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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接轨在建设监理国际接轨中的地位。 

王冰松 ， 任 宏 
(重庆大学 建设管理与房地产学院，重庆 400045) 

摘要：从年龄、学历、职称、专业及工作经历等方面分析 了我 国建设监理人 员的基本素质 ， 

以及新 时期对监理人 员素质的新要 求 ，找 出了建设监理 国际人才接轨的差距 ，阐明人 才问 

题是 建设 监理 国际接 轨 面 临的 突 出 问题 和 核 心 问题 。在 此 基 础 上 ，S iS_了我 国 建 设监 理 

国际人 才接轨 的核心地位 、重要意义，以及从 认识 、行动和人 才培 养各方主体 的关 系三个 

角度 论 述 如何 确 立人 才接 轨在 建 设监 理 国 际接 轨 中的核 心地 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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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In this paper。the present situations and the new requirements of personnel quality of project m眦一 

agem~t are aIlalyzed，the gap in personnel adaptabi~ty to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is found out．It is p ted 

out that the personnel quality is the sevel'e and core problem confronting with the adaptation to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f project management．On basis of analysis，the core position，significance and how to set up the 

core position of personnel adaptability to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f project management a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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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监理作为一个行业，已经走过了创立阶段 ，就在它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迎来 了新 

的机遇和挑战：中国加入 WTO。作为国际服务贸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工程建设监理咨询业将 

在<服务贸易总协定>的框架下在中国更加全面和广泛地发展。 

加入 WTO之后，中国监理行业到底面临什么样的新环境?简而言之，就是中国建设监理咨询 

市场走向国际一体化，它意味着国外监理咨询企业将挤占国内监理市场份额，同时国内的监理咨询 

企业也将开拓国际市场。从长远看，更多的是机遇，但就目前而言，更多的却是挑战。为此，各界人 

士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基本形成了一致的看法：加速与国际接轨。 

在国际接轨的千头万绪中，从战略的高度认识和解决主要问题、主要矛盾，是加快建设监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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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接轨、提高监理行业国际竞争力的有效手段。人才问题是我国目前建设监理国际接轨面临的突 

出问题，也是核心问题，如何从战略的高度科学的认识它，无疑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前提和基础。 

1 人才问题是我国目前建设监理国际接轨面临的突出问题 

1．1 目前我国监理人员的基本素质分析 

笔者以重庆市某高校 2001年监理工程师培训班毕业学员的基本情况表为依据，从中随机抽取 

207人作为样本进行统计分析。该分析较为全面系统，包括年龄、学历、职称、专业及工作经历等， 

这些毕业学员中绝大多数从事建设监理工作或 

即将从事建设监理工作，代表性较强，管 中窥 

豹，可见一斑。 

1．1．1 年龄结构 

40岁以下的监理人员所占比例较大，占 J’ 

68．5％，40—50岁之间的占 19．3％，50岁以上占 

l2．2％，如图 l所示。 

1．1．2 学历结构 

研究生所占比例为零 ，专科所占比例最大， 
为58．9％，中专仍 占有 26．1％，值得一提的是， 图l 建设监理人员年龄结构抽样统计 

在专科中从正规院校毕业的只有 l2．1％，而从正规院校毕业的本科生只有 6．7％，如表 l所示。 

表 1 建设监理人员学历结构抽样统计 

学 

历 

比 例 

中 专 大 专 本 科 
一  

其中：正规院校 一 其中：正规院校 研究生 

26．1％ 58．9％ 12．1％ O 

1．1．3 职称结构 

在职称结构表中，助理工程师占了 50％以 

上，高级工程师只占 3．4％，经济师仅 占 1．4％， 

如图2所示。 

1．1．4 专业结构 

从事监理工作的人员中有 3／4是土木专业 

出身，机电、城建分别占 7．7％和 6．3％，法律只 

占0．5％，计算机只占 1．0％，经济管理也只占了 

1．4％。如图 3所示。 

1．1．5 工作经历 ． 

在监理岗位上，只具有施工经历的人员 占 

1／3多，有 16．5％的人员是只从事监理工作的人 

(主要为质量监理)，具有施工及管理和设计及 

管理经历的人分别占31．3％和 10．6％，如图 4 

所示。 

1．2 新时期我国建设监理人员素质的新要求 

新时期，我国建设监理行业所处的外部环 

境将发生巨大变化，它包括科学技术的飞速发 

展、市场竞争加剧等。同时，为适应我国建筑业 

图2 建设监理人员职称结构抽样统计 

图 3 建设监理人员专业结构抽样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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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和国际市场竞争的新要求，建设监理行业 自 

身也将发生巨大变化，如表 2所示。 

在中国加入 WID之后 ，我国建设监理行业 

外在环境和自身的变化及发展速度已经明显加 

快，同时它也对建设监理人员的素质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如表 3所示。 

1．3 我国建设监理人员与国际接轨的差距分析 

通过对我国建设监理人员当前基本素质的 

分析以及建设监理行业内在发展与外在环境的 4 建设监理人员工作经历抽样统计 

变化对监理人员素质新要求的分析，不难看出，我国建设监理人员与国际接轨还存在着较大差距。 

表2 我国建设监理行业内在发展和外在环境的变化趋势 

知识结构 

技术 

技能 

能力 

施工技术和项目管理(主要针对国内工程) 

施工工艺和技术 

基本的监督管理所需的技能 

质量控制能力 

施工技术、项 目管理、经济 、合同、法律(包括国际工程) 

纵深发展的工程技术与多学科多领域的横向综合技术 

综合管理所需的技能，还包括外语、计算机等多项技能 

协调、控制、适应、合作、谈期等多方面能力 

1．3．1 工作经历单一，经验不足 

目前 ，大多数建设监理人员只有单一的工作经历，工作方式单一 ，可能导致工作思维僵化 ，40 

岁以下的监理人员占2／3多，助理工程师占50％以上，经验相对不足。新加坡有关机构规定，注册 

工程师必须具有 8年以上的工程结构设计实践经验。美国咨询工程师协会也规定 ，入会的会员年 

龄必须在 38岁以上。 

1．3．2 学历较低，知识结构单一 

目前 ，有 80％以上的监理人员是专科及专科以下学历。美国兰德公司，在 547名咨询人员中， 

有 2O0名博士，178名硕士，具有博士和硕士学位的人员占总人数近 70％。德国克虏伯康采恩系统 

工程公司，在 100名咨询人员中，有 50％的人具有博士学位。相形之下 ，我国监理人员学历较低。 

就培养过程来看，目前我国大多数监理人才来 自土木工程专业 ，知识构成主要是针对国内工程 

的施工技术和项目管理，缺乏经济、法律、合同以及国际工程项目管理等相关专业知识，同时也缺乏 

其他相关学科领域的相关知识，如智能化等。 

1．3．3 对国际惯例不够熟悉 

从知识结构和工作经历来看，我国监理人员对国际工程建设的管理体制、管理模式以及国际咨 

询市场的运行情况等不够熟悉，缺乏与有关金融机构、FIDIC协会、国外同行合作的经验。 

1．3．4 管理能力和管理手段不足 

目前，我国监理人员外语水平低下，对计算机、网络应用不足，协调、控制、适应能力不强 ，缺乏 

全过程、全方位监理经验。 

另外，在职业道德和执业观念等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加之“在岗无证，有证无岗，有证不 

岗”现象的存在，也对监理从业人员的素质打了折扣。 

通过以上比较分析。不难看出，在我国建设监理的国际接轨的各个方面，人才问题是一个非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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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的问题。 

2 人才问题是我国目前建设监理国际接轨面临的核心问题 

2．1 行业性质决定人才问题是其接轨面临的核心问题 

现代管理理论强调管理以人为中心，人在管理中处于核心地位。建设监理作为一种高智能管 

理咨询服务，人才是建设监理行业和企业的核心，人是行为主体 ，促进建设监理行业发展的外因必 

须通过内因起作用。因此，人才问题是建设监理国际接轨面II缶的核心问题。 

2．2 阻碍监理行业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人才问题 

就目前而言，我国建设监理行业面II缶的主要问题有：建设监理在实践中的缺位，市场运行机制 

不完善，监理单位未完成向独立法人的转化，市场管理不规范，监理工程师综合素质低 ，监理取费标 

准过低，未形成名牌监理企业。导致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人才问题。这是因为：第一，工程建设 

管理体制作为一种工程建设管理体制改革举措转变为市场需求，其难度的根本原因在于建设监理 

市场供给不能有效满足市场需求 ，其深层次原因在于人才素质不能满足市场需求。第二 ，人才素质 

不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监理市场的规范运行和管理。第三，业主作为建设监理的需求主体，追 

求利益最大化，而较低素质的人才不能提供给业主较为满意的服务，取费 自然上不去，造成恶性循 

环。第四，人才是监理企业的核心资源，人才素质不高，自然不能创立名牌企业。 

3 确立人才接轨在建设监理国际接轨中的核心地位 

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人才素质较低是我国当前监理行业国际接轨面临的突出问题和核心问 

题。因此，解决人才问题，即人才的国际接轨是建设监理国际接轨的核心。 

3．1 建设监理的国际人才接轨 

所谓建设监理国际人才接轨，就是为了使我国建设监理行业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国际市场竞 

争的需要 ，学习和借鉴国际上先进的经验 ，通过多种方式提高人员素质，使我国监理人员的执业水 

准与世界发达国家相协调，实现与境外同行业对等认证的基本要求 ，使我们的监理队伍站在与国外 

同行对等交流的平台上。 

3．2 建设监理国际人才接轨的核心地位 

建设监理国际人才接轨的核心地位是指在建设监理国 

际接轨的各个层面上(包括市场机制、服务模式、服务质量、 

工作程式、人才资质、配套法规等层面的接轨)，以人才接轨 

为核心和突破口，促进建设监理的全面接轨。它所强调的是 

人才接轨的核心地位，并不是忽视其他层面的接轨。其关系 

如图5所示。 

人才的培养过程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强调人才 

接轨的核心地位，不但从战略的高度上重视人才问题，还要 

在思想上认识到人才接轨的核心地位，在行动上确立其核心 

地位，制定战略目标 ，进行战略部署 ，实现建设监理人才的自 

图5 人才接轨在建设监理 

国际接轨中的核心地位 

持续发展，提升建设监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促进建设监理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3．3 确立人才接轨的核心地位的重要意义 

3．3．1 是建设监理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 

建设监理作为一个行业和一种制度 ，在我国将长期存在，并且将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和发展。经 

济全球化、知识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行业界限模糊等都会使国际建设监理市场风云莫 ；同时，各 

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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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政治、文化环境更是远远超过技术范畴的影响。拥有能够驾驭环境的高素质监理人才，可以抵 

御这些因素的冲击和减少不确定性的影响。这不仅仅是企业的目标 ，也是行业的目标。 

同时，中国加入 WTO，进人世界体系，并非全盘接受世界体系，受这一体系的奴役 ，而是要从内 

部改造世界体系，人力资源是改造这一体系的根本动力。建设监理与国际接轨，并不是被动的适应 

各种国际惯例，需要从国家利益出发，创造和改造国际惯例，没有人才作为保证，一切都是空谈。 

3．3．2 是我国目前建设监理国际接轨的现实选择 

1)没有统一合适的体制和模式可供选择。由于各国的法制环境、政治环境以及市场环境的不 

一

，国际上没有一个统一的监理模式和体制。从目前来看，我国的建设监理市场环境和法制环境不 

能与发达国家相比，不能复制某一国家的体制；就今后发展来看，需要寻找一条适合我国国情又能 

与国际接轨的发展道路，那么这条路应该以高素质的监理人才为基础和核心，也就是以人才接轨作 

为行业接轨的核心。 

2)人才问题制约着其他层面的接轨。目前 ，我国已经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社会主义建设监 

理制度，建设监理法律和法规框架已经初步形成。社会认知度大大提高。相对国际接轨的其他方 

面，建设监理人才的技术、技能、知识结构、工作经验以及职业道德等方面还不能适应国际市场竞 

争，人才接轨相对滞后 ，并且，就接轨所需时间来看，人才接轨也远长于其他层面的接轨。 

3)监理企业改制工作举步维艰。目前，受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影响，监理企业尚未完成向独 

立法人的转化，尚未真正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作为参与国际竞争的主体，人才是监理企业竞争的 

关键，因此，在体制改革的同时，可以将战略重心转移到人才培养，这是现实所需，也是当务之急。 

3．3．3 是建设监理行业性质和发展趋势的客观要求 

建设监理的咨询服务性质决定人才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建设监理提供的是技术咨询服务活 

动，对人员素质要求很高，应具有技术、经济、法规和管理的综合素质以及丰富的实践经验。而实际 

上，由于监理人员素质较低，无法提供业主所需的技术咨询服务，经常在施工中利用法律、法规赋予 

“监理”的权利指手画脚。建设监理的行业性质从客观上要求必须以人才接轨为核心，否则，将是万 

事俱备，只欠东风。 

与国际接轨，全方位、全过程、国际化是我国建设监理行业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不可逆转的发 

展趋势。人才素质不高是阻碍行业发展的瓶颈问题，为适应这一趋势要求，提高人才素质是核心。 

3．4 如何确立人才接轨的核心地位 

3．4．1 从战略高度认识建设监理国际人才接轨的核心地位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对事物的正确认识是正确行动的先导。因此，从战略高度认识建设监理国 

际人才接轨的核心地位 ，可以有效的指导建设监理国际接轨的具体行动。 

统一思想是有效促进建设监理国际接轨的前提。从科学认识论的角度认识人才是未来的主 

宰，在思想上对建设监理国际接轨的核心地位统一认识， 

它包括政府行政主管部门、行业协会、高等院校、监理企 

业以及从业人员等。 

3．4．2 明确人才培养各方主体的关系、任务 

建设监理人才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涉及到政府 

主管部门、行业协会 、监理企业、高等院校以及从业人员 

自身。作为一个系统，它具有整体性、联系性和结构性等 

特点，明确系统中人才培养各方主体的关系，有利于合理 

分工与协作 ，避免不必要的效率损失和摩擦。建设监理 

人才培养各方主体关系如图6所示。 

建设监理企业是国际接轨的基本单元，人才是建设 
监理企业的核心，人才的培养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企业 图6 建设监理人才培养各方主体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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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距离市场最近的主体，因此它是人才培养的核心主体。政府主管部门、行业协会 、高等院校也是 

建设监理人才培养不可或缺的主体，三者与建设监理企业以及三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共同构成 

建设监理人员培养的系统。 

在明确人才培养各方主体之间关系的基础上，要进行合理的分工合作。使企业切实成为人才 

培养的核心主体，转变政府职能和行业协会职能，多方合作，创造健康的人才培养环境，找到一条既 

符合我国国情又能与国际接轨的人才培养之路。 

3．4．3 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措施 

1)完善多种培养方式。第一种是学校教育，以市场为导向培育人才，合理设置课程结构，可在 

研究生和本科生层次设置专业。第二种是工程实践，通过工程实践，培养合理的人才梯队。第三种 

是继续教育，开展不同层次的监理人员培训。通过建立完善的监理人员的准人资格和职业资格标 

准，促进人才培养。 

2)确立合理的知识构成。建设监理人才一般应包括复合型管理人才和精深型专业人才。 

对于复合型管理人才来说，应具备管理、经济、技术、法律、合同、外语和计算机等知识和技能， 

以适应项目多领域合作的需要；对于精深型专业人才来说，应在相关知识领域向纵深方向发展。这 

两类人才没有截然分开的界限。 

3)促进监理人才合理有序流动。人才流动是知识传播的有效途径，因此，通过适度竞争，建立 

人才合理有序流动机制，促进人才素质提高。 

人才的流动至少应包括两个层面的流动，一是人才的国际流动，可以采用“走出去，引进来”的 

操作方式，加强国际合作。二是人才的国内流动。国内流动包括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的人才流 

动以及同一地区不同企业间的人才流动。 

5 结论 

中国加入 wro，建设监理必须向国际看齐，同国际接轨。当前，人才问题是建设监理国际接轨 

面临的突出问题和核心问题，因此，只有从战略的高度认识并确立建设监理国际人才接轨的核心地 

位，才能在行动上指导监理人才培养各方主体共同协作，培养大批适合国际竞争需要的高素质监理 

人才，监理企业和监理行业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生存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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