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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i 

 

摘要 

 

由于项目群的管理于传统的项目管理有不同之处，论文的研究目标是分析和总结出

项目群推进过程中风险管理的分析角度和应对方法，论文的出发点是在传统风险管理理

论的基础上，结合项目群风险特别的方法和思路，推进项目群风险管理过程。论文的研

究方法是案例研究，对珠海十字门中央商务区会展商务组团一期工程项目群（SZM 项

目群）为案例进行分析和总结。 

研究内容包括三个部分：第一，结合项目群内子项目的逻辑关系，通过对风险的表

现形式、量化统一研究风险的本质；研究了风险的在项目群环境下的变化、扩散、转化

等；第二，各类项目群内风险的体现和量化、风险损失的判定、项目群环境下的风险行

为研究。第三，在这些风险的基础特征研究结果上，尝试建立项目群风险应对控制程序

的一个简略模型，以及对项目群的独立性、关联性风险的应对和控制方法。 

建立项目群风险控制程序和针对独立性、关联性风险处置措施的选择是本文的主要

结论。风险控制程序的运行是建立在项目群下对风险活动分析的基础上，其目的是减小

风险损失满足项目群各干系人利益分配。独立性、关联性风险处置措施是对各种风险处

置手段的综合体现，用以保证风险控制程序有效运行。 

论文分析了案例中多个实践情景，这类情景在类似的建设工程项目群中广泛存在，

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建立在情景分析上的风险分析和处置经验的研究结论对于其他项目

群管理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项目群风险管理；风险关联；风险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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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i 

 

Abstract 
 

On account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program management and traditional project 

management, the study objective of the paper is to make an analysis and summary of the 

perspectives and methods of risk management during program implementati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traditional risk management, the paper is intended to promote program risk 

management by integrating special methods and thoughts for program risk. The study method 

of this paper is case study. Analysis and summary are conducted on the basis of the case of 

Phase I Program of Convention, Exhibition and Business Cluster of Zhuhai Shizimen CBD 

(SZM Program).  

The content of study consists of three parts: 1. the study on the risk essence by 

combining with the logical relation among subprojects of program through risk manifestation 

forms, quantification and unification, as well as on the risk change, expansion, and transfer in 

program, etc; 2. the study on the risk embodiment and quantification, loss judgment and risk 

behaviors in various programs; 3. Based on the study result of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risks, 

the attempt at developing a simple model for risk treatment & control procedure in program, 

as well as the treatment and control methods for independent and correlated risks in program. 

The major conclusion in this paper is the establishment of risk control procedure in 

program and the selection of treatment measures for independent and correlated risk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isk control procedure is based on the risk analysis in program, for the 

purpose of risk reduction for satisfying the benefits of various interested parties in program. 

Treatment measures for independent and correlated risks, as a comprehensive embodiment of 

treatment methods for various risks, are used to ensure the valid operation of the risk control 

procedure. 

This paper analyzes a number of practical cases which arise in many similar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programs and are rather representative. Therefore, the conclusion of study on risk 

analysis and treatment experience drawn from those cases is of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other 

program management. 

 

 

Key words: Program Risk Management; Risk Correlation; Risk Trans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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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随着国内建设工程规模的日趋增长，大型项目群的实施正成为国内建筑业市场的焦

点和热点。如北京奥运会场馆建设、广州亚运会场馆建设、深圳大运会场馆建设、国家

公路铁路网建设、国家大型水利配套设施建设。大型项目群呈现投资额大（超过 10 亿

人民币）、规模大（超过 40 万平方米或多条工艺生产线）、内部的子项目联系紧密等诸

多特性，其管理方式已经不同于传统单一的项目管理，必须从整体项目群目标达成的角

度建立管理思维，采用具有项目群视角的项目管理方法。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作为未来建设行业重点的城市大型居住社区建设、城市市

政集中开发、城市超大型综合体等均是以一个复杂的项目群来呈现，由多个子项目的目

标组成了一个具有侧重的项目群战略目标。是否采取有效项目群模式的管理将很大程度

决定项目群运作的成败，项目群模式的管理将是建设工程项目管理的发展方向。 

针对合同客户要求高，项目体量大，工期短，受资源限制多等约束，我国的建设企

业已经开始将以往分别管理、具有内在关联的多个小项目并为一个项目群，在人员组织、

财务审计、材料管理、风险管控等方面采用大项目群管理方法。表 1-1 列出近年上海宝

冶集团分别实施项目群管理模式的项目案例。 

 

表 1-1：上海宝冶集团承建各类大型工程建设项目群概况表 

名称 规模 备注 

珠海十字门中央商务区一期 60 亿 6 个单位工程子项目（2010.6~2014.12.31） 

福建漳州台塑福欣特钢项目 14 亿 电炉、炼钢、连铸等生产线（2010.12~2014.2）

宝钢湛江基地建设项目 1040 亿 高炉、炼钢、轧钢等生产线（2013.05~） 

江苏昆山金融街一期 13 亿 商业地产、步行街（2012.5~2014.5） 

辽宁抚顺大酒店商业综合体 12 亿 酒店、商业步行街（2013.6~） 

武汉红星美凯龙商业综合体 30 亿 商业地产、步行街（2015.3~） 

广东江门四馆一场 8 亿 体育场、体育馆、训练馆等（2014.8~） 

资料来源：上海宝冶集团协同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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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群的管理不同于项目管理的简单叠加，其具有自身鲜明的特点：项目群目标的

制定决定了干系人对子项目目标的差异平衡，进而确定了项目群整体和各子项目的管理

模式及资源分配。对项目群内子项目的各类项目管理手段都要放在项目群战略目标的达

成这个前提下进行统筹安排，做到项目群目标的 优化达成和子项目目标的次优达成。 

由于特大型项目群规模大、造价高、子项目间逻辑关系复杂，单一项目管理的模式

局限性等原因，项目群的管理模式逐渐进入到管理团队的视野。随着国内经济建设和城

镇化的推进，出现了上海、广东、福建、天津自贸区、众多国家级新区和诸多新城的集

中建设，许多工程项目集中打包推向市场，造成了众多的建设工程以项目群的管理方式

进行推进。在参与上述项目群开发的土地开发、地产、工程建设、运营等主体均意识到

项目群管理重要性，项目群的管理模式具有较好的发展空间。 

美国项目管理协会将项目管理总结为 10 个知识领域：项目集成管理、项目范围管

理、项目时间管理、项目成本管理、项目质量管理、项目人力资源管理、项目沟通管理、

项目风险管理、项目采购管理、项目干系人管理。其中风险管理有规划风险管理、识别

风险、实施定性风险分析、实施定量风险分析、规划风险应对、控制风险 6 个内容[1]。

由于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在国内经过了长足的发展，常规的项目质量、工期、安全、成本

管理等都有了一套成熟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每个项目各自的特点不同而需要对每个项目

都进行重新建立管理模式的主要就是项目风险管理，每个项目的风险都不相同，即使是

很小的差别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其变化过程和结果也有很大差距。 

根据郭波等的论述，项目过程中对不可控因素或计划外事项的处理结果直接影响决

定项目成果 终是否达到各方面的要求，这种不可控的因素或某些计划外的事项可能会

导致项目偏离干系人认可的预期，对该预期的纠偏将产生成本，导致项目一个或多个干

系人的损失[2]。在项目的操作过程中，项目干系人的期望有利润、社会效果、名誉、运

营成绩等各方面，项目甲方一般更注重项目结果的社会效果、名誉、运营成绩等，项目

乙方更侧重项目利润和名誉等。对于社会效果、声誉等，是直接建立在项目成果基础上，

而项目利润则全部来源于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各类管理行为，因此甲方更注重结果，而乙

方对项目实施过程更为关注，项目过程中的风险管理主体是乙方，而项目后期的风险管

理主体则逐渐转变为甲方。为达到各自对项目成果的预期，各干系人都会采取措施对偏

离项目预期的事项或行为进行纠正。 

项目实施过程中，常规的各项管理等均可以在事先进行详细规划，能够较准确的预

见到实施过程中可能发生的行为，有较成熟的处理手段。而风险管理无法在事先进行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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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的准备，只能依据类似的项目，凭经验估算可能会发生的不可控因素，处理细节可借

鉴性不大。风险管理通常是在风险发生或可以肯定将要发生并且预见损失时才会采取手

段进行控制，通常无法有把握的阻止风险的发生。并且在其他知识领域材料、时间、质

量、范围等管理过程中均会产生风险，因此风险发生的范围覆盖项目管理的所有层面。 

综上，风险管理在项目管理中影响较为广泛并且得到项目各干系人的重视，是项目

管理的重点之一。项目群的风险管理需要结合项目群的特点和风险管理的手段，由于项

目群异于单独项目的特征使得项目群的风险管理需要更全面、深入的视角。 

1.2 文献综述 

1.2.1 工程项目群区别一般项目的特点 

从上海宝冶集团所实施项目群的实践来看，工程项目群管理同单一的工程项目管理

大差异在于：项目群需要综合平衡各子项目的差异目标，形成项目群的唯一 优目标，

项目群的管理权限覆盖了所有子项目，对各子项目中的所有资源拥有支配权。 

鹿吉祥等对项目群及项目群管理进行了定义，并根据特点对项目群进行分类提出项

目群管理的重难点；针对风险管理，鹿吉祥认为项目群中各种因素产生的潜在风险会影

响项目群目标的完成，通过风险集成平台将项目群中的潜在风险转化成可视风险进行处

理，其提出系统理论中具有容错性的星型结构理论来指导项目群风险处理。 终通过干

系人的各项措施应对风险，实现项目群的整体目标[3]。张尚从关联性、功能性、统一性

的角度描述了项目群、多项目、项目组合之间的关系，介绍了项目群管理的现状，对现

有大型工程项目群存在的管理难度与局限做出了说明[4]。 

1.2.2 工程项目群常规的风险研究 

工程项目各种常规风险及其组合就是项目群的各种风险成因，应对常规风险的手段

也就组成了解决项目群时间风险、完工风险的有效工具。因此对常规完工风险和应对手

段的研究也就构成了项目群内各种风险研究和应对手段的基础。 

丰景春等建立了项目群的理论模型，从项目群生命周期的角度，为项目群整体目标

的实现、资源配置、项目群风险应对等研究方向提供了支撑[5]。 

罗晟等结合上海世博会临时场馆项目群的案例，介绍了常用的适用于项目群的工期

时间计划管理，主要论述了工期进度计划体系、涵盖工期计划的管理组织架构等内容，

对项目群工期时间计划风险研究具有借鉴意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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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耀红等通过南水北调项目群实例，考虑项目活动间的逻辑关系及各种约束等，从

资源角度入手，将资源引入到建立在关键链基础上的项目群进度管理中，对项目群资源

风险研究具有较好的引导作用[7]。 

周晓宝强调了资源配置对项目群利益 大化的重要性，建立了项目群环境下的资源

配置模型 [8]。 

国际学者 Stale Amland和David Hillson等对建设工程项目过程中的风险管理过程进

行大量研究[9][10]。 

1.2.3 工程项目群特有的风险研究 

工程建设项目群风险管理更注重如何在子项目间合并、消减、转嫁风险，如何建立

项目群战略目标统一风险规划等课题。项目群的风险研究是今后项目群研究重要发展方

向，是决定项目群价值实现的关键。 

工程建设项目群风险评价体系的建立，对项目群实施过程中各类风险的预防有较好

的指导意义。殷波结合我国工程建设项目群的特点，通过专家访谈识、调查问卷的形式

识别出所面临的风险因素，通过因子分析等方式得到风险主因子，在此基础上形成风险

评价指标体系[11]。江新、赵静在项目群风险独立的前提下，通过对建立项目群风险网络

的研究，建立了基于层次分析法的风险评价模型[12]。 

何鹏、马彦等着眼于将项目群相关性较强的风险，定义了相关性较强的风险的概念

并介绍了风险传播的特点，通过数学模型和风险链形成机制的分析提出有针对性的应对

办法[13][14]。相关性较强的风险容易产生传递，子项目的风险蔓延直接造成了项目群风险

的扩大，进而影响项目整体目标实现。性质单一的风险则更容易估算损失，能够较好的

在时间计划、资源计划中制定有针对性的处置措施，将损失减小。韩金山、廖丽莎针对

项目群中独立性较强的风险，通过建模研究了其导致的直接和间接损失，增强项目群风

险管理的竞争优势[15]。 

项目群时间风险内的诸多因素受制于资源配置，多种资源的组合平衡配置合理与否

对时间计划影响极大。张贤哲、方俊针对项目群环境并采用动态规划理论，提出项目群

内资源管理的改进动态规划算法程序步骤并用实例进行说明[16]。 

李舒亮则从建设项目的风险管理效率角度出发，提出风险管理效率评价的原则，建

立了风险管理效率评价模型和投入效用的优化模式，并指出了风险损失的应对措施与风

险管理效率的改善措施[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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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婧结合泰州长江公路大桥项目，通过识别多项目环境下的项目风险因素并进行分

析，提出风险应对措施，建立基于多项目的大型工程项目风险管理体系[18]。 

1.3 论文的研究目标及研究内容 

论文的研究目标是发掘大型综合工程项目群风险管理特别的方法和思路。本论文以

上海宝冶集团承建的珠海十字门中央商务区会展商务组团一期工程项目群（以下简称

SZM 项目群）为案例，结合项目管理中风险管理的手段和项目群实施过程中的实际经

验，进行分析和总结出项目群推进过程中风险管理的分析角度和应对方法。 

研究内容包括：⑴通过对风险的表现形式、量化统一研究风险的本质；研究了风险

的在项目群环境下的变化、扩散、转化等；⑵各类项目群风险的体现和量化、风险损失

的判定、项目群环境下的风险行为研究。⑶在风险的基础特征研究结果上尝试建立项目

群风险应对的一个简略模型。以及对项目群的独立性、关联性风险的应对和控制方法。 

1.4 论文结构 

本论文共分为 6 大章，各章主要内容概述如下： 

第 1 章为绪论。介绍了选题背景及意义，简介了目前行业内对项目群和风险管理的

一些论述，再后是论文的研究目标。 

第 2 章为风险管理原理与项目群特点的结合。重点论述了风险在项目群中的具体体

现、风险的量化统一基础和风险承受损失值的确定几个方面。 

第 3 章为本论文依托的案例介绍。包括项目群简介、子项目的关联情况和风险概况，

提出了后续章节的论述问题。 

第 4 章为项目群内的风险转化分析。通过项目群的实际案例，从风险的行为特点、

风险行为的过程阶段、同类型风险在项目群中的转化、不同类型风险在项目群中的转化

共四个方面研究了风险在项目群中的各种变化情况，并佐以较多案例。 

第 5 章为本案例项目群中风险应对。在本章中通过目群风险控制的目标和统一、风

险控制程序的建立、风险控制程序的手段选取和项目群风险控制效果评价四个方面，在

SZM 项目群的实施过程中建立了一个概念性的风险控制程序，说明该程序建立的思路。 

第 6 章为结论。通过对研究背景、研究问题、研究目标的再次深入理解，结合论文

的各项研究，得出了论文的研究结论和需要后续研究加以完善的地方以及建议，在论文

后提出了对项目群风险处置过程的一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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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风险管理原理与项目群特点的结合 

2.1 各类风险的表现形式 

项目群的风险种类很多，集中表现在几大要素上：资源短缺或配置不当导致的资源

风险、预算缺项或遗漏以及其他风险造成的成本上升风险、重大技术变更或新技术的采

用导致的技术风险等。在实践中各类风险的表现对象见表 2-1。 

 

表 2-1：项目群各类风险表现对象 

风险类型 表现对象 出现阶段 

组织风险 项目群管理组织机构缺陷；人员的权责界限不明 项目群全过程 

资源风险 
各类周转材料、措施材料、工程主辅材料短缺；人员

短缺；机械化作业设备短缺 
项目群实施、收尾阶段

资金风险 启动资金的筹集；工程款项的付款；  项目群全过程 

成本风险 
采购品价格波动；合同价格上调；各类风险处理措施

带来的成本上升；工期延误导致的成本上升 
项目群实施、收尾阶段

技术风险 技术方案可行性考虑不足；新技术的采用 项目群开始、实施阶段

变更风险 项目范围变更；项目关键干系人的变更；重大事项等 项目群实施阶段 

时间风险 各种因素导致的工期拖延 项目群全过程 

 

风险在项目群全过程中均会发生，但根据项目群的特点、逻辑和实际进展，各类风

险出现的峰值阶段不一样。对各种风险峰值的分析有利于分阶段、分步骤的对各种风险

成因、传播路径、引起的损失进行重点分析，可以更有针对性的采取应对措施。 

表 2-2：风险发生的峰值在项目群中各子项目上的分布 

风险类型 风险发生的峰值在项目群中各子项目上的分布 

组织风险 先导子项目、并行子项目、收尾子项目 

资源、技术、变更风险 先导子项目、并行子项目 

资金成本风险 并行子项目、收尾子项目 

时间风险 并行子项目、收尾子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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