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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承包商选择指标体系!建立基于层次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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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数据包络分

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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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承包商评价综合权重的灰色关联度总承包商选择模型!并通过案例分析验证了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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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
8

采购
8

施工"总承包模式能有效节约投资#缩短工

期#提高项目的综合效益$目前对选择
[OT

总承包

商的研究主要从指标体系和选择方法两方面进行$

指标体系方面#

N.30@B,]#X#

提出了供应商选择的

":

项评价准则#包括质量'交货时间'历史绩效'价

格'技术能力'财务指标等#是较早的供应商选择准

则(孟宪海等分别从资格预审'技术标评标和商务标

评标
:

个阶段研究并确定了业主选择
[OT

项目总

承包商的原则及标准$选择方法方面#宋岩磊等总

结出承包商定量优选方法主要有模糊层次分析'灰

色关联分析'

1_O-V-

等(宋媛媛等分析了传统选择

决策模型的不足$尽管
[OT

总承包模式在中国得

到大力推广#但
[OT

项目选择承包商仍沿用一般的

承包商选择方法和程序#指标体系构建中重点考察

承包商企业本身的能力水平#较少关注甚至忽视总

承包商拟投入项目的资源#所列指标体系不够详细#

关键指标粗略#选择方法仍采用单一的评价方法$

针对以上问题#该文从总承包商企业资源和拟投入

项目资源两层次构建
[OT

总承包商选择指标体系#

运用陈群在最佳承包商选择中使用的关联度决策模

型#使用组合权重法确定权重#通过指标权重和对模

型进行求解#提高承包商选择的可靠性和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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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商评价选择指标体系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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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大标段的特点

根据对恩来!恩施.来凤"'麻武!麻城.武穴"'

潜石!潜江.石首"高速公路及恩黔!恩施.重庆黔

江"高速公路
!%70+

一期土建工程等大标段招标

项目的分析#高速公路大标段项目具有如下特点)

!

!

"施工路段长#资金需求大$工程实践中一

般按合同额
!&

亿元'

"&0+

左右划分高速公路大标

段#要求承包商具有足够的财务能力$

!

"

"工程量大#难度系数高#技术要求高$高速

公路大标段建设项目涵盖路基'路面'桥梁'隧道等

工程#工序衔接和专业接口十分繁杂#交叉作业和施

工干扰十分严重#同时涉及不同的地理条件'生态环

境和社会问题等#对承包商的设计'采购'施工和协

调能力有较高要求$

!

:

"风险高$标段越大#中标后潜在风险因素

越多$因此#信用水平高的承包商更能被业主所信

任#还能大大减少施工过程中业主与承包商之间的

矛盾与分歧#有利于工程的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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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体系构建

针对资格预审后#企业资质符合要求的总承包

商进行评价选择#从企业资源和拟投入项目资源两

层次构建指标体系$

[OT

模式下#承包商根据合同约定对整个工程

项目的设计'材料与设备采购'施工'测试运行等进

行统一组织'协调和全过程管理#并对工程项目的质

量'安全'工期'造价等向业主全面负责$因此#着重

考虑
[OT

总承包商的设计'采购'施工和协调能力#

参考相关文献及专家意见#将企业资源分为财务能

力'设计能力'采购能力'施工能力'协调能力和社会

信誉
$

项指标$

通过考察总承包商的投标文件#结合评标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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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拟投入项目资源中#关键岗位的人员'机械设备的

配备'设计方案的可行性和施工组织设计的合理性

对项目的顺利实施有着重要影响$因此#将拟投入

项目资源分为主要岗位负责人'机械设备'方案设计

和施工组织设计
5

项指标$

采用大标段招标模式#对投标单位的资质'经济

实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而国内符合要求的总承包商

较少#粗略的指标体系不能对这些总承包商进行排

序择优$因此#评价指标应尽可能详细#保证能对总

承包商进行比较选择$

遵循指标体系建立及总承包商选择原则#根据

相关标准#借鉴类似工程经验#对影响高速公路大标

段
[OT

总承包商选择的相关因素作进一步细分#构

建图
!

所示指标体系$

图
!

"

高速公路大标段
5K@

总承包商评价选择指标体系

#

"

基于
3FK'J53

评价准则的综合权重确定

层次分析法!

6>O

"能充分利用专家的主观意

见#但评价信息全面'准确与否受评价人员知识结

构'认识能力'经验水平和个人偏好的制约#很难排

除人为因素带来的偏差$数据包络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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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各决策单元的输入和输出指标权重为变量#从最

有利于决策单元的角度进行评价#确定各决策单元

是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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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虽然
N[6

的评价结果不受人

为因素的影响#但不能反映决策者的偏好$综合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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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引入主'客观偏好系数概念#采用加权方法#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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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得的权重确定准则的综合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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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准则权重

先根据承包商评价指标体系确立层级间因素的

隶属关系#引入/

!

!

'

0标度法将同层
&

个因素的重

要性比较定量化#生成
&a&

阶判断矩阵
*

(然后采

用特征向量法计算
*

的最大特征根
!

+)R

及其相应

特征向量#其归一化结果即为该层因素相对于上层

因素的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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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需对权重进行一致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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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准则权重

最常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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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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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对第

1

&

个总承包商进行效率评价#以第
1

&

个总承包商的

效率指数
3

1&

为目标'所有总承包商!包含第
1

&

个总

承包商"的效率指数为约束构成最优化模型$原始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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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是一个分式规划#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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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模之前采用线性比例法对指标数据进行无量

纲化处理$然后求解上述线性规划模型#得到各指

标相应的权重#并对其进行归一化处理#最后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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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权重

6>O

反映决策者的主观偏好#

N[6

反映在承

包商有效性基础上属性数值之间客观存在的关系#

为使求得的准则权重能综合反映主'客观关系#充分

体现
6>O

和
N[6

的优点#采用线性加权的方法确

定综合权重$公式如下)

'

!

+&'.

!

,&

! "

$

1

!

:

"

式中)

'

!为综合权重(

&

为主观偏好系数#其值由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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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的灰色关联度总承

包商选择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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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要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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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总承包商进行评价选择#评价指标

体系由
&

个指标组成#则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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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承包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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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指标

构成数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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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最优指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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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

为第
I

个

指标在各总承包商中的最优值$指标中#如某一指

标取最大值为好#则取该指标在各总承包商中的最

大值(如取最小值为好#则取总承包商中的最小值$

最优指标集!

R

&I

"的意义是通过在各总承包商

中选取最优指标构成最理想方案#以此为基准#采用

灰色关联度作为测度评判各总承包商与理想最优总

承包商的关联程度#得到各总承包商的优劣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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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值的规范化处理

由于指标相互之间通常具有不同的量纲和数量

级#不能直接进行比较#需对原始指标值进行规范化

处理$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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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指标在所有总承

包商中的最小值和最大值$

规范化处理后得到如下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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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关联度系数

以规范化处理后的最优指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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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与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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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最优指标的关联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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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关联度的确定

数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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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判结果矩阵(

D

1

!

1=!

#

"

#1#

%

"为第
1

个总承包

商的综合评判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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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指标的权重分配矩阵#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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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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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则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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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最优指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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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接近#第
1

个总承包商优于其他总承包商#

据此可排出各总承包商的优劣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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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某高速公路路线长约
::0+

#设计速度为
!"&

0+

-

H

#路基宽度
:5#%+

#双向六车道#计划建设总

工期为
5"

个月$投入招标的为其路面!不含连接线

路面"工程!路面底基层'基层'面层'路面排水'机电

预留预埋'桥梁伸缩缝采购和安装等"#共划分为
!

个标段#里程为
::0+

#采用
[OT

总承包模式$

已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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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承包商参与投标$以

指标体系中财务能力为例#各承包商的财务能力原

始数据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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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公路大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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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承包模式下承包商的排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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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结果与实际情况较吻合#说明

该选择方法对于高速公路大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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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总承包

的选择具有一定的有效性和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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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大标段项目具有高风险'高难度的特

点#适用于
[OT

总承包模式$对总承包商进行筛

选#淘汰能力较差的承包商#可减少评标的工作量及

被淘汰承包商的竞标成本#保证高速公路大标段项

目的顺利实施$该文根据高速公路大标段项目的特

点和
[OT

总承包模式的要求建立高速公路大标段

[OT

项目总承包选择评价指标体系#基于
6>O8

N[6

评价准则确定指标的综合权重建立灰色关联

度模型进行高速公路大标段承包商综合评判#结合

了
6>O

和
N[6

的优点#弥补了
6>O

主观性过强

和
N[6

不能反映决策者偏好的缺点#灰色关联度

模型具有较强的容错性能$基于
6>O8N[6

加权

的灰色关联度分析模型可应用于大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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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承

包模式下承包商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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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谨地对待涉及项目重大成本影响的方

案'规划#杜绝决策性失误$如项目总体规划'大型

临设规划'关键!重'难点"方案编制等#应经过广泛

摸排'精心编制'充分讨论'严格审批后方可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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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层次'分类别地杜绝管理漏洞$对主要

材料'大宗设备'大宗劳务的采购严格按规定程序执

行$同时以一竿子插到底的精神#区别对待日常管

理中的各类成本浪费行为$不合理的成本支出#所

对应的必然是项目管理人员的不合理管理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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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思广益#努力创新#达到更好的成本效

果$创新是推动民族进步和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

是项目节约成本的重要手段$例如)四川省某高速

公路大桥是西南首座波形钢腹板连续刚构桥#项目

团队大胆创新'积极探索#采用装配式牛腿施工#成

功利用波形钢腹板作为挂篮主承重梁的顶'底板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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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经济利润#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关键$施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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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竞争力#使企业获得更大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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