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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建筑市场的不断规范，以及各种配套法津法规日趋完善，隧道施工分工序承包组织模式是建筑企业发
展的趋势。 根据建设项目实行过程以及管理的现状，对隧道施工生产管理与控制进行分析，整理了一套相对合理
的经验，使隧道施工分工序组织模式的管理得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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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建筑市场的不断规范，以及各种配套法津

法规日趋完善，建筑企业面临的市场环境发生着日
新月异的变化，如枟劳动合同法枠的出台，铁道部在
铁路项目上积极倡导的架子队管理模式等。 这些变
化对建筑企业的管理工作，特别是建设项目施工现
场生产组织管理带来了新的问题和挑战，建筑企业
必须通过生产组织模式的创新，顺势而为，谋求发
展。 笔者就隧道施工分工序承包组织模式的管理与
控制，对隧道施工生产作一些初浅的分析，并为正在
实行或即将实行隧道施工分工序承包管理的工程项

目提供参考依据。

1　背景
１９８７年，全国掀起学习“鲁布革”经验，推行项

目法管理的热潮；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施工企业开始逐
渐取消段，特别是工程队后，综合公司的作业层，基
本上是采取了外包的做法。 事实上的项目管理结构
就变成了项目管理层和外协队伍。 之后，随着建筑
市场的逐渐成熟以及国家针对转分包政策的出台，
外协队伍的可靠性越来越受到质疑。 作业层的建设
已成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瓶颈”。 建筑企业
都在提出“加强作业层建设”的战略规划，随之，我
公司的二、三级公司领导在每年的年度工作会讲话

中也不断强调加强作业层建设。

2　分工序承包模式
2．1　分工序承包的定义和特点

分工序承包就是将单位工程划小承包单元，按
工序分包给不同的专业施工队伍，由经理部（或工
区）直接管理，一般采取工费承包模式（含二三项
料）。 这种模式下的作业层就是“施工班组”，这些
施工班组的构成是：（１）小包工头（是主体，一般自
带部分施工设备）；（２）职工自组作业队（有部分施
工设备）；（３）企业自有专业化作业队。 这种情况下
由于是工费承包，施工队伍的资质问题并不明显，反
而是劳动用工的风险较大。
2．2　分工序承包的优缺点

４个突出的优点：工程受控、工艺创新、人才培
养、效益留存。 而工程受控和效益留存可以说是当
前建筑施工企业急需解决的两大致命难题。 当然，
虽然分工序承包模式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但同
时它又受制于高素质的现场管理人员和高投入的机

械设备，占用企业自有资源多，相对来讲劳动生产率
偏低。
2．3　分工序承包的组织实施

项目管理者必须在前期策划和过程控制中做好

４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合理定义工序、二是清晰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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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三是及时协调接口、四是掌控核心资源。

3　内部作业层的作用
建筑企业的基础是项目，而项目管理的基础是

作业层管理，“基础不牢，地动山摇”，通过西周岭隧
道分工序承包的实践，更加深切地感受到，构建企业
的内部作业层从当前来看显得尤为迫切。 内部作业
层的作用除解决急、难、险、重工程，提高合规性，有
效降低管控风险外，更重要的作用是利于推行精细
化管理，从而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以往进行项
目管理时，项目功能定位是代理、整合、经营、市场，
而作业层的精细化管理则成为外协队伍自身管理的

需要。 项目部同时也在管，但定位模糊，没有作为一
项主要工作进行管理。

实际上，精细化管理可以让企业的管理人员逐
渐掌握核心技术的发展，极大地降低施工成本。 对
于综合子分公司来说，同一项工程，施工成本低于同
行业，这就是企业的核心技术，核心竞争力。

4　项目基本情况
云景项目合同总价 ３．２５ 亿元，合同工期 ３６ 个

月，工程于 ２００９年 ７月 １８日开工，主要工程为一条
隧道和两座桥梁工程，西周岭隧道是公司分工序工
费承包模式的试点工程。 公司在云景推行隧道分工
序承包有 ４个有利点：一是工程分布和结构特点适
应分工序承包；二是按照管理的“二八法则”，隧道
工期紧，地质情况复杂，属关键工程，分工序承包有
利于降低风险，提高管控能力；三是为公司在分工序
承包方面探索新路，培养一批管理人才；四是按照集
团公司领导要求，稳步推进作业层建设工作。

西周岭隧道设计为双线隧道，左洞进口单头掘
进长 ４０８０ ｍ，其中Ⅴ级围岩 ４５ ｍ，Ⅳ级围岩 ２５５ ｍ，
Ⅲ级围岩 ３１２５ ｍ，Ⅱ级围岩 ６５５ ｍ；右洞进口掘进长
４０７５ ｍ，其中Ⅴ级围岩 ４０ ｍ，Ⅳ级围岩 ２５５ ｍ，Ⅲ级
围岩 ３１２５ ｍ，Ⅱ级围岩 ６５５ ｍ；平均断面方量为 ７９
ｍ２ 。 竖井工程 １２６ ｍ，直径为 ７ ｍ，地下机房各联络
通道总长 ４８０．８ ｍ，正洞受地下机房影响（加高段）
共 １０２ ｍ，共有 １６种不同断面。
隧道的主要特点和难点体现在 ２ 个方面：一是

单头掘进 ４０８０ ｍ，地质复杂，造成工期异常紧张；二
是隧道围岩设计为花岗岩，受 ５条断裂带的影响，围
岩频繁出现突变，下穿安溪乡 ５００ ｍ（埋深 ８０ ～９０
ｍ），给施工管理、安全管理以及兑现合同工期带来
较大的难度。

5　分工序承包管理体系
5．1　隧道管理架构

以经理部为核心统一管理，设分管隧道副经理
１人；下设隧道工区，工区为管理承包模式，基本为
一级组织管理机构。 人员结构为：工区长 １人、副区
长兼物设部副部长 １人、技术主管 １ 人、领工员 ４ 人
（其中 １人为总领工）、副技术主管 ２人、机械主管 １
人、技术员 ２ 人、试验员 １ 人、物资收发人员 ２ 人。
隧道管理架构如图 １所示。

图 １　管理架构图

5．2 　工序和班组的划分
隧道左右洞共分为 ６ 个工序，９ 个班组，共 １８３

人。 具体班组划分为：
（１）左洞开挖班组：施工左洞开挖、爆破、立架、

初支支护工程。
（２）右洞开挖班组：施工右洞开挖、爆破、立架、

初支支护工程。
（３）左洞二衬班组：施工左洞二衬、水沟电缆

槽、路面支模、砼入模浇筑工程。
（４）右洞二衬班组：施工右洞二衬、水沟电缆

槽、路面支模、砼入模浇筑工程。
（５）机电配合班组：施工左、右洞挖机和装载机

等主要机械的操作和维修保养、钢结构加工工程。
（６）出渣班组：施工左、右洞洞渣出渣运输工程。
（７）拌合站班组：负责隧道左、右洞砼搅拌和运输。
（８）综合班组：施工左、右洞风袋挂设、文明施

工工程。
（９）测量班组：负责左、右洞开挖、立工字钢架、

二衬、垫层等洞内测量工作。
班组结构如表 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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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隧道分工序承包班组结构

工序队伍分布 队伍管理人员分布 班　　组
人员配置（按围岩级别配备）
Ｖ、Ⅳ Ⅲ、Ⅱ 平均人数

备注

开挖作业班（管理人
员 １ 人）

值 班 人 员 （ ２
人，白班，夜班）

设一名带班班长

设一名带班班长

立架、喷浆班
电焊工班

电工

做饭人员

开挖班

１２ <１０ �
１ <１ �
２ <２ �
３ <３ �

１６ <２６ �

３８ 3单洞

二衬班（管理人员 １
人）

队长
每工序指定一名专
职负责人

二衬砼浇注（含输送喷）
移动、定位台车
仰拱班

中央水沟找平层

水沟、电缆槽、边墙
做饭人员

６ 後
６ 後

４ (
４ 後

暂未施工

１ 後

１７ 3单洞

出渣班（管理人员 １
人）

每个洞设 １ 名
司机班长

自卸车 ７ 台 ７ 後
修理工 １ 後
轮胎工 １ 後
做饭人员 １ 後

７  单洞

３  双洞

机电配合班（管理人
员 １ 人）

班长

挖掘机 ２ 台（Ｐｃ３２０） ２ 後
装载机 ４ 台（５０Ｚ） ６ 後
农用车 ２ 台（中型） ２ 後
洒水车 １ 台 １ 後
机修工 １ 後
电焊工 ３ 後
空压机 １３ 台 １ 後
做饭人员 １ 後

１７ 3双洞

砼拌合班（管理人员
１ 人）

生 产 班 长 （ ２
人，白班，夜班）

装载机 １ 台（５０Ｃ） ２ 後
砼罐车 ３ 台（１０ ｍ３ ） ４ 後
喷浆搅拌机（５０ Ｌ） ４ 後
砼搅拌机（１０００ Ｌ） ４ 後
做饭人员 １ 後

１５ 3双洞

综合班（管理人员 １
人）

班长 １ 名

设班长 １ 名

挂风袋（１ 照．８ ｍ） ４ 後
杂工（单洞 ３ 人） ６ 後
三轮车 １ 台 １ 後
门岗 ２ 後
抽水 １ 後
做饭人员 １ 後

１５ 3双洞

测量班（组长 １ 人） 测量员（单洞 ２ 人） ４ 後４  双洞

6　物资设备配备情况
项目隧道机械配置：挖机 ２ 台，装载机 ５ 台，农

用车 ４台，空压机 １３ 台，１３２ ｋＷ×２ 通风机 ２ 台，自
卸汽车 １４台，６０输送泵 ３ 台，６０ 拌合站 １台，１０ ｍ３

砼罐车 ３台，１２ ｍ模板台车 ２台，４．５ ｍ模板台车 ２
台，炸药运输车 １辆，皮卡车 １辆。 以上设备除出渣
自卸汽车由承包班组自带外，其余均为新购，新购价
值约为 １３００万元。 本项目主要的物资消耗和设备
情况如表 ２所示。

7　过程管理与控制
7．1　经济关系

（ １）隧道分设一个工区，工区管理人员１５人

表 ２　项目物资和设备消耗情况表

物资设备名称
物资设备金额

／万元
占工程投资比例

／％
实体消耗 １７８８０ :６０ 1．０
其它材料 ９００ :３ 1．０
自有设备 １５２０ :５ 1．１
周转材料 ５７５ :１ 1．９
机具工具 ９１ :０ 1．３
仪器　　 ５０ :．１ ０ 1．２
低值易耗 ２１ :．５ ０ 1．１

（不含测量），工区实行管理承包，人员收入同进度、
安全、质量、文明施工挂钩，每月结算兑现。

（２）项目部与各承包班组签订劳务承包合同和
考核办法，制定施工管理界面接口和物资界面接口，
每月根据结算进行支付。
7．2　人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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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工区人员均为公司职工，除工资是实行承
包考核外，其余与项目部职工相同待遇。

（２）班组方面：除开挖支护班、二衬班、出渣班
是经过筛选的较好协作队伍以外，其余均为公司职
工牵头承包的班组。 所有班组与劳务公司签订挂靠
合同，由项目部要求各班组作业人员与劳务公司签
订一份枟完成一定任务量的用工合同枠，施工现场所
有劳务作业人员纳入各班组的统一集中管理。
7．3　合同管理

对内管理靠制度，对外管理靠合同。 项目部在
２０１０年 ５ 月制定的班组合同和界面接口是初步理
顺管理关系，随着施工的进展，会出现不适合或者尚
没有约定的内容，项目部在 ７、８、９ 月份通过工区辨
识和班组提出的问题，用最短时间及时补充和调整，
并首创明确每项合同签订时必须附“施工界面划
分、材料供应界面划分”两张表。
7．4　设计制度

项目部在公司修订后的新版枟制度范本枠（Ｂ版）
的基础上，根据项目自身特点完善和制定了枟分工序
承包物资设备管理制度枠。 设计制度的思路是从制定
系统性制度和制度本身内部结构划分两个方面思考；
系统性方面我们把物资设备划分为 ９ 项制度管理；
在结构方面每项制度统一划分为管理流程图、文字
说明、台帐及配套用表，制度本身避免空话、套话，不
切实际的东西。 同时通过制度解决了 ３个方面的问
题：一是明确物资管理人员的分工和职责；二是明确
管理部门接口；三是固化物资管理流程和配套用表。
7．5　过程控制
7．5．1　严把采购进口关

分工序承包涉及的物资采购种类多，价值大，是
成本节流的重要环节，项目部在制度设计时，执行过
程中按照“公开、透明”的原则分为 ４ 个方面来管
理：（１）所有采购项目必须签订采购合同；（２）采购
合同均需项目班子及部门会审会签；（３）大宗材料
实行招标采购，一般材料实行议标采购，其它材料
（机料、电料、二、三项材料）实行定点采购；（４）所有
材料的单价变动必须由经办部门填写“单价变动审
批表”（并附调查比选表），由项目班子会签。 以上 ４
个方面的措施有效的建立起物资采购单价的内控体

系，为成本的节流打下基础。
7．5．2　抓好物资平衡管理

物资平衡管理简单来说就是对物资的数量控制，
对于以往综合承包的项目来说，也是“管理的一个
零”，即：“物资采购数量－物资调拨数量（施工队） ＝

０”，但对于分工序承包来说数量管理就是难点。 目
前云景项目采取的公式是：物资采购数量－调拨数
量－项目自耗数量－月盘点数量＝０，从以上公式可
以看出分工序管理时，增加了项目自耗数量的控制
和月度物资盘点数量的管理，增加的两项不仅加大
了管理人员的工作量，也打乱了项目管理部门以往
的内控管理闭合链条（主要是物设部和财务部之
间），项目部的办法首先是通过调整制度使链条重
新闭合，对项目自耗数量的控制主要是针对每个承
包班组合同中均附一张“物资供应界面划分表”，每
个月物资核销时需将每个班组消耗的材料逐项罗列

出清单，并在每月的物资设备分析会中对材料项目
进行判别检查，对设计和消耗进行对比检查；存在问
题分析原因进行落实，没有问题方可进入核销程序。
月末由物设部将各分项资料汇总成“工程材料

报销单汇编（数量、金额平衡表）”后，交由财务部逐
项核对，由副经理、项目经理签字后进行财务核销，
通过以上措施保证了物资数量的平衡管理。
7．5．3　项目“资产”管理

由于项目为隧道分工序承包的试点工程，项目
采购的设备、周转料等管理与目前集团公司的管理
不相适应，也和公司财务制度有一些抵触的部分，为
了在项目施工周期内行之规范，纳入项目系统管理
的范畴，将这部分暂定为“项目资产”，并制定管理
办法，将其按采购价值、回收价值进行分类，由物设
部建立台帐统一管理，财务部负责资产入帐的监督
管理，项目暂定并统一了资产摊销办法，最终按照资
产的调转、让售、处理的实际回冲成本。 项目结束后
各类资产要做到“生要见物，失要见痕”。
7．5．4　物资联控联签管理

物资设备管理涉及的部门较多，在以往的管理
中经常会出现部门与部门之间、部门内部分工之间
的交叉薄弱环节，存在大家都在管，又都没管的情
况，究其原因是缺少界面接口划分和工作联控机制，
具体做法如下。

（１）在完善管理制度时，项目部将各个部门之
间容易出现相互扯皮的问题找出来，通过界面接口
制度进行逐项明确，重要环节进行交接签认。

（２）物资管理联控联签：物资在管理过程中，涉
及到设计总用量、进度设计量与实际消耗量的定期
对比闭合，物设部填制的委托试验单与试验室的检
测频率的对应闭合，设计数量和采购数量合格证书
的对应闭合，同时在时间上如何保证其逻辑性等，需
要项目部各部门相互衔接，紧密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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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班组往来扣款联控联签：分工序管理相互
交叉多，班组往来扣款经常出现问题，如隧道拌合站
调拨砼至防护工程队伍，由于防护工程属于全费用
承包，物设部在扣除防护队伍的砼费用时由于无法
在“物资数量平衡表”中出现，仅由物设部门一个部
门管理，出现漏扣、少扣时，其它部门无法审核。 所
以项目部规定正常物资调拨属物设部扣款外，其余
往来扣款均通过工程结算单进行结算，由物设部、工
程部、财务部填制班组往来联控联签单进行管理，有
效的消除了管理漏洞。
7．5．5　设备持续改进管理

项目隧道设备多，价值大，由公司职工牵头组建
的机电班负责隧道设备的使用及日常管理，机电班采
取工费和维修费用包干承包办法，物设部在隧道工区
设机械主管 １人，专人负责机械设备的管理和检查
监督工作，机电班在生产指挥方面由项目现场领工
员负责，从而实现了管理渠道的畅通；另外项目部在
设备管理过程中，通过不断总结，持续改进，提高了
设备的完好率，同时也大大降低了设备的使用成本。

（１）设备本身维护方面，机电班负责落实定人
定机制度，负责设备日常维修保养、定期保养，负责
填写设备日常运转记录等。

（２）在降低成本方面，针对现场情况，不断改进
管理措施，如设备进洞后，由物设部配备洞内加油设
备，统一进洞加油，避免设备长距离往返；每台设备
的修理费和油料建立台帐定期考核检查等。
7．5．6　拌合站绩效管理

目前公司各项目自建拌合站承包管理模式各不

相同，但有一样共同点也是难点，即拌合站的材料管
理，由于在采购材料、点收以及砼的签认方面存在较
多的不确定性和稳定性，大多数拌合站负责人只愿采
取不含砼材料的工费承包，造成材料管理形成难点。
对此西周岭隧道拌合站也采取工费承包，同时结合
“共同目标”的管理，对拌合站的砼材料实行管理承
包考核，即项目部给拌合站承包人一定的材料管理
承包费对超耗和节余进行奖罚，每月技术室抽测二
衬断面和拌合站签认数量进行对比，进行考核兑现。
7．5．7　月度成本分析管理

持续推进物资设备管理的精细化是最重要的一

环，只有定期总结方可实现持续改进，项目将定期总
结固化为“月度物资设备成本分析制度”，由物设部
牵头，工程部、试验室、隧道工区等相关部门配合，每
月 ３０日前按照制度规定的分析项目和固定表格编
制完成枟物资设备月度成本分析报告枠，由项目经理

或副经理组织召开、管理小组成员参加的物资设备
专题分析会，通过各项统计数据对比，查找管理存在
问题、分析原因，提出整改要求，按照奖罚办法对项
目管理部门、施工班组进行奖罚决定。
7．6　快进办法

西周岭隧道由于地质情况复杂，围岩常出现突
变，项目部主要从以下方面抓起。
7．6．1　强化绩效考核

主要从 ２ 个方面强化绩效考核：一是对工区严
格按照管理承包责任书考核兑现，打破薪酬体系，多
劳多得；二是对班组尤其是开挖班实行不同阶段的
考核目标和办法。
7．6．2　精细开挖

提高开挖的精细管理定义为 ３ 个方面：缩短循
环时间，提高循环进尺，控制超欠挖。 以往项目管理
时，隧道是综合承包，管理不够深度，抓精细开挖往
往是隧道队伍的事，通过金瓜山隧道的管理和西周
岭隧道的分工序承包实践，认识到抓好以上 ３ 个方
面是提高进度、降低成本的关键。

（１）缩短循环时间：安排专人全过程跟踪每循
环开挖，同时填写循环工序记录写实表，对过程条件
进行规定，如装载机和自卸汽车的搭接合理时间应
为装载机装渣不停、自卸汽车等待为准等，根据以上
记录进行分析，找出初始合理循环时间进行考核；后
续通过如增加钻机等来改进缩短循环时间再次考

核，从而寻找到最佳合理循环时间，提高进度。
（２）提高循环进尺：通过不断调整钻爆方案和试

炮来解决，即项目部制定好钻爆方案后，规定每个洞
试炮不少于３次，每次试炮只要作业人员严格按方案
钻孔、装药，不论结果如何均给于奖励每人 ５０元。 １０
月份开始项目部对循环时间和循环进尺实行双重考

核，月平均循环进尺从原来的 ２．８ ｍ 到现在为 ３．１
ｍ，西周岭隧道首次实现了双洞均超过 ２００ ｍ 的开
挖大关，刷新了分工序承包的记录。 提高循环进尺，
在同样进度情况下，减少了开挖班上班次数，同时也
降低了项目部通风电费、机械磨损和耗油等费用。

（３）控制超欠挖：给开挖班核定一个允许超挖
值，通过对前期的统计和分析，目前初步核定为 ５
ｃｍ，项目部主要从 ５ 个方面着手：一是抓好断面测
量；二是控制周边眼间距，Ⅲ级围岩周边眼必须控制
在 ５０ ｃｍ以内；三是每循环爆破后对上循环的断面
超欠挖的实测，从面调整控制；四是通过实测断面的
二衬砼数量和拌合站签认数量对比，分析原因；五是
对开挖班超过允许超挖量进行奖罚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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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人才的培养
通过推行“以工作育人”的方式，创造良好的工

作竞争环境，定期通过开展座谈会、培训、观看视频
等多元化的学习方式，提高全体员工的思考力和执
行力，改变员工心智模式，养成系统思考的良性工作
方法，使项目在努力做好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同
时，提高项目的人才效益。 分工序的实践中有一项
重点是培养隧道管理专业化的人才，我们主要做了
以下 ３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强培训，培训人员方面
主要是以技术人员、领工员、物资设备人员为主，以
复合式人才为方向；二是定期组织座谈会，通过相互
沟通，便于提高工作衔接，通过总结，实现持续改进；
三是实行一定的轮岗制，如新到的学生需到测量班
工作，３个月后胜任测量工作后才能到技术室工作，
技术员去体验领工员的工作等。

9　管理思考
9．1　稳步推进

公司在该项目隧道工程采取了分工序模式的管

理试点工作，在培养隧道管理人才，稳定劳务作业层
方面有了初期成效。 从实践来看，“项目管理 ＋作
业层建设”的模式在企业推进作业层建设的初期是
十分必要的，在现阶段为实现作业层建设的稳步推
进，应尽快调整为“隧道分公司（专业化） ＋作业层
建设”的模式，主要原因为：一是“项目管理＋作业
层建设”属二元化管理，既要经营项目又要抓好作
业层建设，容易造成管理人员精力分散，不利于精细
化管理，同时也不太符合社会专业化分工（提高效
率）的原则；在绩效方面造成不平衡，如项目部执行
公司统一的薪酬制度，而分工序管理人员需要打破
薪酬，采取相对灵活的机制；在税金支付方面，项目
部需要执行财务制度，应付审计环节，造成很大的一
笔支出。 目前大包队伍的设备、周转料都没有索要
发票；在管理人员稳定方面，由于项目属于一次性经
营，无法保证管理人员的小范围的归属感。 二是成
立隧道分公司，它的角色定位就是到项目部承包隧
道施工，它的“专注”会极大的提高管理效率，同时
也解决了以上存在的问题。
9．2　管理延伸

目前西周岭隧道工程已经结束，分工序承包成绩
显著，但和大包队伍相比有优势也有差距，优势在于
能实现定期分析和考核，管理的受控状态强；差距在
于 ４个方面：一是大包队伍直接面对开挖班班长，项
目部面对是开挖承包人，造成成本相对偏大；二是现

场管理人员能力，尤其是领工员和大包队伍有一定差
距，领工员的能力除加强培训外，深层次原因是能力
较强的人不愿干或长期干领工员的工作，项目部曾采
取“掺沙子”，聘用外部领工员，但融入项目的管理周
期较长；三是大包队伍内部管理机制相对灵活，如对
现场负责人的薪酬采取基本薪金＋股份（分红），领
工员视工作情况随时奖励或更换等；四是以人为本
和降低成本的冲突，如隧道的通风费用比大包队伍
要大等，以上问题项目部也将不断总结和改进，通过
西周岭隧道分工序承包实践，实现管理的纵向延伸。
9．3　方案论证

通过西周岭隧道分工序承包的实施，更加深切
感受到项目前期策划和方案论证的重要性，主要体
现在方案的系统性和方案的优化方面，如隧道的资
源配置、工序的定义和划分，班组的选择等，这些方
案又必须和隧道的总体施工方案结合，施工中通风
方案又直接影响到供电方案的调整等等，系统论证
的方案实现管理中的“目标明确”，过程中少走弯
路，能极大的提高进度和降低成本。
9．4　共同愿景

企业建立企业的愿景是让员工树立对企业文化

的认同感，归属感，对于项目或基层管理来说，这种
只是愿景的一种长期目标，而项目管理的特点决定
了项目在管理的过程中还应不断建立中短期的愿

景，让员工可以看得见、摸得着而同时受益的“共同
目标”，因共同目标而实现“双赢”。 这几年企业强
调外协队伍的成本就是项目的成本的内因就是强调

共同目标，实施技术人员绩效考核，通过外部压力促
使技术人员进步，从而实现项目技术水平的提高，内
因也是共同目标，这种认识使用我们在项目管理、制
度设计、合同设计方面有了更多的选择和完善：

（１）对工区签订管理承包目标责任书，工区管
理人员的收入和隧道安全、质量、进度、文明施工挂
钩，让员工的收入和项目的要求形成共同目标，从而
提高工区人员的积极性。

（２）对拌合站材料管理签订管理承包目标责任
书，让拌合站的收入和项目材料的盈亏形成共同目
标，有效解决拌合站大堆材料管理的难题。

（３）隧道爆破参数调整时试炮，以往由于打钻
工人不认真，试炮后的结果是爆破参数的问题还是
打钻的角度、间距、孔深、装药的问题难以分析，为了
让打钻工人和我们形成共同目标，我们提出工人只
要按我们的规定施作，不论试炮结果如何，就给予一
次性奖励，试炮效果立即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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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持续改进
西周岭隧道工程已经结束，分工序承包管理的

优势和缺陷在总结时一并呈现，对存在缺陷和不足
的地方需要持续改进。
10．1　合同中安全条款问题

项目对于工程施工安全应该做到努力实现“零
伤亡”事故，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
合同条款中为加强对班组的“约束”，明确人员出现
安全事故由班组承担费用，造成班组提出提高施工
单价（安全风险的费用），同时合同条款与国家法律
法规也相抵触。 二是工程一旦出现人员受伤事故，
班组无力承担，问题处理往往出现纠纷。 对此项目
部也在认真思考，计划在以后的管理中，采取详细划
分事故等级，按比例（二八原则的办法）承担费用的
办法进行改进，对项目部和班组进行双向约束。
10．2　工序承包的税金问题

由于承包模式的不同，大包模式的税金支出会
少于分工序承包模式，以西周岭隧道为例估算，税金

支出会多支出２００多万元，主要原因是大包模式时施
工队非实体材料采购和设备采购无须发票，而项目部
的分工序承包模式由于财务制度、审计要求以及便于
管理的规范，非实体材料和设备采购均须索要发票，
故造成税金成本增大。 为此项目部计划在以后的合
同策划时，尽量将二三项材料和部分周转材料纳入
班组的承包范畴，以减少项目部的税金风险。

参考文献：
［１］　张胜利．大跨度特长公路隧道多断面施工通风技术探讨［ Ｊ］．

山西建筑，２０１１，３７（３２）．
［２］　李丽邦．玉环干江栈头公路隧道的爆破开挖技术［ Ｊ］．探矿工

程（岩土钻掘工程），２０１１，３８（２）．
［３］　朱立峰．隧道施工管理中的分工序班组承包生产组织模式初

探［ Ｊ］．安徽建筑，２００９，（２）．
［４］　高攀科，毛红梅，宋秀清，等．渝湘高速公路正阳隧道塌方治理

方案研究［ Ｊ］．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２０１１，３８（９）．

注：本文还参考了枟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工程项目管理标准枠
（修改版）、枟中铁一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工程项目管理制度范
本枠（Ｂ 版）和枟金瓜山快速掘进管理办法枠。

关于举办“深部钻探及新技术推广应用培训班”的通知
为了全面推动深部地质找矿和钻探工作的开展，努力解决复杂

地层钻探难题，提高钻探效率和水平。 中国地质学会决定在往年举
办找矿理论培训班的基础上，举办“深部钻探及新技术推广应用培训
班”。 重点介绍深部地球探测技术发展现状、深部钻探新工艺、新技
术、新设备；重点培训和交流深部科学钻探施工案例、３０００ ｍ 科学深
部钻探施工现场考察、观摩等内容，使我国地球科学钻探水平及地质
调查工作的质量和效益跨上一个新台阶。 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主办单位
中国地质学会

二、会议承办、协办单位
承办单位：中国地质学会探矿工程专业委员会
协办单位：安徽省地质学会、安徽省地矿局 ３１３ 地质队
三、会议组织机构
组织委员会

主　任：孟宪来　王 达
委　员：朱立新　叶建良　徐小磊
学术委员会

主　任：王　达　朱立新
委　员：徐小磊　张金昌　郝梓国　冉恒谦　李生红　 姜德英

郑黎明　刘跃进　王平卫　习　辉
秘书组：张林霞　柏　林　朱恒银　禹启仁　华丽娟　孟庆伟
四、培训内容
１．我国深部地球探测发展概况（讲课专家：中国地质科学院副院

长、国家深部探测技术与实验研究专项首席科学家、博导董树文研究
员）

２．深部矿体勘探钻探技术方法研究项目成果总体介绍（讲课专
家：安徽地勘局 ３１３ 地质队、全国劳模、李四光奖获得者　朱恒银教
授）

３．我国深部地质钻探设备发展现状及趋势（讲课专家：中国地质
装备总公司　刘跃进教授）

４．钻孔摄像技术在地质勘探中的应用（讲课专家：中国科学院武
汉岩土力学研究所　王川婴教授）

５．钻孔设计与轨迹动态监控技术研究（讲课专家：中国地质大学
枙武汉枛　吴　翔教授 ）

６．深部科学钻探钻井液技术（讲课专家：中国地质大学枙武汉枛　
乌效鸣教授）

７．大陆科学钻探松科 －２ 井钻孔设计施工方案（讲课专家：中国
地质科学院勘探技术研究所　朱永宜教授）

８．定向钻探技术在深部找矿中应用（讲课专家：中国地质科学院
勘探技术研究所　向军文教授）

９．３０００ｍ 科学深部钻探施工现场考察、观摩（庐枞 ３０００ ｍ 科学
钻探）

五、会议时间、地点
时间：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１７ 日，１２ 月 １４ 日全天报到
地点：安徽合肥市和平国际大酒店（合肥市徽州大道 ２３９ 号）
酒店总机：０５５１ －２２８２６０１
六、报名及费用
请到中国地质学会网址（ 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ｅｏ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ｒｇ．ｃｎ）下载报

名表，填好后发回。
会务费 １６００ 元、会员 １３００ 元（凭会员证）、学生 ８００ 元（凭学生

证）、随行人员 ８００ 元。 会议期间代表食宿由会议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银行汇款：河北廊坊工行金光支行
账号：０４１００００５０９２６４００４０７６
收款单位：中国地质科学院勘探技术研究所
汇款时请注明“探工学会”字样。
七、联系方式
探矿工程专业委员会　联系人：张林霞
电　话：０３１６ －２０９６８２７、１３９３２６７８６５５
邮　箱： ｚｌｘ２０９６８２７＠１２６．ｃｏｍ
地　址：河北省廊坊市金光道 ７７ 号探工学会（０６５０００）
中国地质学会　联系人：孟庆伟
电　话：０１０ －６８９９９０２１
邮　箱：ｃｇｄｚｘｈ＠ｙａｈｏｏ．ｃｏｍ．ｃｎ
地　址：北京市百万庄大街 ２６ 号中国地质学会（１０００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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