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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产值和人员流量动态系统化管理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项目管理部 

许宏雷 杨凯 陈杨 来庆磊 田天生  

【摘要】通过中建八局上海分公司近两年在人均产值和人员流量动态管理方面的具体工作，逐渐总

结、精细和完善出一套如何在资源短缺、管理费用负担加重等问题的下，通过围绕人均产值和人员

流量的科学动态管理，实现公司项目管理降本增效的管理系统。 

【关键词】 人均产值  人员流量 动态管理 降本增效 

 

一、 人均产值和人员流量动态系统化管理推行的背景和实施 
近两年，随着上海公司业务量迅速增加，资源短缺、管理费用负担加重等问题随之而来，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制约了公司迅速发展。如何降低成本合理有效、高效的挖掘资源、利用资源提升项目

管理水平，在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保证精细化，实现标准化已成为公司当前迫在眉睫的问题。 

在此背景下，上海公司项目管理部根据与局兄弟公司的交流经验，对应上海公司实际发展状况，

围绕管理中涉及到的六大要素“人、机、物、法、环、测”，先后在局及上海公司各项目开展了一系

列调研工作。在调研中发现，在有效地使用人才，发挥人才潜能，提升项目管理效率方面，上海公

司对比局先进公司，还有不小的差距。 

1． 项目间人员流动不畅，部分项目人员出现冗员，而部分急用人的项目却无法找到合适的管理

人员。 人员在不同项目之间的调转缺乏统一标准和依据； 

2． 公司总部对项目人员的分布信息缺乏及时地动态掌握，尤其是项目人才的成长、培养状况，

对应项目工程进度的相应工作任务量变化，项目人员的使用状况不清，对公司人才梯队的整

体状况缺乏动态的掌握； 

3． 一方面公司现有的人才潜力无法得到充分发挥、提升，另一方面公司业务发展亟待迅速补充

合适的人才。 

调研中发现，“和尚挑水的现象”较为普遍。项目部对人员的使用效率参差不齐，人员岗位在责

权利等方面存在较大的离散性，人员流失现象严重。通过调研，我们发现，部分项目管理做的好的，

人员确不多。这反映出我们的管理不是人多就好，关键在于用对人和用好人。 

因为人员管理的有序性不够，标准不统一，岗位责任不清，公司对项目的二级管理出现较大的

滞后：一些项目常出现工期严重滞后不上报、产值确认不及时、人员分流不及时、人员短缺不通报

等问题，这都给公司整体的项目管理水平提升和业务发展，造成严重的制约。 

如何寻找抓手，短期见效，务实可行，合理科学的促带、推动、提升项目综合管理水平，这对

公司项管部的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课题。 

借鉴局先进管理经验，结合公司整体经营及实际管理水平，公司于年初将“人均产值”这项衡

量企业管理效率的重要指标引入实际管理当中。人均产值和人员流量动态系统管理办法就是围绕这

项指标落实建立起来的。该系统的运行，以点带面，是结合渗透项目人力资源管理、项目工期管理、

项目 KPI 管理、项目成本管理等方面的一套数据科学、运行规范、流程清晰、内容明确、操作简单，

效果显著的，并可持续改善的完整的项目管理系统。 

二、 人均产值和人员流量动态系统化管理介绍 
人均产值和人员流量动态系统化管理办法是围绕“产值”和“人”两大因素建立起来的。结合

公司整体实际管理情况，2013 年，由项目管理部牵头制定了《人均产值标准和人员流量动态管理办

法》。 

1． 管理办法 

（1） 《人均产值标准和人员流量动态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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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产值标准和人员流量动态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是上海公司项目管理部于 2013

年 5月 14 日印发的，适用于所有上海公司的在施和新开工的项目。该办法的是根据中建八局及上海

公司标准化管理及“大商务”管理的指导思想，在公司 2012 年实施的《在建项目月度产值与资金收

款考核办法》基础上，为进一步推进项目管理标准化、精细化、提升项目管理水平，特别制定的。

总的说来，是通过项目人均产值这一重点考核指标的完成情况来最大程度的实现总部对项目的监控，

为总部考核项目的综合管理水平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并通过对项目人员流量的动态管理，提升项

目团队的管理效率，提升公司的项目管理水平。 

为使管理办法更科学，《办法》针对不同项目规模、项目特点、阶段特点和各工况，建立分类人

均产值标准：由于公建和住宅类项目，以及项目的各阶段（桩基、基础、主体、装修机电、后期等）

对人员投入的需求不一样，另外又区分有自营和总承包之分，外资和内资的区别，体量大小等区别。

上海公司项目管理部结合对以前项目的统计以及在和相关部门讨论的基础上，制定了各阶段的 2013

年的公司标准，该标准会随着公司管理要求，根据需要每年进行调整，如下表。 

人均月产值标准（万

元） 

住宅 公建 备注 

最低 均值 大型 最低 均值 大型  

桩基阶段 70 85 100 70 85 100  

围护阶段 42 50 60 42 50 60  

地下结构 40 46 55 40 46 55  

地上结构 40 46 55 40 46 55  

机电装修（自营） 50 60 70 60 70 85  

机电装修（甲指） 140 170 200 170 200 240  

 

《办法》对于有特殊工艺要求（入清水混凝土施工等）、体量较少（如前期售楼处等）、外资项

目等项目的产值标准，给予一定的空间，可申请根据项目情况单独讨论，经公司部门审核、核定。 

所有公司项目，确定了必须统一坚持以提升人均产值和激发提升工作效率的大原则，通过管理

深化，促提管理水平。 

（2） 《项目部人员分类管理办法》 

随着管理的深入，为加强公司各项目部间人员流动管理，提高公司员工整体工作效率，控制公

司整体人员规模，满足公司整体用人的需求，公司于 2014 年 5 月 27 日颁布了《项目部人员分类管

理办法》。      

该办法将公司项目人员分为了 A、B、C 三类，对每一类人员的调动、流转、审批管理进行了规

定说明，并对管理流程、各类人员相关转换之间关系的做了解释，以促进一步对人员管理进行更进

一步的精细化管理工作。 

2． 系统管理流程 

该系统管理流程串联局、分公司和项目三个层面。 该办法根据局对上海公司下达的整体年度产

值任务目标，预估公司预计开年的在施项目和预计新开工项目数量、分布特点，参考标准进行比对、

划分、计算，从而计算出公司整体年度项目人员预计总流量。 

针对每一在施和新开项目， 根据项目的实际特点状况，按照上表中的阶段流量标准，计算出项

目在不同阶段和项目总体实施的标准人员流量控制目标数。  

根据这一控制目标数，项目可自行梳理、调整和分配其人员的岗位设置和数量。已在施项目， 对

照调整或压缩；新开工项目，人员策划部分，对照该标准定编。公司总部统一审核确定，保证项目

整体人员计划可控、可预估。公司总部为此，可提前制定并通过月报及相关项目报告，动态调整掌

握项目人员状况，制定相应的培训、招聘、流转、晋升办法，并配套推行。 通过这一《办法》， 有

效保证公司的整体人员、人才管理可控，可计，可调，连接管理举措相互匹配，有效。  

另外，在项目管理过程中，通过对这一关键指标的动态把握，和对公司其它经营性指标的对比，

可有效的展开公司各项目的工作效能竞赛，评优促优，有效的掌握和判断公司各项目管理效能的差

异和人员的综合能力状况，为公司的人才发展和人才规划提供有力的支撑。 

《办法》的运行管理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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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系统的流程依靠该《办法》的规定流程运行，同时，《办法》在流程图中还明确了需使用的

相应串联表格，实现管理的通用表格标准化。  

 
2.1 系统监控流程 

项目在实施的过程中，根据统计的人员流量、产值完成情况和项目经理月报结合季度检查、形

象进度等，项目管理部将对项目人均产值完成情况进行持续监控，并进行月度排名和通报。年终，

对不能达到年度指标要求的项目，要求项目提供书面报告进行解释，并修订相应年度计划，提供新

的年度人员流量计划报公司审批，通过后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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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考核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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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系统管理的考核分三个层面：月度、年度、最终考核，项目管理部根据对项目的监控分别进

行月度、年度人均产值分析，并最终于项目结束时对项目进行评估。每一阶段的分析，项目管理部

据此分析进行考核，具体考核办法参照公司相关考核办法。 

考核流程如下： 

 
三、 系统关键活动要求及说明 

序

号 
关键活动 管理要求 

时间要

求 

主责部

门 
相关部门 工作文件 

 

1 

确定公司

人均产值

目标 

根据公司年产值目标

和上一年管理总结各

项数据 

年初 
项目管

理部 

财务部、

合约部、

人力部 

- 

 

2 

修订《办

法》 

根据当年人均产值目

标和上一年管理总结 
年初 

项目管

理部 

财务部、

合约部、

人力部 

《人均产值动态

管理办法》 

 

3 

招聘、培

训 

根据当年公司确定的

人流量标准编制计划 
年初 人力部 

公司各部

门 
- 

 

4 
宣贯 

对每一个在施项目进

行 

管理办

法修订

后进行 

项目管

理部 

公司项目

部 

《人均产值动态

管理办法》 

 

5 

编制项目

策划 

项目人均产值目标和

人流量按照《人均产

值动态管理办法》执

行 

一个月 
项目管

理部 

人力部、

合约部 

《项目策划书》、

《人均产值动态

管理办法》 

6 

编制项目

目标责任

书 

按照合同要求根据实

际情况编制 

策划编

制 3个

月内 

合约部 项目部 项目目标责任书 

7 预计产值 
年底根据形象进度估

算 
年底 

项目管

理部 

项目合约

商务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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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编制《年

度经营管

理考核指

标分解》 

根据项目策划 

年初及

新开项

目策划

编制完

成后 

项目管

理部 

合约部、

财务部、

项目部 

《项目策划》、

《年度经营考核

管理指标分解》 

 

 

9 

监控 

季度检查，每月统计

项目人流量、项目产

值，人员流量动态管

理表梳理，项目经理

月报分析 

每月 
项目管

理部 

人力部、

和约部、

项目部 

《年度经营考核

管理指标分解》、

《项目经理月报

分析表》、《人均

产值统计表》、

《人员流量动态

管理表》 

10 分析 人均产值月度分析表 每月底 
项目管

理部 
项目部 

《人均产值月度

分析表》 

11 预警 
根据分析结果做出判

断 
每月底 

项目管

理部 
项目部 

《人均产值月度

分析表》 

 

 

12 

考核 

根据每月进行的分析

预警以及年终各项目

的人均产值实际情况

进行 

年底 
项目管

理部 

财务部、

人力部、

公司各项

目部 

人均产值考核办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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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根据当年年初目标和

年底实际情况进行，

作为下一年度制定标

准的参考依据 

年底 
项目管

理部 

财务部、

人力部 
- 

下面我就将以 2013 年在施过程中的平凉路 23街坊项目为实例穿插进行介绍。 

1. 确定公司人均产值目标：公司每年根据局下达的指标确定本年度公司产值，结合公司经营和实

际管理水平以及上一年度人均产值实际情况，确定公司本年度人均产值目标，进一步估算当年

公司人流量。如 2013 年结合公司整体目标，计划实现项目人均月产值在去年基础上提升 18%

左右，并降低 0.77%的管理成本。如下表，项目人均产值 2013 年整体目标是 46万元/人月。 

年度 产值 人员流量 
公司人

均产值 

机关人

员流量 

项目人

均产值 

项目人均

月产值 
管理费 

2012 年 250000 670 373 131 464 39 3.86% 

2013 年 400000 858 466 131 551 46 3.09% 

 

2. 修订《办法》：每年年初项目管理部对《办法》，主要根据重新确定的当年公司人均产值目标和

上一年度管理中的总结情况，并结合公司当年实际发展需求和现状进行修订。主要修订内容包

括公司当年人均产值目标、项目各工况阶段的人均产值标准等内容。 

3. 招聘、培训：作为该系统管理过程中两个关键因素“产值”和“人”，如何将“人”这方面的

工作做足做实成为我们这项工作的基础。为此，从人员招聘入手，对新进员工素质严格把关，

以满足项目管理实际需求为前提进行一系列有力的工作。同时，做好对各管理人员培训工作。 

• 招聘：根据公司当年发展规模，于年初计划招聘人数和各层次人才需求，制定招聘计划。

过程中，根据项目开展情况做出相应调整。公司除了校园招聘和社会招聘外，还实行内部

竞聘的办法。在为广大员工提供平台的同时，满足公司人才梯队建设需求。 

• 培训：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和需求，年初制定的培训计划和预算，过程中根据需要增加培训

内容，对计划做相应调整，相关费用报告形式说明。 

4. 宣贯：《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对每一个项目逐个进行宣贯。 

5. 编制《项目策划》：新开项目人均产值目标确定参照当年颁布的《办法》。策划编制中，项目目

标策划中人均产值根据公司人均产值标准，并结合项目实际合同情况确定。同时算出项目人流

量，作为项目人员配置策划编制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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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合同额 人均产值目标 人员流量指 最终人员流 项目类型 

上海航空服务中心 124900 69.77 1880 1878 公建 

平凉路保利23街坊 32175 83 403 438 住宅 

上海万科南站 1159 68 18 22 公建桩基 

杭州万科 4410 27.2 214 220 公建清水 

以平凉路保利 23 街坊为例：项目目标策中确定人均产值目标为 83万/人月和人流量总和为 384

人月。 

 
根据项目目标策划算出人流量为 384 人月，额外考虑项目初期准备阶段、项目完工维保和结算

阶段，分别 2%和 3%的人员流量投入，人员总流量为 384×1.05=403.2 人月<438.6 人月。考虑到该

项目工期特别紧，人员兼职多，人流量稍许放宽。 

6. 编制项目目标责任书：新开工项目要求在三个月内完成签订，内容有与形象进度挂钩的产值预

计表，由合约部负责签订，作为对整个项目目标考核的依据及过程中签订《年度主要管理经营

考核指标分解》（以下简称《年度指标》）的依据。 

7. 预计产值：年底，项目管理部对公司已开工项目下一年产值进行预计，数据由项目合

约商务部根据形象进度进行估算提供。平凉路保利 23 街坊 2014 年预计产值 12956 万元，将作

为明年签订《年度指标》的依据。 

8. 签订《年度指标》：年初，在项目管理部组织下，联合合约部、财务部，公司总经理与

项目经理签订《年度指标》，项目参照执行，公司作为对项目年终考核依据。签订内容参考《项

目策划》、《项目目标责任书》等。 

9. 监控：项目管理部主要针对以下几方面进行监控： 

9.1 人均产值统计表——监控人流量完成率、产值完成率 

以平凉路保利 23街坊项目为例：截止 11 月份产值合计 11179 万元，当年总产值目标 13914

万元，产值完成率 80%；实际人流量 129 人月（学生 31 人月），人流量指标 203 人员，人流量完

成率 0.64。 

上表监控统计数据，在对在施项目人流量、产值进行监控分析的基础上，能够对各阶段、不同

类型的人均产值进行统计。每年可据此对下一年各阶段人均产值标准进行修订。 

9.2 项目经理月度分析——监控项目进度、各项目未来三月员工异动情况。 

以平凉路保利 23 街坊项目为例：11月份项目经理月报显示合同工期滞后 6天，未来 3个

月无项目管理人员需求或分流计划。 

9.3 人流量动态管理——每月梳理员工异动情况，于生产例会说明。项目之间人员调动，要预

先得到项目管理部的同意，尤其是骨干梯队员工。项目在施工过程中，需要增加岗位，要

预先和项目管理部沟通。对于劳务派遣员工，原项目应保持和公司各序列沟通，协助分流，

确保留住人才。 

9.4 季度检查——对项目情况进行实际检查，发现问题，提出整改。 

10. 分析：项目管理部根据监控结果，对项目每月进行分析汇总，形成《人均产值月度分析表》。

项目管理部根据监控下的年产值完成率和人流量完成率的对比，结合当月人流量实际情况和工

期情况，对项目人流量预警做出判断，据此预警项目人员分流。 

11. 预警：项目管理部每月根据分析结果对各项目做出预警判断，按照《人均产值预警相关规定》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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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考核：人均产值考核分三部分进行，月度考核、年度考核、最终考核。 

• 月度考核——项目管理部根据月度监控、分析结果进行。 

• 年度考核——项目管理部根据月度考核和年度人均产值完成情况进行。 

• 最终考核——项目管理部根据年度考核和最终人均产值完成情况进行。 

 

 
13. 总结：通过一年的系统管理工作，总结出当年各工况阶段人均产值，作为下一年制定标准的参

考依据。同时，梳理总结这一年工作中关于开展这项工作的得与失，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取得

的成绩等。 

四、 系统管理下取得的成果 
    通过一年的实施，我们在管理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一下几方面： 

1. 提升人均产值 

公司人均产值在去年制定的目标基础之上提升了； 

如下表 2013 年各项目标对比所示： 

年度 产值 人员 
人员流

量 

机关人

员 

机关人

员流量 

项目人均

月产值 
管理费 

管理费

率 

2012 年 目标值 250000 670 8040 131 1572 39 9650 3.86% 

2013 年 

目标值 400000 858 10296 131 1572 46 12360 3.09% 

实际值 350000 
977（含

90 新生） 
7858 

126（含

8新生） 
1404 54 12554 3.58% 

注：1、人员流量=人数*人月数；2、新生不算流量； 

2. 在监控人均产值的同时，工期也得到有效的管控； 

3. 提升了公司员工使用合理性，减少人才浪费； 

利用人员流量及动态管理表与人均产值动态管理系统配合使用，及时发现项目团队组建。分流

等环节存在的问题，有效防止项目囤积的人才、人员配置臃肿、效率低下等问题。有利于公司管理

人才顺畅调动、流通，减少人才浪费，从现有人才管理方面减轻了公司人才短缺压力。 

4. 减少员工流失率 

公司项目不断增加，项目配备人数不断减少，给更多有能力的员工提供平台，减少了优秀员工

的流失； 

5. 辅助完善公司考核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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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提升公司团队管理效率和精细化管理水平。 

五、 存在问题及下一步工作重点 
    就目前而言，整套系统基本框架已经成型，基本工作内容已经明确，各工作点已顺利开展，不

过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 

1. 从系统本身讲，目前这个办法只能针对合同员工和一类派遣人员管理，对二、三类派遣人员

公司没有一个从管理成本方面控制的系统的有效措施。 

2. 从流程上讲，一方面，一些工作内容的顺序常出现颠倒，这样的结果使整个系统失衡，不科

学，比如人流量确定人均产值还是人均产值确定人流量的问题；另一方面，一些工作的滞后

常常影响下一个工作的进行。 

3. 从工作内容本身讲，有些监控数据、责任书的签订内容、考核方式本身的合理性还有待完善。 

针对上面提到的这些问题，对于下一步工作重点工作也初步有了一些的思路： 

1. 继续加强该系统的运行，完善与其他管理系统的协调运行； 

2. 依靠本系统管理经验和方法对二、三类派遣人员管理进一步完善； 

3. 加强人均产值过程中的管理，结合过程绩效考核，提高项目员工工作积极性和主管能动性； 

4. 进一步明确管理流程，具体工作内容和职责，提高部门间工作效率。 

5. 与各参与部门协商，完善各项监控数据、责任书签订内容的合理性。 

6. 结合信息化的开展，进一步简化流程，节约人力资源管理成本，提高效率。  

六、 总结 
从上面的详细介绍，我们可以看出“人均产值”这项指标，能有效衡量公司的管理能力。同时，

与公司工期、成本、人力资源、考核等管理制度结合，能够作为推动公司高效管理的一套有效手段。

我们在管理过程中，需要牢牢把握住影响该项指标中的两个关键因素“产值”和“人”，围绕这两

项因素做到在科学有效的基础上，扎实推进系统工作，提升我们团队的管理效率，从而解决公司面

临的人才资源缺乏的实际问题。 

然而，任何管理都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应该随着管理的需求，大的环境做出适当变化，做到

可持续管理。作为公司当前的管理环境和需求，所以，扎实推进人均产值和人员流量动态管理系统

能够成为公司当前管理的有效途径，达到降本增效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