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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当今，工程与建筑项目的规模、愿景和复杂度发展地令人无比惊叹。 

1 《建筑行业的生产力：为行业蓬勃发展构建框架》(英文版)，英国特许建造学会，2016年

业界不断拓宽视野，创造高峰。建筑物越建越高，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搜寻日益深入，桥梁越筑越长，技术的变
化日益加速——相关技术随着项目的结束而基本过时。建筑行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因而在进一步改善社会
状况、应对人为和自然灾害的同时越来越重视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这些目标的实现离不开科技发展——建筑机构利用科技提升设计、规划和施工水平。有效利用科技成果能够
帮助长期苦于无法提升效率的行业重现生机。1 然而，尽管建筑行业大量投资科技创新，仍然无法从先进的
数据分析、无人机、自动化和机器人技术中明显获益。
尽管企业在提升治理、风险管理、项目控制和人员水平上加大投入，但良好的工程、施工和项目管理流程的基
本原则保持不变。2017年的建筑行业调查（第10期）将继续探讨如何改进项目交付，并从科技角度出发，分析
哪些企业在引领科技潮流，哪些企业已落后于形势变化，以及各企业应如何充分利用科技潜力。
我们针对当前的一系列事宜，首次对项目业主和工程建设企业同时进行调查，以了解两者观点是保持一致
还是存在明显分歧。
我们亦访问了两位拥有丰富大型全球项目经验的行业先锋高管人员，他们就科技在提升项目绩效方面的作
用和局限性提出独到的见解。
科技的使用无远弗届，亦无可避免地带来颠覆性的变化，变化速度在未来几年内甚至可能呈指数级增长。项
目业主和工程建设企业也担负起下一代基础设施建设的职责，尽快掌握并善用科技的强大潜力，便能为企
业和社会带来更大贡献。
最后，我们希望借此感谢所有受访者抽出宝贵的时间参与这次全球建筑行业年度调查，并提供宝贵的意见
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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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规划 建筑 营运

科技在项目生命周期中的应用

设备/材料连接和追踪

移动科技、平台和报告

机器人与自动化科技

项目信息加密

综合实时数据和分析

建筑信息建模

3D打印

无人机监控和模拟技术

基本项目工程生命周期

调查概要
我们如何编制调查问卷的问题：

 — 此次定量调查研究的问题由毕马威工程和建筑专业人员组
成的全球督导小组设计，他们具有丰富的大型项目经验。 

参与人士：
 — 218位高级管理人员：其中119 位来自大型项目业主， 99位

来自各类工程和建筑企业
 — 参与的机构包括私营 (上市) 公司和政府机构
 — 受访企业的营业额由低于10亿美元至超过200亿美元不等
 — 项目业主来自多个行业，包括能源和自然资源、科技技术和

医疗护理机构等

调查结果的启示：
建筑行业仍然未能充分利用科技

虽然项目的复杂性和相关风险不断上升，只有8％的受访者可被
归类为拥有“尖端科技的远见卓识”。仅20％的以上的受访者表
示他们正对其商业模式做出颠覆式的改变。

数据量呈指数级增长——但许多企业未能掌握信息传递的意义

不少企业可能拥有大量先进高端的技术平台和工具，但大多数
受访者认为他们缺乏资源和技能来提供有用的见解。近四分之
三的受访者没有使用先进的数据分析技术来进行项目的相关估
算和绩效监控。

企业内部整合的实时项目报告仍是梦想而非现实

大部分受访管理人员指出，企业发展受制于人工流程和多系统
使用。只有20％的受访企业使用单一、全面整合的项目管理信息
系统 (PMIS)。

移动科技仍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虽然移动科技在建筑项目中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但是只有不
到三分之一的受访者所在企业将移动科技纳入常规使用——而
类似比例的受访企业表示并未设置移动平台。

…最后，项目管理基础还有待改进
在本年度调查中，大部分管理人员认为所在企业的项目控制措
施已经得到 “优化” 或 “监控”，但高比率增长的项目绩效低下
的问题仍然存在。该问题的一部分在于企业无法实现项目之间
的一致管理：仅27％的受访者表示所在企业真正贯彻全球一致
的控制措施。受访者也意识到实获值管理 (EVM) 在衡量成本和
进度方面颇具优势，但更高比率的受访者 (41％) 仍未使用该方
法。

科技的定义：
在本报告中的许多情况下，“科技” 一词仅作为一般意义上的理
解，但下表描述了在基建项目工程的整个生命周期中，哪些类型
的科技具体应用于工程和建筑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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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经验和逻辑也支持这个说法。设计工具使建筑企业
能采用大胆创新的建筑架构。数据和分析可以提供项
目进度的实时信息，确保企业迅速采取行动解决问

题。通过移动应用程序进行建筑建模的模式越来越流行，这有
助于企业在建筑、材料和供应链等各方面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远程监控可协助跟踪故障。自动化卡车等设备则可提高生产效
率、提升准确性和减少事故发生。

那么，为什么建筑行业仍未能充分利用科技呢？对于部分企业
来说，采用新技术的成本和风险超过了他们所认知的效益。其
他企业则可能是不愿意走出舒适圈。其中一名调查参与者对这
种不愿与时俱进的心态做出批评： “过去15年来，工程建设企
业极少创新。这个情况必须改变，它们需要推动创新才能保持
竞争力。”

根据本年度参与调查的公司来看，这些恐惧似乎是可以理解
的。在科技创新方面，只有8％受访者可被归类为拥有“尖端科
技的远见卓识”，而69%受访者被视为是 “跟随者” 或 “落后于
趋势”。

工程建筑公司在科技应用方面领先于项目业主。这反映出大多
数项目业主将建筑项目视为帮助公司赚钱的工具，而不是业务
的核心推动力。相比之下，项目是工程建筑公司的命脉，所以它
们更愿意投资项目管理信息系统和科技以更好地交付项目。

谁走在创新的前列 
——重要意义何在
投资颠覆性科技的工程建筑公司和项目业主应在绩效上实现阶跃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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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以受访者表示对多种不同技术的应用程度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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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尖端科技的远见卓识 行业领导者 行业跟随者 落后于趋势

科技创新需要大量投资，所以规模较小的企业不太可能在这些
领域投资。更有趣的是，相对较高比例的中等规模机构 (年营业
额为10亿美元至50亿美元之间) 可被归类为具备尖端科技的远
见卓识。这些机构似乎意识到科技有潜力带来竞争优势，并由
于这个信念而愿意在科技方面重大投资。由于企业规模较易管
理，它们也能够快速接受并适应新思路。

下图显示了不同规模的受访企业应用科技的程度。从地区来
看，在科技领导者当中，美洲和欧洲公司占最大比例，非洲则明
显落后于全球其他地区。

应用科技的程度 (按企业规模计)

低于
10亿美元

22%

32%

43%

3%

50亿-200亿
美元

50%

18%

11%
20%

46%

20%

27%

7%

超过
200亿美元

14%

23%

39%

25%

10亿-50亿
美元

具备尖端科技的远见卓识 行业领导者 行业跟随者 落后于趋势

科技助力建筑行业建立优势  |  2016年全球建筑行业调查  |  3
© 2017 毕马威企业咨询（中国） 有限公司 — 中国外商独资企业，是与瑞士实体 — 毕马威国际合作组织（“毕马威国际”）相关 联的独立成员所网络中的成员。版权所有，不得转载。毕马威的 名称和标识均属于
毕马威国际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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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尖端科技的远见卓识的项目业主似乎更有可能采用标准
化项目管理流程和控制措施。同样重要的是，与技术较为落后
的同行相比，这些控制措施经常得到优化。

具备尖端科技的远见卓识 行业领导者

行业跟随者 落后于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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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有潜力带来竞争优势，并由于
这个信念而愿意在科技方面大
量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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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计算受访企业应用科技的程度
受访者将根据所在企业应用各种科技的程度而评分，例如
项目管理信息系统 (PMIS)、机器人技术、移动科技平台、云
计算、自动数字化工作流程、射频识别 (RFID) 技术、 数据和
分析、建筑信息建模 (BIM) 和智能跟踪传感器等。

最高分为100分，受访企业按所得分数根据下列方式分类：
 — 尖端科技的远见卓识：70–100分
 — 行业领导者：50–69分
 — 行业跟随者：30–49分
 — 落后于趋势：0–29分

以下是一张简化的记分卡，其中收录了向基础建设业主和工
程建筑企业提出的有关科技应用的部分问题，包括每个答案
对应的评分矩阵：

2016年全球建筑行业调查：科技应用记分卡
1.  以下哪个陈述最适合用来描述贵公司以科技驱动的项

目管理信息系统?
 � 没有采用有关系统
 � 采用多个人工监控平台
 � 多个综合平台
 � 单一、全面整合的项目管理信息系统 (PMIS)

2. 贵公司是否有使用远程操作的无人驾驶飞机来监控项 
      目施工状况？

 � 有 
 � 没有

3.  贵公司是否有使用机器人或自动化科技？  � 有 
 � 没有

4. 贵公司是否有使用任何类型的项目场地远程监控技术？  � 有 
 � 没有

5.  贵公司在多大程度上使用移动科技或移动平台对项目
进行实时管理？

 � 没有使用
 � 部分项目
 � 所有项目

6.  贵公司是否一键即可获取项目全面整合的实时数据？  � 是
 � 否

7.  贵公司通过自动化工作流程 (而不是人工处理) 以数字
形式存储项目信息的比率?

 � 0–24% 

 � 25–49% 

 � 50–74% 

 � 75–100% 

8. 贵公司是否有使用射频识别技术来追踪施工场地的设 
      备和材料？

 � 有 
 � 没有

9. 贵公司是否有在大部分项目中使用建筑信息建模?  � 没有
 � 没有，但我们正计划使用
 � 有，3D

 � 有，4D

 � 有，5D

10.  贵公司是否有使用智能传感器在施工场地追踪项目
和施工人员的位置？

 � 有 
 � 没有

11.   贵公司是否要求所有项目参与者在云端或公用服务器
上存储通用项目信息？

 � 有
 � 没有

合计 XX / 1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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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风险与日俱增
的全球环境中，
科技扮演的角色
建筑行业中的传统保守主义阻碍着企业驾驭日趋复杂的项目。

随着建筑项目规模不断扩大，日益复杂，风险亦随之而
来。以无处不在的购物中心为例——以往最复杂的部
分是建筑结构，现在还必须设有停车场、电梯、自动扶

梯和一系列其他设施，以及复杂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

机场的情况也是一样，目前已成为庞大的零售和餐饮中心。全
球各地的大型建筑项目令人目不暇接，例如桥梁、震撼人心的
超高层摩天大厦、都市交通系统、洲际铁路、山脉下的隧道以及
深不见底的矿洞等。

设计师也随之不断提出新颖的概念，包括建造形状、用料和功
能独特的建筑物，在高端奢侈物业市场尤为普遍。

本年度调查的受访者均意识到这些发展对风险形势的影响。在
所有受访者中，67％的受访者认为项目风险正在增加——认同
这个看法的工程建筑企业比例更上升至78％。60％的受访者认
为项目数量将会增长，建筑行业必须寻找更好的方法来管理复
杂的项目，以避免项目失败、延误和成本超支。

科技是创新的关键推动因素之一：计算机建模技术意味着任何
梦想的东西几乎都可以具体地设计出来。科技所提供的工具还
可助力建筑工程以富成本效益、快捷和安全的方式进行。这一
切都能降低内在风险。

但在采用科技方面，建筑行业中的保守主义依然存在，大多数
企业均满足于跟随行业发展，而不争取领先。许多高级管理人
员考虑到采用科技所涉及的成本以及对利润的影响，担心企业
无力整合技术。

其中一名工程和建筑行业的主管人员指出：“如果我们能够看
到采用科技可以为客户带来即时的成本效益，我们会采用；否
则，我们会留待他人先作尝试。我们需要成熟的解决方案，坦率
地说，我们没有利润空间进行试验或争取处于科技前沿位置。”

另一位同业亦发表类似的意见：“我们明白科技和创新非常重
要，但我们在将投资回报用作任何相关投资上设有严格的要
求。然而，截至目前为止，只有极少举措能产生投资回报或满足
客户即时的需求，因此企业不会提供资金用于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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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已准备好迎接颠覆性变革
“科技对企业而言是解决方案还是一个问题? 这对企业来说也

是一个挑战。” 一名工程建筑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的这句话总结
了业内人士面临的困境。

除了项目复杂性所产生的种种压力外，这名高级管理人员还看
到企业面临的一系列更广泛的问题：“在建筑行业的未来发展
中，全球、宏观经济环境将变得更加多元化，公营项目的债务负
担和融资不断增加；随着高龄工人退休，人员的行业经验减少；
更多风险向承建商转移但边际利润却不会增加；设计水平锐
减——部分是由业主的经济压力造成。”

调查显示，创新和颠覆性变革的主要推动因素包括 (按重要性排
序)：

1. 提升效率、规划和降低成本

2. 竞争和市场力量

3. 新市场、增长和盈利能力

4. 客户需要、满足需求

5. 科技和人才

6.   监管规则日益增加

鉴于上述种种挑战，建筑行业每位管理层面临的问题是： “我们
现在应该做出颠覆性变革还是等待颠覆性变革的出现?”一名来
自印度的项目负责人表示企业迫切需要做出改变：“印度的建筑
行业增长相当迅速，越来越多的项目需要在更短的时间内落实。
科技是提升项目绩效、执行能力和实现规范化的唯一途径，从而
降低项目复杂性并取得更好的成果。”

大多数受访者均意识到需要做出颠覆性变革，但对如何达到这
个目标则各有看法。仅超过五分之一 (22％) 的受访者指出其企
业会对商业模式做出颠覆性变革。

对颠覆性变革各有不同看法

项目业主 承建商

我们积极创新，
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果

我们正对几个领域进行
创新，并取得良好的成果

我们需要创新才能
保持竞争力

我们刚开始推行创新，
并以试验形式测试有关成果

我们目前已拥有健全的
业务模式，包括领先的实践

19%
24%

45%
38%

10%
11%

15%
18%

11%
9%

建筑项目数量增加，风险亦随之增加

项目数量
35%

17%

23%

25%

承建商
风险

22%

51%

27%

项目业主
风险

7%
20%

39%

34%

大幅增加

保持不变 下降

略有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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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科技十分重要，但要寻找适当的实施方案却极为困难：
来自前沿企业的观点
BP 和 Bouygues Construction是两家不同类型的企业，在建筑
行业非常活跃；BP是全球最大型的项目业主之一， Bouygues则
是非常成功的跨国工程建筑承建商。

 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在利用科技上拥有前瞻的思维模式。我们
与这两家公司的高管人员进行了访谈，以深入探讨他们如何迎
接颠覆性的改变。

寻找 “下一件大事”
Niall Maguire (BP的项目管理副总裁) 与毕马威的Geno 
Armstrong 就科技的可能性和局限进行了一次讨论。

Geno Armstrong (GA): 首先，您是否可以简略告诉我
们，BP在上游业务方面采取的科技策略?

Niall Maguire (NM): 对于可以带来重大颠覆性变革的东
西，或者可能只会带来渐进式改进的东西，我们都会保持非
常开放的态度。只要它能改进我们的工作模式，我们都会感
兴趣。

但往往有个误区，认为科技能替代专业能力。因此，我们仍非
常注重确保基调正确，并提高我们的核心项目管理技能。以
我们的信息管理系统为例：它历经多年的改进，而不仅是一
次颠覆性变革的成果。

GA: 工程建筑企业一般在利润较小的基础上营运，所以不会
积极主动在颠覆性技术中大量投资，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
你觉得这会增加它们低于客户期望的风险吗？

NM: 很好的想法。承建商可能没有太大的动力创新，公平
点来说，客户也并不一定要求他们创新。在我们探索业务数
字化的过程中，我们遇到越来越多可以改善承建商项目管
理的方案。我们希望这些企业能够探讨并采用这些科技。如
果它们能够证明自己处于前沿位置，便会增加与我们合作
的机会。

GA: 你是否愿意就高度精密的技术支付溢价？

NM: 最终来说，这基于特定项目的价值。如果科技可以帮助
承建商提高其带来的价值，我们当然愿意，也对他们的服务
感到兴趣。

GA: 您如何决定科技投资的优先次序——特别是面对财务预
算的压力时？

NM: 我们高度重视安全、增长和员工，并对上游业务进行现
代化改造。因此，科技是我们在项目和上游业务计划中相当
重要的一部分，我们组建了一支指导小组以制定数字化项目
的目标。

对于资源配置，我们一般从建立精简、高效的团队开始，根据
实际需要增减人手。我们的数字化项目也采用相同的做法。

如果科技和创新能够提高绩效并帮助我们达到项目进度、成
本、安全和质量等方面的目标，我们愿意为科技和创新做出
投资。但是，如果它对项目的盈利能力构成威胁，我们便不会
投资。

GA: 下一代的项目经理——即千禧一代——对科技精通熟
练。但科技是否会让我们忽略上一代项目经理的核心技能?

NM: 我刚才提到，科技不能代替专业能力。没有适当的人才参
与项目计划和进度，分析趋势，项目便不会取得成功。让项目
业主和承建商共享软件则是向应用科技迈进一步，但这并不
足够，我们还需要合适人才的参与。

GA: 您刚才提到 “下一件大事” 可能就是颠覆性科技的发
展？你对它的发展趋势有什么预测?

NM: 我们正积极监测一系列潜在的发展和突破，我认为3D
打印会是具有转型潜力的重大科技创新。

但不要忘记，建筑是一个实体业务。在进行勘探时，我们非常
依赖天气，数字化科技并不能帮助我们防止飓风的侵袭。无
论预测有多么准确，我们仍然需要针对这些事件进行风险管
理上的决策。我们的判断不会因为颠覆性科技发展而消失。

Geno Armstrong, 毕马威全球工程和建筑行业合伙人，在研究大型项目和建筑企业方面拥有接近
30年经验，自2005年起亲身参与每次的毕马威全球建行业年度调查，至今已进行10次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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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不断前进
Philippe Bonnave (Bouygues Construction的主席兼首席
执行官) 告诉我们其公司对科技的态度。

…在创新方面

创新一直是我们前进的方式，这是我们的文化。但在今天，在
环境、经济和社会方面所面临的挑战极为复杂，这要求我们
以开放的姿态与大家共同创新。我们必须与第三方分享我们
的专业领域，并将专业领域与新的非核心领域相互结合。我
们的目标是要携手那些对未来的世界有所构想的人，包括初
创企业、大学或大型企业。未来的创新里，没有人会孤独地前
行。

…在建筑信息建模 (BIM) 方面

数字化建模将永久地改变建筑方式。BIM将挑战向上游转
移，而改变整个建筑施工过程，使我们在预测项目成本、施
工进度和困难以及创新方面做得更好。一场科技变革正在
展开，通过对我们业务的每一个部分进行现代化改造，我们
希望能够成为BIM未来领导者之一。

…在大数据和智能电网方面

建筑物、社区和城市现在已经能够产生和交换数据，这意味
着不同单位之间能够建立联系，并设置新的用户。联系的建
立意味着数据可以帮助居民减少能源消耗、提供更多服务、
增加独立性和鼓励网络联接。简言之，这能让人们生活得更
好。

…在可持续发展方面

如今，任何事情都需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项目负责人必
须仔细思考、计算和预测。早在第一批挖掘机到达施工场地
之前，我们便需要使用数字建模和生命周期分析来设计解决
方案，以降低建筑物和建筑结构对环境的影响，确保它们在
项目交付数十年后仍继续保持可持续发展。

…在取得成功方面

成功只有一个定义，就是优秀的工作！这不是野心，而是我们必
须履行的义务。在建筑施工过程价值链的每个环节，我们员工
最重视的，就是竭尽全力做到最好。我们在越来越复杂的项目
中取得成功，也是我们对质量的不懈追求的成果。当然，成功也
包括我们能够在既定进度和预算内完成各项大小型项目。

“创新现已成为建筑业的
核心，这不仅对于客户而
言，对于员工和管理层也
是这样。”

— Xavier Fournet

毕马威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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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马威评论：掌握科技的潜力
自毕马威在2005年首次进行全球建筑行业调查以来，我们一
直全情投入，致力于协助建筑行业以系统化的方式追踪并提
高项目控制的有效性。尽管我们取得了不少进展，许多项目
仍效益不佳或遭遇失败。科技创新将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发挥
重要作用。

虽然科技进步带来零售、媒体和汽车制造等各行业的演变发
展，但大部分建筑企业的运作模式仍与20年前相同 ——在项
目规划和管理方面仍依赖人工、分散和冗余的工作流程。通
过重新思考如何在整个项目生命周期中记录和利用从复杂
的项目中产生的各种数据，可为建筑项目业主带来积极的成
果。

其中一位受访者重点指出预测性分析的重要性：“预测性分
析可确定设计上的问题对建筑可行性的影响并提出警告” 。
另一名受访者则认为 “科技能解决和预测地质工程的条件，
有助于处理隧道掘进等的重大风险。” 有一名受访者则谈到 

“头盔内的传感器可以用来监测施工安全、生产力和工程人
员的健康”。

自动化技术能克服许多不必要的项目延误，例如法定许可和
道路许可。

BIM有助于预测项目在未来取得成功的机会。参与调查的一
名管理人员指出：“承建商重新建造BIM，因为他们不想仅靠
建筑师的计算进行工作。”

但是，这些效益往往无法实现。其中一个障碍来自首席信息
官和其他科技专业人员的角色。他们将太多时间花在信息技
术基础设施相关事宜上，而没有足够时间探索无人机、自动
化和机器人等技术的潜力，并参与各种创新科技的关键投资
决策。

许多企业在采购科技解决方案时缺乏足够的了解，又无法有
效落实有关的科技解决方案。系统平台经常出现配置和安装
不良的问题；事实上，它们的设置与所替代的旧有沿用系统
基本上没有分别。如果没有实施变更管理或重新设计，便很
难让新的工具全面发挥效能。这会变成恶性循环，整个计划
很快被视为失败，从而进一步破坏未来科技的应用。

如果项目业主和工程建筑企业希望扭转这个恶性循环，则需
建立明确的科技战略，其中包括清晰的目标、决策人员和决
策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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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数据是提高了透明度，还是使
问题更加混乱？
调查参与者所提出的常见问题之一，是信息系统和科技使情况变
得更加复杂。上一代人工操作的成本管理、风险管理和项目进度
监督系统虽然未得到有效连接，也可能不够精密，但许多受访者
认为它们能够提供实用、可行的（虽然有局限性的） 功能和报告。

正如一位管理人员指出：“虽然我们在科技解决方案方面取得了
巨大的进步，但创造了完全无法负荷的复杂性。有时，我觉得被数
据淹没——被我们并不了解也无法使用的数据淹没。”

另一位受访者表示：“我们利用80％的时间收集数据，20％的时
间分析数据。随着科技不断进步，我们正尝试扭转这些百分比。”

他们并不是特例。在《2016年Harvey Nash/毕马威CIO联合调
查——富于创造力的CIO》对工程和建筑行业首席信息官的调查
中，我们发现不足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他们的大数据实施已
经取得成功。2

在该项调查中，项目业主和工程建筑企业似乎已经设置了令人
眼前一亮的各种平台，以用来对基建工程项目进行规划、监测和
控制。但是，他们当中只有很少人表示有足够资源来分析和理解
不同系统生成的数据。

调查数据显示，只有36％的工程和建筑公司，21％的项目业主
除了应用成本和进度分析之外，还能利用高端数据分析技术。这
并不令人意外，因为大部分工程和建筑公司以及项目业主指出
他们使用多种人工方式监控的软件平台。

这种多重操作模式增加了高端数据分析的复杂性，令企业更加

难以处理信息并产生洞察力。此外，这种操作模式也非常繁复耗
时；而员工本可以将时间更好地用于筛选和监测数据，以协助检
测项目问题和差异。

《富于创造力的CIO》的受访者也认同这些调查发现。只有四分
之一的受访者 (26%) 认为他们有适当的资源和资金来推动科
技创新，而27% 的受访者指出技术短缺阻碍企业跟上变革的步
伐。3

多名高级管理人员认为员工必须适应科技发展带来的更广泛的
影响，其中一名高级管理人员指出：“科技改变的一个主要问题是
对劳动力的影响以及该如何应对这一挑战，如何重新培训员工
拥有相关知识和保持就业。”

预测所需员工人数
预测一个项目所需的资源是极为困难的。确保编排适当的员工
人数，并在任何时候均能将技术人员匹配到工作岗位，这对涉
及数百甚至数千员工的大型、长期项目，或者在某些阶段需要
加快进度的项目来说尤其困难。此外，人才差距不断扩大，令挑
战更为严峻，大致的估计根本不足以满足人员需求。

建筑业主需要具备的强有力的武器之一就是能够准确预测这
些需求的能力，以保证没有任何薄弱环节阻碍项目进度或是人
员闲置而增加成本。面对稀缺人力争夺战，这可确保企业抢先
竞争对手拥有合适的人才。

科技开辟了强大的项目追踪工具，收集有关员工和工作强度的
有价值数据。当将科技融入规划过程中，企业可根据项目和企
业目标，更好地管理和预测人力资源。

科技的实践：
建筑行业如何善用
科技

2  《2016年Harvey Nash/毕马威CIO联合调查 — 富于创造力的CIO》
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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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数据和分析如何改变建筑业》(英文版)，《福布斯杂志》，2016年4月19日

在本年度的调查中，许多受访者似乎没有达到这个目标。仅36％的工程
和建筑公司和21％的项目业主指出其企业有使用高端数据分析来进行
项目估计和绩效监测。

综合、实时的项目报告：是梦想还是现实？
综合集成系统的承诺是否能真正兑现？虽然在本调查中，具备尖端科技
的远见卓识的企业指出它们已拥有完全整合、集中管理的项目组合报
告系统，但大多数受访者表示，他们的企业仍继续使用人工流程和多重
系统。

似乎通过  “一键即可” 获取所有项目信息的梦想尚未实现。

贵公司是否可以通过 “一键即可” 获取全面
整合、实时的项目数据?

承建商项目业主

75%

25%

73%

27%

是 否

“数字处理一直是建筑施工的重
要组成部分——正如人们常说，在
建筑项目上，建筑公司与会计公司
根本没有分别。”4

— Bernard Marr 
数据与分析专家，《福布斯杂志》特约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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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马威评论：缺乏PMIS系统整合可能会影响决策效率
高级管理层、董事会成员、审计委员会、监管机构和其他利益
相关者都需要准确透明的项目信息，以做出明智决策，确保
遵守法规、债务契约和其他项目要求。

能够深入探查源数据对于确认项目团队报告的可靠性至关
重要。但如果项目工具以人工独立的形式分散运作，数据的
透明度和准确性都会受到影响。

错误数据进入项目状况报告的情况多不胜数，特别是分包承
建商和分包顾问从独立于PMIS整合系统生成信息，并将有
关信息通过承建商、建筑师和工程师，最后送交施工经理。若
报告并未得到适当审查或在各种项目工具中使用不同的项
目账户编码，错误便很容易产生。企业从不同的工作成本报
告系统输出数据，以及在每个成本类别中应包含哪些范围的
项目出现误解时 (不同工具之间在工作结构的分解上可能存
在差异)，也会导致问题出现。

简单来说，若没有经过审查、监测和审计，人工误差是很难被
发现的。即使发现有关问题，也会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来解
决问题。因此，企业必须通过一个高效的PMIS系统综合各类
项目信息，并确保该PMIS系统由适当的项目数据分析工具
进行管理和审查/审核，以确保从项目开始到结束均能保持
数据完整。

采用多个人工监控的软件平台

没有采用有关系统
在整家企业采用单一、全面整合的项目管理信息 (PMIS) 系统
采用多个软件平台，并整合为单一报告数据库

10%

21%

49%
20%

9%

37%

33%
21%

项目业主 承建商

受访者以科技驱动的项目管理信息系统 在使用得当时，PMIS可以让工程师和项目经理快速准确地汇报
项目状况，并可以显著改善项目规划、施工进度、监控和控制。

在处理索赔事项方面，PMIS可帮助项目业主和承建商收集有
关项目绩效和成本的可靠信息，并减少或预防履约方面的纠
纷。PMIS工具强大的分析能力让项目业主和承建商可以更加了
解项目的成本、施工进度、质量和安全等方面的表现。承建商和
项目业主等可以在项目范围出现变化时准确预测所需资源，确
保材料和劳动力的有效预算和施工进度安排。

41%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企业采用多个人工监控的软件平台。
仅20%的企业采用单一、全面整合的项目管理信息 (PMIS) 系
统。如果没有落实全面整合的自动化系统，这些工具的有效性会
受到严重影响。

一名参与调查的工程和建筑企业管理人员解释了其公司如何使
用移动科技监控信息流动和确保信息完整，落实高效的文件管
理和全面完善的报告，并清除效率低落的流程 (即取消中间人的
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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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业主

37%

28%

36%

46%

23%

31%

    承建商

我们在部分项目使用移动科技/移动平台

我们不使用移动科技/移动平台

我们在所有项目使用移动科技/移动平台

在工程和建筑项目中使用移动科技

“仅20%的调查受访者指出其企业
采用单一、全面综合的项目管理信
息 (PMIS) 系统。”

但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他们只属少数，在移动科技变得无处不
在之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仅29%受访者的企业在所有项目中
经常使用移动科技，而类似比例的受访者根本不使用移动平台。
工程建筑企业比项目业主更多地使用移动科技，但它们两者均
应在更大程度上使用这项技术。

毕马威评论：通过移动科技彻底改变检查流程
一直以来，施工场地检查人员人工操作在 “黄皮书” 中汇报工
程建设公司的活动——包括任何未解决的事项。 如今，同一检
查人员可以从施工场地直接通过移动设备上的云端应用程序
获取更多不同的信息。

检查人员可通过手持平板电脑或智能手机，从多个地点输入
设备状态、违规情况等关键数据。现在，所有这些信息均可在
中央云端系统上轻松获取，使得工作人员在办公室就能分析

和追踪项目业绩。高级管理层可以从有关数据中确定趋势，解
决问题，并识别差距、误差和低效率，以避免施工后的报告和
记录管理问题。数据的可靠性得到提高，也可向监管机构展示
项目得到有力的尽职监督。

详细内容请参阅《挖掘数据：大型项目的成功蓝图》（英文版），
毕马威，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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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正处于工程和建筑行业变革的边缘。
无人机在施工场地捕捉详细的影像，并实时传输到智能自动化
的计算机系统，该系统可以在毋须人为干预下做出回应。与人
工不同的是，无人机可轻松到达遥远或危险区域，并全天候运
作。例如，当您在高层建筑物工作时，便可以节省时间并降低事
故风险。

机器人技术可以执行钻井和挖掘、铺设砖块和建筑梁等各种任
务，提高施工的安全和准确性；远程监控可以从世界上任何地
方进行监督；3D打印技术创建大量复杂的设计，并缩短供应链
时间实现模块化组装，创新技术的出现让人们变得如此雀跃。
毕马威调查的受访者在不同程度上均接受各种创新科技的出
现，最受欢迎的是远程监控技术，为数不少的受访者表示使用
无人机，而排名第三的是机器人和自动化技术。

探索科技的
局限性
一个令人向往的未来行业已是触手可及—— 
但是许多企业仍未抓住机遇。

使用 无人机监察 
施工场地

使用施工场地
远程监控技术

使用射频识别技术
追踪施工场地的设备和材料

42% 30% 65%

30% 17% 61%
使用智能传感器
追踪施工场地的人员

使用机器人或
自动化科技

在大部分建筑项目中，
使用建筑信息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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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工程建筑公司的管理人员指出：“建筑行业
在过去20年没有出现太大变化，但在未来5年，
我们的企业预计会出现巨大变化，以落实更为数
字化和模块化的运作模式。我们会在实地施工开
始前完整建模，小型项目则会使用3D打印技术。
科技将会担当更重要的角色。”

为数不少的受访企业在项目施工场地采用远程
监控技术。其中一名参与调查的管理人员指出，
其企业正在  “在设备上安装GPS，并考虑使用
软件集成的移动设备实时报告，减少人工输入
程序。”

只有小部分 (17％) 受访者在施工场地使用智能
传感器追踪项目和施工人员的位置。 

毕马威评论：可视化是基本工程项目决策的未来趋势
工程建筑企业迅速采用可视化技术，意味
着施工场地的虚拟 “到访” 将会很快成为常
态，并能提供简短的视频以便了解项目的概
况——并指出何处需要采取最紧急的行动。这
些画面与图表、数据趋势和3D图表等关键项
目分析互相结合，让管理层统一地了解项目
当前和预计状况。

项目业主、工程和建筑公司，顾问和项目经理
越来越多地使用相机连固的无线电遥控的四
路相机设备 (quad-cams)，全天候获取实时
画面，并监测和调查其施工活动的整体进展
情况。他们可以识别潜在的危险或质量问题，
特别适用于大型或分散的施工场地。

 四路相机设备 (quad-cams) 也是审查和记
录大型起重机和相关升降机性能、材料变动

和架设活动的不二之选。在适当的时间结合
适当信息后，企业便可更容易消除瓶颈，大
幅提升生产力甚至项目的总体吞吐量。有关
分析可以协助管理层规划大型装运的最佳路
线，避免急弯路段或低电压穿越能力不足等
问题，从而使施工场地以外的广泛价值链与
更广泛的供应链相互融合。

 与所有突破性科技一样，四路相机设备 
(quad-cams) 的使用将不断演变发展成为主
流，对项目效率和最终成果做出巨大贡献。

以上评论是毕马威国际于2016年3月发表的 
《可视化：基本工程项目决策的未来》的概

要。6

6  《洞察》第41期，《可视化：基本工程项目决策的未来》，毕马威，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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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基本：
评估项目的
管理控制
科技蕴含着巨大潜力，但工程建筑公司以及项
目业主不能忽视良好项目管理的基础。

7 《攀登曲线：2015年全球建筑行业项目业主调查》(英文版)，毕马威国际，2015年。

项目绩效不佳经常令项目业主困扰不已。本年度调查的结果重点列出
了项目管理控制未能达到所期望的成本、施工进度和质量目标的三
大原因。

项目控制不能发挥作用的三大原因

过度自信：企业可能已经在控制措施和流程中投入了大量资金，但
这些控制措施和流程并不如预期般有效。

保持控制措施贯彻一致：”控制系统的成败取决于最薄弱的环节”
是老生常谈，却又是不变的真理。公司必须改革并根除不合标准的
控制措施。

人为因素：缺乏软控制措施 (受文化和行为影响)，加上人才差距日
益扩大，削弱了企业的项目管理能力。

项目管理控制措施的成熟度：有待改善
毕马威2015年对项目业主进行的全球建筑业调查发现，大部分项目不能在超
出预算或期限的10％以内完成，半数以上受访者表示以往年度效益不佳的项
目不止一个。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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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企业在安装和维护系统化的项目治理和控制措施方面取得
很大进展，但项目仍然一再未能达到既定目标。这可以得出结
论：工程建筑企业和项目业主正在苦苦经营，拼命跟上持续快速
增长的项目规模和复杂性。

事实上，在2015年和2016年的调查中，超过三分之二的受访者
认为他们企业项目控制措施已经得到 “优化” 或 “监控”，这意
味着企业已经制定相关的控制流程。但项目效益不佳表明企业
缺乏落实于日常的有效控制措施，因而在这方面仍有很大的改
进空间。

此外，经验丰富的项目团队经常忽略规划不完整的警示，并在严
重问题和事项未得到解决前仍然继续执行项目，这一点也令人
相当意外。因此，项目业主和工程建筑公司务必保持对项目控制
和科技的投资。这有助于相关控制措施得到持续健全和管理，项
目信息系统和工具能为管理层提供所需信息。

如果管理层在灾难发生时才意识到项目存在问题，那么抢救项
目和避免失败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

得到监控：企业已经设计标准化的控制措施在企业内部使用。
已完成部分定期测试，并对设计和操作的有效性进行报告。

得到优化：企业已经设计和充分记录综合的控制措施，已完成
实时监控，并会不断完善这些控制措施。

项目业主的项目管理控制措施

49%

26%

20%

5%

已制定标准措施：企业已经设计许多控制措施，但没有进行既
定的监测活动来测试和改进控制框架。

不可靠/非正式：控制环境不可预测，企业仍未设计或设置大量
控制措施，亦没有就有关措施进行任何记录，因此企业没有进
行任何监测或改善工作。企业可能设计了部分控制措施，但没
有充分记录、监测或改进。

重新建立项目管理的基础
管理层必须在实时或尽量接近实时的基础上了解项目的问题， 
因为实获值管理 (EVM) 可以说是唯一受行业认可的一致性方
法来衡量成本和施工进度表现。通过在一个单一集成系统中计
量项目范围、时间和成本，EVM可以准确预测项目绩效存在的问
题。

工程建筑行业积极采用这种方法，但是具体应用上则各有不同。
在所有参加调查的企业中，41% 完全没有使用EVM。项目业主
与工程建筑公司在使用上也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后者更接受使
用EVM。

仅有少量项目业主拥有足够技术、经验、和资金愿意投资科技，
让项目经理能够使用EVM。部分项目业主甚至告诉我们，他们认
为大部分的项目都不需要采用EVM。在少数采用EVM的情况下，
项目业主通常会将预测工作外包给承建商。

实获值管理 (EVM) 工具的使用程度各有不同

有 — 所有
项目均有使用

有 — 用于某
组别主要项目

没有

项目业主

21%

32%

47%
46%

33%

21%

承建商

“我们并未完全遵循既定的项目管
理流程和控制措施。因而项目滑铁

卢百分之百都可归咎于此。”
— 某工程建筑公司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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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贯彻一致——工程建筑企业的成
败取决于最薄弱的环节
贯彻一致、透明的控制措施来源于强大的企业治理和固有文化
的结合。不论项目的规模或施工地点，它们给项目业主信心，保
证高度的专业标准。

当工程建筑公司投标竞逐利润丰厚的政府合同时，若能证明其
控制措施已经达到既定的标准，那成功机会必然增加。若企业未
就投标做好准备，管理层亦可通过控制措施了解情况。若投标胜
出的机会不大，可协助企业节省投标的时间和开支。

有效的项目控制措施也可为项目业主带来效益，因为它能给予
项目业主足够信心，更加相信承建商有能力在预算范围内按时
交付项目，从而改善双方关系。

根据我们的经验，控制措施未能贯彻一致以及战略性风险管理
不足的最常见原因之一，是缺乏客观的控制标准。相反，成功的
公司经常评估业务风险和内部控制环境，以更好地规避风险。领
先的企业会采用一套全面客观的标准，并贯彻一致地以此作为
评估和计量控制措施的基准。这类标准也可以为内部审计部门
提供必要的评估标准。

参与调查的工程建筑公司在能否以整体模式落实控制措施方面
表现不同。仅27％的受访者认为他们已经落实全球贯彻一致的
控制措施，较大比例的受访者则认为他们能在地区和各业务范
围内落实贯彻一致的控制措施。这个差异为项目绩效提供了另
一个解释：整体控制措施的强度取决于最薄弱的环节。

对于规模较大的企业来说，直到它们能够在企业整体范围内落
实高标准的控制措施前，它们很可能仍需承受项目失败或绩效
不佳所带来的不良影响。

项目间差异很大

已在全球落实贯彻
一致的控制措施

已在地区和各业务
范围 (但不是在全球) 
落实贯彻一致的
控制措施

27%

48%

25%

落实贯彻一致的项目管理流程

计量即行动
项目追踪和报告并向利益相关者提供所需信息永远是个挑战，
其中一个主要障碍是各项目管理和财务报告系统或项目业主与
承建商/分包承建商的报告系统之间缺乏整合。若企业不能贯彻
一致地应用计量指标，可能会增加绩效不佳的风险。

在许多项目领域，项目业主和工程建筑公司都表示他们正贯彻
一致地报告成本、风险、安全、采购和项目进度等的关键绩效指
标，但最大的差距似乎在于项目质量的报告。大部分基本工程项
目在质量上限制灵活性，因此未报告或未发现的质量问题可能
会对未来成本和项目进度目标产生不利影响。

仅一半受访者指出他们有就错误和遗漏进行报告，而仅三分之
一受访者指出他们有追踪项目试调的移交计划。如果没有全面 

不合格事项报告 (NCR)

索赔和工程变更进展 

工程变更 

设计错误和遗漏

完成项目试调的移交计划

重工

重工工时

其他

使用项目质量为本的绩效指标

项目业主 承建商

65%

53%

67%

67%

57% 53%

45% 54%

33% 49%

29% 35%

8% 16%

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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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马威评论：
致工程师——不要忽略人的因素
鉴于大大小小的项目在规模和技术上的复杂性不同，工
程师、项目经理和其他项目专业人员都会专注于技术层
面的项目管理和控制，这可以理解。但我们切不可忽略“
软因素”——人，任何控制措施的好坏完全取决于人力。科
技可以发挥 “危险指标”的作用，但它需要人力和强大的
项目管理文化来细心聆听并采取行动。

软控制措施的技术成分较少，主要涉及文化和定性内容，
其中包括开放思维和承诺等行为。领导者应该树立榜样，
并由项目组主动实施控制措施。如果没有这种环境，正式
的控制措施可能被削弱，导致成效较差。正如上文所谈
到，若企业产生大量数据，决策者可能会不堪负荷，难以
针对项目绩效提出关键的见解。

在本报告第9页的另一篇文章中，Niall Maguire (BP的项
目管理副总裁) 重点强调了员工具备丰富经验，可以应用
健全项目管理原则的重要性。参与本年度调查的其中一
名工程建筑企业领导也十分认同这个看法：“我们并未完
全遵循既定的项目管理流程和控制措施。我们拥有完善
的系统和控制机制，但如果出现偏差时，问题由此产生。
因而项目滑铁卢百分之百都可归咎于此。”

贯彻一致的项目报告，项目业主和承建商便很可能继续受绩效
不佳的困扰。项目质量报告不仅有利于追踪项目质量，它也是一
个有用的指标来评估索赔的可能性以及未来成本和施工进度超
出预算的机会。

缩小人才差距 
报告前部分谈到，当今科技专业人才相当缺乏，这导致数据分析
程度不足，因此限制科技投资发挥应有的影响。

某工程建筑企业的一位管理人员指出：“若企业缺乏具备技能和
背景的人才运行项目，科技便毫无意义。”

项目业主似乎也有类似的顾虑，另一位调查参与者解释说：“许
多专业经验正从市场上消失，例如专业人才由于裁员和退休而
离开企业。留下的员工并没有足够经验，他们可能会过于信任科
技，无法分析数据并从适当角度提出独到的见解。”

在项目管理的各方面，人才争夺战仍然持续。退休员工的统计数
据由各大学和院校完整记录在案——以尝试培养新一代的项目
经理。

显然，培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参与调查的项目业主也认同这个
看法。四分之三 (74％) 的受访者表示，项目管理培训是企业治
理架构的主要部分，60％的受访者表示其企业鼓励专业人员取
得外部项目管理认证。

“仅27％的受访者认为他们已经
贯彻落实全球一致的控制措施，
较大比例的受访者则认为他们能
在地区和各业务范围内落实贯彻
一致的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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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尖端科技的远
见卓识：三个关键
步骤
我们曾在本报告中谈到，”科技” 一词涵盖可以改善建筑施工生
命周期各个阶段具体操作的一系列广泛的创新科技。我们从调
查受访者的回答中发现，建筑行业尚充分利用科技和发挥科技
的全部潜力。

要想从科技中真正获益，工程建筑公司和大型项目业主必须考
虑如何以更好的方式将科技融入业务流程和企业文化中。以下
是实现这个目标的三个关键步骤：

确保基调正确

建立强大的内部控制
任何系统和建立的模型关键在于输入的信息，如果有关理论存
在缺陷，那相关建模也同样存在缺陷。以综合成本和项目进度监
督系统的使用为例，它们均是非常优良的工具，可全面反映项目
的整体进度和状况，若项目进度的安排是基于混乱的逻辑而制
定，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例如，取得许可证等工作的时间编排
可能过度乐观，或有关单位没有按照实获值里程碑系统化地计
量工程建筑企业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数据并不能反映事实，
项目的监督人员亦无法做出准确预测。

在寻求建模工具之前，企业必须先健全内部控制基础。在采用实
获值的早期阶段，我们常建议客户从良好的成本绩效指数 (CPI) 
和进度绩效指数 (SPI) 开始，这样他们就可以根据目标准确地计
量成本和施工进度绩效。只有在设立这个制度后，他们才可认真
考虑购买软件来优化相关流程。

确保内部系统彼此相关
假设贵公司已经拥有强大的内部控制措施，则应同时保持各系
统彼此相关：直接关联或至少共享数据格式。这可让工作团队从
不同的活动和不同的来源中收集数据，并进行同类比较。

部分项目经理倾向于综合成本和项目的进度监督系统，因为这
些系统能明确定义项目范围，并由此做出成本和项目进度安排。
而其他项目经理则可能较喜欢两套单独的系统以提供独立视
野。不管企业选择哪种方法，这些系统必须彼此相关——特别是
在使用多个记录系统的跨国公司中。

成熟的数字解决方案
在研究任何新科技之前，企业必须完全了解各种现有的解决方
案，例如高级项目进度分析、蒙特卡洛模拟技术、计算机辅助设
计 (CAD) 系统或BIM软件等。当企业有信心来驾驭这些技术后，
便可准备整合和探索其他创新科技。

将D&A融入企业基因

即时数据与分析 (D&A)
数据与分析并不是“下一件大事”，而是现下的大事。如果企业现
在不能充分利用这项技术，便会落后于竞争对手。几年前，毕马
威便已采用数据分析技术取代人工成本核算，以提升工作速度
和准确性。这项简单的探索性投资，为我们目前应用机器学习技
术分析合同条款和不可扣除的成本奠下基础。
分析技术可为企业带来许多好处，将工作方案转化为项目成果：
例如更准确的估计，进度安排和资源管理，改善项目范围的制
定，加强风险管理和安全并提高实时生产力分析。

整理数据
如果数据未能得到有效整理、或是不准确并且不是以每个人都
可理解和通用的格式保存，数据便不能发挥重大的作用。这意味
着企业必须保存一份数据清单以确定哪些是有用数据，哪些是
无用数据，并建立一个共同的分类法或数据架构来确保数据的
一致性。

 第1步

 第2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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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愿景的实践
毕马威的某位客户（某高等教育机构）希望将一个完全综合的资产
生命周期模式融入管理项目中。这可让企业从项目设计到设备、材
料管理以至运营和维护等项目生命周期的每个阶段，都能够共享
数据。

客户就综合资产管理信息系统制定了一个路线图。这包括就其所有
设施制定3D模型，以作为所有新的建筑、运营和维护项目的基础。
以电子方式模拟设施后，企业便可更有效地管理资产。例如，一支新
的翻新项目团队可以通过使用现有的3D模型以及历史操作和维护
数据来制定粗略的估计和绘画示意图。通过这个方法，企业可以最
低成本全面准确地反映翻新项目的具体情况，让管理层就资金安排
做出最终决策。

设想你希望从数据中获得什么
企业可通过集思广益思考数据的潜在用途，探索不同的方法来改善项目
管理。在这个阶段，最明智的做法是让数据科学家或其他数据分析专家参
与其中，以帮助企业确定各项目标的可行性。同时，企业应做好准备迎接
失败；通过测试数据的限制，企业也可从中获得有价值的见解。

制定科技战略和愿景
科技变化一日千里，投资成本巨大，许多项目业主和工程

建筑企业的管理人员在对未来的科技战略规划时往往有所犹豫，这并不令
人意外。仅8％的调查受访者被视为具备“尖端科技的远见卓识”——仅19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正对其商业模式做出颠覆式的改变。
但是，如果企业没有制定策略，便很难评估、调整和整合新科技。如果管理
人员想要提升项目绩效、持续改进和提高生产力，他们应该：

 — 安排企业内的科技主管人员协助提供指导，促进落实科技战略，制定
未来模式和科技发展路线图。根据不断变化的业务需求和经济条件以
及科技的具体发展情况，每6个月评估和修订/更新该路线图。

 — 研究各项新科技，评估无人机、机器人等创新科技的潜力和可行性。
 — 识别关键项目绩效目标和影响项目进度的已知障碍。然后，确定哪些

技术可协助企业实现这些目标；例如，实时报告可让企业迅速解决问
题，而毋须将问题升级处理。

 — 识别贵公司需要收集的数据——是否存在任何差距。
 — 讨论如何以具成本效益的方式及时引入转型技术和相关方法。

 第3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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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本次调查
本次调查受访者的所有回答均是通过我们在2016年年中对218
位高级管理人员 (其中许多是首席执行官) 进行面对面访谈收集
而来。其中，119位受访者来自从事大型基建项目的企业；99位受
访者来自工程和建筑公司。

本调查研究的问题由来自毕马威各成员所的工程和建筑行业高
级代表组成的督导小组编制，其中反映毕马威成员所的客户当
前关注并持续关注的事项。调查研究的访谈工作也是由这些专
业人员进行。

受访企业的营业额/收入由低于10亿美元至超过200亿美元不
等，企业类型包括跨国公司、地区企业以及本地企业等各类不
同企业。它们的年度资本支出的预算约为1,000万美元到超过
50亿美元不等。

29% 的项目业主为公共机构（通常为政府机构）以及能源和自
然资源、科技和医疗保健等主要行业。

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

私人企业 政府机构或部门

其他

5%

28%

34%

5%

29%
项目业主

1%

10%

33%

56% 承建商

贵公司的企业类型

低于10亿美元 10亿 ‒ 50亿美元

50亿 ‒ 200亿美元billion 高于200亿美元 

12%

30%

37%
20%

2%

54%

22%

项目业主 承建商

21%

贵公司在上一财年的营业额 (营运收入) 

欧洲、中东和非洲 美洲 亚太地区

62%

41%38%
52%

51%

项目业主 承建商

44%

贵公司的营运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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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马威全球
工程和建筑
行业服务
各地区的毕马威成员机构在工程和建筑 (E＆C) 行业拥有丰富
的经验，因此工程和建筑行业的管理人员都会向毕马威的专业
人员寻求咨询。几十年来，我们致力于根据工程和建筑行业的
需要，为企业量身打造专业服务。为此，我们专门建立了一个跨
领域的服务团队，成员包括注册会计师、专业工程师、建筑师、
项目经理、项目业主代表、合同和采购专员、财务和税务专业人
员、业务估值专业人员、成本估算师和专业人员、获认证欺诈审
查员以及法证会计专业人员等。

毕马威的专业服务团队超过2，000人，遍及全球40多个国家，无
论客户在哪个地区，毕马威工程和建筑行业的专业人员均能为
客户提供相关指引和独到的战略见解。

毕马威成员所协助客户在项目整个生命周期中识别和规避风
险。我们的工作方法包括 “执行适当的项目” 和 “以适当的方式
执行项目”。我们的服务范围包括施工方案评估、项目风险和控
制评估、履约分析和成本调查，以及对复杂和出现困难的项目
提供专业支持。

在管理大型基本工程项目的财务和技术事宜方面，我们为客户
提供丰富的行业知识、跨职能团队及广泛的项目实践经验。我
们的大型项目咨询服务由来自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士组成。

通过将全球洞察力与当地实践经验互相结合，我们可以在项目
规划、战略和施工以至运营和移交等任何项目阶段，与客户携
手迎接每项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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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建筑行业调查 
毕马威进行全球建筑行业调查，以监测工程和行业 (E＆C) 的热点问题，及时提供行业发展的最新摘要和专业见解，协助专
业人士在当今急速变化的环境中做出更明智的决策——毕马威在本年度发表了第10期 《全球建筑行业调查》。

《2015年全球建筑行业调查：
攀登曲线》
毕马威的2015 年全球建筑行业调查集
中研究项目业主在寻求攀登成熟度曲线
上所面临的挑战，调查访问了100多名来
自私营和公营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

《2012年全球建筑行业调查：
重大的全球基建项目机遇》
2012 年的调查集中探讨各种形式的能
源和基建需求不断增长，几乎所有工程
建筑企业的重点均有所转移。

 

Climbing  
the curve

KPMG INTERNATIONAL

GLOBAL CONSTRUCTION SURVEY 2015

2015 Global Construction 
Project Owner’s Survey

kpmg.com/building

《2013年全球建筑行业调查：
准备好迎接下一个大浪潮》
2013年的调查访问了全球各地165 位
大型工程建筑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以
探讨行业发展趋势和增长机遇，受访者
对行业发展持有乐观看法。

《2010 年全球建筑行业调查：
适应不明朗的环境》
2010年的调查发现，许多工程建筑企
业对其近期发展前景保持审慎乐观，并
列举了承建商为抓住新机遇所采取的
措施。

以下是毕马威发表的部分相关报告和刊物。详细阅读请访问：  kpmg.com/cn 或电邮 
我们： gofmbuilding@kpmg.com.

《百项基建：环球市场报告》
在《百项基建：环球市场报告》(第3期) 中，
毕马威重点指出了推动全球基建投资的
主要趋势，并由全球独立行业专家小组选
出了100项世界上最具创意和影响力的基
建项目。

《评估基建投资的真正价值》
本报告根据全球调查研究和案例分析，就
巴西、印度、南非和英国等地的当前基础
设施评估和排序流程提出宝贵的见解。

KPMG International

kpmg.com/infrastructure

Assessing the 
true value of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Global Infrastructure

其他出版刊物
毕马威成员所在基建项目和基本工程项目的生命周期中的各个阶段均曾参与许多不同领域的工作。我们不断分享参与过程中
获得的见解，帮助客户做出明智决策。

《前瞻：2016年的新趋势》
在本特刊 (第4期)，毕马威的三名全球基
建业服务主管就将会影响2016年及以后
基建领域的新趋势分享了他们的看法。

Foresight/January 2016

Special edition — January 2016

Foresight
A global infrastructure perspective

Barring a global economic meltdown or apocalyptic event, 2016 is already 
shaping up to be a year of growing momentum for the infrastructure sector. 

The signs of this momentum are everywhere: in new sources of capital 
and new funding approaches that promise to unlock trillions of dollars 
in new equity and debt investment; in growing asset management 
capabilities, cyber security and public procurement, which are ushering 
in a real step-change in the way operators and owners manage assets; in 
the growing boldness of governments seeking to catalyze economic and 
social benefits; and in the growing alignment between the ‘macro’ needs 
of governments and the ‘micro’ decisions of consumers.

Trends that will change the 
world of infrastructure over the 
next 5 years

10 emerging trends  
in 2016

© 2016 KPM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KPMG International”). KPMG International provides no client services and is a Swiss entity with which the independent member �rms of the KPMG network are a�liated.

《城市的未来》
本刊物系列主要探讨在城市化改变全球动
态的情况下，城市面临哪些挑战和机遇，以
及我们如何共同创造更美好、更可持续发
展的生活和工作。

KPMG International

kpmg.com

The future  
of cities:  
creating  
a vision

相关刊物

Ready for  
the next 
big wave?

KPMG INTERNATIONAL

GLOBAL CONSTRUCTION SURVEY 2013

kpmg.com/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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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期——基础建设的道德观 
本期探讨人口移居、贪腐、社会平等、
经济负担能力等困难的议题 —尤其是
站在道德辩论最前线的基础建设主管
所面临的难题。此外，本期还包括一份
有关资产交付的专题报告。

Infrastructure Morality

Delivering on the 
UN’s SDGs  
An interview with 
Amir Dossal 
Page 12

Brazil emerges 
from the Car Wash
An interview with  
Artur Coutinho 
Page 14

Catalyzing 
development
An interview with  
Syed Uddin 
Page 16

#inframorality

INSIGHT
The global infrastructure magazine | Issue No. 8 | 2016

《避免海外建设项目出现欺诈行为》
近十年来，建筑企业越来越意识到地域多
元化和国际扩张的必要性，虽然投资于新
兴市场可带来许多效益，但贿赂舞弊的风
险也会随之增加。

《优化项目组合：是一场赌博还是审慎
承担风险？》
本报告主要探讨项目组合的优化，其中重
点指出资本配置效率低落的一些挑战和
陷阱，并就企业在整个项目生命周期中识
别和管理项目提供参考示例方法和实践
模式。

1 | Project Portfolio Optimization – Do you gamble or take informed risks?

KPMG Global Energy Institute
KPMG International 

Project Portfolio Optimization –  
Do you gamble or take informed risks?

You have probably heard the phrases “cannot 
fail,” “too big to fail,” and “bet the company” 
used to describe major capital projects such as  
nuclear power plants, gas pipelines, LNG facilities, 
and others. For these types of projects, wouldn’t 
it be nice to know that your decision to select or 
proceed with a project is the best decision for the 
company or organization? Wouldn’t it also be nice 
to know how to optimize the project screening 
and selection process throughout the project 
delivery life cycle? 
This paper addresses these questions by highlighting some of 
the challenges and pitfalls of inefficient capital allocation and 
portfolio optimization. It also provides example approaches and 
practices for identifying, screening, selecting, and budgeting 
projects throughout the project life cycle. 

How much does inefficient capital allocation cost an 
organization?

Given the proposition that major capital projects are lengthy 
endeavors often taking more than four or five years to 
complete, how do you evaluate the project decision-making 

process? How many years can an organization, whether a 
public entity or private company, misallocate capital before 
it is forced into bankruptcy or the organization’s leaders are 
voted out or fired? These are difficult questions, but it is clear 
that capital allocation across a project portfolio is something 
all governments and companies wrestle with on a continual 
basis. For many industries, the relative success or failure of 
this allocation process determines which companies and 
organizations thrive and which may not even survive. 

Every capital allocation process should have core components 
that drive the overall process. For owners, the first component 
is a capital budgeting and planning policy  that links the 
organization’s business strategy to its project portfolio needs. 
The policy must describe in detail how projects are funded 
and address both in-cycle and out-of-cycle capital allocation 
and approval. The second component of an owner’s capital 
allocation process are capital budgeting and planning 
procedures  that describe in detail how the policy is to be 
implemented. Those procedures should include appropriate 
project management processes and controls and establish 
performance time lines. The third and last core component is 
a cross-functional capital review committee  that is tasked 
with overseeing the overall capital allocation process. This 
review committee should be instituted above and beyond 
any required executive management or board of directors’ 
involvement. Included below is an example of a high level 
project portfolio optimization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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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项目咨询 (MPA) 专业服务系列
毕马威大型项目咨询专业服务系列的主要对象为从事大型建筑项目的项目业主，专业服务适用于涉及施工项目的所有企业实体或
利益相关者。本系列根据毕马威大型项目咨询服务的专业人员所累积的丰富经验，提供了管理和控制大型基本工程项目的框架。我
们为数百家行业领先的建筑业主、工程、采购施工承建商提供服务。

—  从概念到项目——项目发展的主要考虑因素
— 利益相关者的管理与沟通
—  项目组织和设置项目管理办公室
— 项目治理和项目控制

— 预算、估计和应急管理
—  监察基本工程项目，解决问题迹象 
— 项目风险管理 (未来)
— 工具和基础设施的投资 (未来)

第6期——人口问题
本期深入探讨前所未有的人口变化和
目前正在发生的人口变化与应付这些
挑战所需的基础设施之间的关系。本
期还包括一份有关亚太区基建市场的
专题报告。

Don’t panic 
An interview with 
Hans Rosling
Page 8

Managing growth 
in developing 
world cities 
Page 20

INSIGHT
The global infrastructure magazine / Issue No. 6 / 2014

Population

With a special feature on

Asia Pacific’s 
infrastructure 
market

Beyond Malthus:
Sustaining population 
growth  
Page 16

第5期——基建设施的韧性
本期探讨了全球有关基建设施韧性
最具影响力的多个事例。本期还包括
一份有关拉丁美洲基建市场主要变
化和机遇的专题报告。

INSIGHT
The global infrastructure magazine / Issue No. 5 / 2013

Resilience

With a special feature on

Latin America’s 
infrastructure 
market

洞察—全球基建行业杂志
《洞察》是毕马威半年刊的基建行业杂志，从本地、地区和全球的角度出发，广泛地就当今基建行业面对点问题提供独到 

见解。

第7期——基础设施的控制者
本期探讨影响基础设施控制权的一
些重大挑战和趋势。本期还包括一份
有关铁路行业的专题报告，铁路行
业往往是资产控制权出现争议的重
点领域。

Infrastructure 
asset recycling: A 
Renaissance Man 
An interview with 
Mike Baird 
Page 18

Regulation in an 
era of change: A 
roundtable with 
energy regulators
Page 38

INSIGHT
The global infrastructure magazine / Issue No. 7 / 2015

Who controls our 
infrastructure?

With a special feature on

The global 
rail sector 

Reconsidering the 
drive to depoliticize 
infrastructure
An interview with  
Sir John Armitt 
Page 20

《预防黑天鹅事件：
避免大型项目遭遇失败》
本文重点介绍了可能导致项目业主和承包
商遭遇灾难性失败的大型基本工程项目的
特征，筛选项目的替代方法以及尽早发现
项目问题的红旗示警和触发机制。

《如何成功管理大型项目》
有效管理大型项目有赖于三个关键概念：
尽早规划和组织、与利益相关者充分沟通
和项目控制的整合，以及持续改进。这三部
分涵盖了管理大型项目的最佳实践模式。

How to successfully 
manage your 

mega-project

Part I – Early planning and 
organizing for success

kpm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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