程设置较为完善,但对专业外语的教育仍停留在理论教育方面,对外语的应用

能力重视不够。 随着各国经济文化交流愈发频繁,全球性合作与互动越来越普遍,大量外资机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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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进入中国建筑市场,中国建筑业也迈入国际建筑市场,成为全球工程承包市场占有率之首。 在

“一带一路”、大湾区发展规划等背景下,全球通行的行业标准和规律成为从业人员必需具备的基本

知识和能力,专业外语能力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工程管理人员在熟练掌握基础学科知识和应用的

基础上,进一步掌握国际惯例和国际工程要求,适当了解当地的文化习俗、客户需求及政策导向,能
更好适应国际建设项目的人才需求。

3. 专业学科知识及应用能力是核心

传统的工程管理专业学科知识由技术、经济、管理、法律四大类构成,过去各高校在课程设计中

常出现这四类课程的机械组合,导致课程之间的脱节或重复。 高校在培养计划的设置上,应打破学

科边界,促进不同学科相互渗透,四大类平台课程的设置和教学过程中强调“知识融合”,将四个专

业领域的知识有机融合,合理设置课程开设时长,注重课程之间的衔接,避免知识重复,同时注重融

合专业平台课程和工程实践,让学生学以致用、融会贯通。 专业学科知识及应用能力是工程管理专

业人才的核心素质。
 

4. 专业实操能力是关键

解决现实工程问题是工程管理人才培养的最终目标,专业实操能力是工程管理专业人才运用

专业知识解决现有工程管理问题的关键。 合同管理能力和工程成本预估及控制能力是工程管理从

业人员从事工程管理工作非常重要的两个素质指标,商务谈判能力和工程相关专业领域实践经验

同样值得密切关注。 目前,中国高校在工程管理专业的课程设置上,理论学分的占比较高,实践环

节的学分设置大多低于 20%,而国外实践课学时则达 35%以上[16] ,中国高校工程管理专业对专业实

操能力的重视程度仍有待提高。 各高校已开始加强各种实验室及实训场地的建设,但仍处于起步

阶段,亟待继续发展和提升。
5. 个人职业发展能力是保障

个人职业发展能力是一个人一生职业发展的重要能力,对工程管理从业者来说尤为重要。 其

中,职业生涯规划、自我管理能力和创新思维及能力是工程管理专业学生在职业生涯中发挥主观能

动性的催动力,组织、沟通、协调及人际关系处理能力和表达及写作能力等是帮助工程管理从业人

员应对工程管理现实问题的工具。 职业发展能力是工程管理专业人才适应行业需求、攀登职业高

峰的保障。 调查研究显示,高校毕业生个人职业发展能力普遍较弱[17] ,未能很好适应社会不同分工

的需求。 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高校应更加重视对工程管理专业学生职业发展能力的培养。
在《高等学校工程管理本科指导性专业规范》 《普通高等学校管理科学与工程本科专业类教学

质量国家标准》等文件指导下,结合华中科技大学、重庆大学等工程管理专业的教学成果及现行课

程体系,基于对行业人才素质能力需求的详细调研,在教学改革中对工程管理人才个人素质指标进

行梳理,以这些素质为具体培养目标设计课程群,将素质培养融入课程内容,并构建融合性教学平

台,如图 1 所示。
以上课程群和融合教学平台是在格兰特课程体系“逆向设计”模式及部分学者的柔性化设计思

想基础上提出的[18] ,可为高校工程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提供借鉴和参考。 中国众多高校一直致力于

工程管理专业教学改革与实践,不断完善工程管理教育教学的培养计划。 重庆大学工程管理专业

一直在进行人才培养改革探索,以行业需求为标准,以人才培养为目标,也取得了较好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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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工程管理专业人才素质结构及培养方向

工程管理人才培养,当以行业需求为基本参照,顺应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目标,动态兼容、持
续创新。 高校在进行课程体系革新和教学内容更新的同时,应注重教研、实训、协作等不同教学平

台协同共融,培养学生通专融合、德才兼备的综合素质,更好适应国家发展战略和行业发展变革的

需求。

四、结语

随着社会和科技的不断进步,工程建设的许多环节正在被信息化技术所取代,行业对专业人才

的要求也越来越严格。 工程管理专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应立足行业需求,根据上述研究,可从个人品

质素养、专业实操能力、个人职业发展能力、专业学科知识、基础学科知识 5 个维度入手。 不同地区、
不同高校的工程管理专业对人才素质的定位和要求各有不同,高校可结合学校特色,以上述行业对

工程管理专业人才素质的需求为依据,重塑人才培养目标,革新人才培养计划,结合时代背景和行

业需求更新课程结构,以适应自身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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