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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是项目管理前沿系列之一，研究了其如何对大型工程项目的施工过程进行全面、动
态的监控，提出了以建设单位为监控主体的大型工程建设目标网格化监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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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14年，以“新常态”理念的提出为契机，工程建设行业逐渐进入一个关键的调整时期
。面对“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这一趋势，我
们需要用新的思维和理念来改善工程建设行业原有的粗放型发展模式。随着我国企业投
、融资能力的增强和一些大型专业施工单位的成立，大型工程项目在所有建设项目中的
比重逐渐增大。由于投资额高，施工周期长，大型工程项目的建设过程更加需要动态的
监控，并重视质量、安全性能、建筑节能等多目标的均衡发展，增强工程管理的精细化
程度。
建设单位是建设项目的总组织者，在大型工程项目中，参与方众多，建设单位肩负着至
关重要的管理责任。然而目前国内外对工程建设目标的管理研究多是针对个别建设目标
的目标计划制定过程或者目标实施过程进行优化研究，少有能站在建设单位的角度，针
对其如何加强对施工全过程的监督管理进行探讨。而对于重视管理与技术创新的建设单
位，如何在工程施工过程中动态、全面地掌握项目状态，如何判断工程实际状态与计划
的偏差程度，如何有依据地对工程项目的其他参与方进行有效激励或追责，都是其管理
者在大型工程项目实施中遇到的管理难点，也是本书所关注的问题。
本书认为建设目标的执行情况是否与工程计划相符，是判断项目健康状况的一个重要依
据。因此，在大量工程建设目标计划、控制、预警相关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本书提出以
建设单位为监控主体的大型工程建设目标网格化监控模式，突出了监控的适时性与全面
性。
2014年，以“新常态”理念的提出为契机，工程建设行业逐渐进入一个关键的调整时期
。面对“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这一趋势，我
们需要用新的思维和理念来改善工程建设行业原有的粗放型发展模式。随着我国企业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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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能力的增强和一些大型专业施工单位的成立，大型工程项目在所有建设项目中的
比重逐渐增大。由于投资额高，施工周期长，大型工程项目的建设过程更加需要动态的
监控，并重视质量、安全性能、建筑节能等多目标的均衡发展，增强工程管理的精细化
程度。
建设单位是建设项目的总组织者，在大型工程项目中，参与方众多，建设单位肩负着至
关重要的管理责任。然而目前国内外对工程建设目标的管理研究多是针对个别建设目标
的目标计划制定过程或者目标实施过程进行优化研究，少有能站在建设单位的角度，针
对其如何加强对施工全过程的监督管理进行探讨。而对于重视管理与技术创新的建设单
位，如何在工程施工过程中动态、全面地掌握项目状态，如何判断工程实际状态与计划
的偏差程度，如何有依据地对工程项目的其他参与方进行有效激励或追责，都是其管理
者在大型工程项目实施中遇到的管理难点，也是本书所关注的问题。
本书认为建设目标的执行情况是否与工程计划相符，是判断项目健康状况的一个重要依
据。因此，在大量工程建设目标计划、控制、预警相关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本书提出以
建设单位为监控主体的大型工程建设目标网格化监控模式，突出了监控的适时性与全面
性。
在目标偏差监控与分级预警研究中，基于监控范围应该较全面地覆盖建设目标、而目标
监控方法的设计应具有普适性的考虑，本书针对施工项目的进行式和评价式两类目标分
别进行了设计。针对评价式目标，提出了基于Choquet积分算子的多元主体评价方法，构
建了峰度法-Fisher判别法分级预警模型；针对进行式目标，本书提出了基于多级缓冲计
划的偏差量计算方法，构建了偏差缓冲对比模型，通过偏差量与缓冲此消彼长的关系，
划分缓冲消耗区间，对比偏差量，达到分级预警的目的。
*后，在分级预警结果的基础上，本书设计了专家支持系统预警响应机制，通过一个简要
的信息系统设计，将目标、里程碑、偏差等级、导致偏差的因素进行关联。并收集专家
的纠偏措施建议，形成纠偏知识库。当分级预警模型出现警情提醒时，通过智能推理，
给出纠偏的措施建议，帮助建设单位的管理者作出正确的纠偏决策，并*终实现目标偏差
监控与预警过程的持续改进和闭环运行。
本书作者乌云娜为华北电力大学教授、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学术带头人，董鹤云为华北
电力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博士、电力规划设计总院与清华大学联合培养博士后在读
，曲曙光为华电集团高级工程师。本书所提出的模式、方法、模型均以三位作者多年的
工程项目管理理论与实践经验为基础，重视实用价值，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由于作者
学术水平与研究资源的限制，本书仍有继续深入研究和改进之处。欢迎读者从学术探讨
的角度，对本书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和验证，提出意见和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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