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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企业价值链核心增值能力评价

丁　琦，王要武，徐鹏举
（哈尔滨工业大学 管理学院，哈尔滨 １５０００１，ｄｉｎｇｑｉｈｉｔ＠１６３．ｃｏｍ）

摘　要：为了提高建筑企业竞争实力，采用多层次模糊综合评判法构建模糊综合评价模型，研究了建筑企业
价值链管理总体模型并对其进行优化，分解价值链核心能力各构成要素，形成评价指标体系来评价建筑企业

价值链的核心增值能力．研究结果表明，该评价可以测算出企业核心增值能力的强度和各构成要素对核心能
力的影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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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我国建筑业
在国民经济中的支柱产业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

在国际建筑承包市场上的竞争力也不断加强，建

筑企业每年完成的工程量也堪称世界之最．但我
国建筑业还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在企业管理的

组织与控制、物资采购与仓储、施工进度控制、资

金管理控制、施工交付准时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存

在着较大的差距［１］．因此，现代建筑企业要提升
竞争实力，就需要以市场和客户为导向，充分利用

自身优势，在企业价值链管理方面进行管理创新

和价值链优化，增强建筑企业价值链核心增值能

力，以提高核心竞争力．优化价值链可以在原有的
基础上注重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的合作，使企业

内部和外部分担的采购、建筑、分包和销售的职能

和流程协调发展．
本文针对增强建筑企业价值链核心增值能力

问题，采用多层次模糊综合评判法对价值链核心

能力水平进行评价．

１　建筑企业价值链的优化
１１　建筑企业价值链管理总体模型的建立

Ｐｏｒｔｅｒ（１９８５）最早提出价值链概念，在《竞争
优势》中首次从用户角度定义价值，不仅从财务

角度，更重要的是从战略角度来研究企业价值链．
价值链的优化是指利用价值链各环节内部以

及各环节之间存在的联系，改变企业某些活动的



安排，以达到降低产品或服务的成本，最大程度实

现企业价值增值和满足客户要求的目的；通过业

务流程重组，对信息流、物流、资金流进行一体化

控制，从采购原材料开始，制造中间产品及最终产

品，经由销售网络把产品送到消费者手中，最终将

核心建筑企业与客户、建筑分包商、建材供应商、

服务商、直到最终用户联成一个整体的功能网链

和组织结构模式．
根据Ｐｏｒｔｅｒ的价值链模型和建筑企业经营活

动特点，通过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基本价值增值活

动，利用影响建筑企业竞争力的因素，对建筑企业

和工程项目实施过程管理，可以构造出建筑企业

的一般价值链：即施工企业在单个的工程深化设

计、工作准备、材料采购、建筑施工、工程验收等作

业之间，形成一个始于业主，关系到供应商，分包

方，以及经过企业项目管理部门，最后到为业主提

供建筑产品的价值链［２］．
对于施工总承包企业的价值链而言，基本价

值活动包括：市场营销、内部后勤、生产运营、外部

后勤及用户服务；支持活动主要包括企业基础结

构、采购、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技术开发与创新．
其中基本价值活动在价值链中起着最基本的维系

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核心作用，支持价值活动在企

业经营管理的价值活动中间接创造价值，对竞争

优势发挥起到辅助性的作用．
为了提升建筑企业价值链优化的效益和价值

链优化的增值能力，本文将先进的管理战略、管理

技术、信息技术等集成到其中，建立了建筑企业价

值链管理总体模型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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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建筑企业价值链管理总体模型

　　由图１可以看出：
１）建筑企业价值链模型构架的基础是价值，

各种价值活动构成价值链．建筑企业的价值活动
是企业所从事的物质上和技术上的界限分明的各

项活动，它们是企业生产对委托方有价值的“产

品”的基石．
２）建筑企业的内部价值活动可分为基本活

动和辅助活动两种．基本活动是涉及工程的深化
设计、建造、审核及其转移给业主方和后期服务的

各种活动，辅助活动是辅助基本活动并通过提供

财务，投入技术、人力资源以及各种公司范围的职

能以相互支持．
３）渠道活动是建筑企业的重要价值活动，渠

道活动涉及的并不只是建筑企业一方，它是包括

上下游企业、机构、个体甚至是业主和投资者的全

社会供应链系统．渠道活动主要是供应链上的价
值流动，供应商拥有创造、交付企业价值链所使用

的外购建材，输入的价值链上游价值，许多建筑材

料和设备通过渠道价值链进入建筑企业，价值链

的渠道价值就形成于买方手中，成为买方价值链

的一部分．
４）建筑企业价值链除了包括建筑企业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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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活动之外，还包括企业的经营利润，利润是总价

值与从事各种价值活动的总成本之差．
１２　建筑企业的价值链的优化过程

建筑企业传统价值链在提升企业价值过程

中，由于追求单项工程的高额利润，企业的可持续

发展能力较弱，抵御外部市场压力的能力不强．特
别是由于建筑市场的激烈竞争，需要建筑企业从

传统的价值链管理框架下，对企业内部的价值链

的各个环节按照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进行优化．
建筑企业创造价值的过程可以分解成一系列

互不相同但又相互关联的经济活动；这些经济活

动都是增值的，这些增值活动的运行方式构成了

建筑企业内部价值链的优化．
１）建筑企业价值链的优化点．建筑企业价值

链的优化点是建筑企业在解决某一具体问题的过

程中产生的，这些问题可能是管理人员配备，施工

手续办理，施工物资准备，大型设备租赁，工程进

度控制，工程审计，工程验收，工程资金回收等等，

优化点是不连续的．但是优化点是价值流和价值
链存在的基础，优化点实际上就是价值流动过程

中的关键点［３］．
２）建筑企业价值流．建筑企业价值流是指从

施工开始到结束的一组连续的活动，这些活动对

客户具有价值．客户可能是最终的外部客户，或者
是内部的价值流使用者，价值流存在的目的是企

业价值流的客户利益满足，企业价值流是为让客

户满意而行使职能的群组活动．由于建筑企业价
值流客户具有的特定需求，价值流的设计与优化

是由为客户服务、使客户满意的工作活动而组成

的，价值流与其客户是不可分离的，客户的关注为

价值流提供了前进目标．
３）关键价值链的优化活动．建筑企业关键价

值链主要包括项目招标承揽价值链；建材物料、设

备管理价值链；深化设计、施工价值链和服务及再

经营价值链．
① 项目承揽招标．包含项目的市场信息采

集、评估、筛选、以及为获得项目所采取的一切方

法，对建筑企业来说，只有不断地取得项目，主要

链条才不致中断．所以项目承揽不仅是建筑企业
生存的起点，而且与项目施工、交付使用服务等活

动紧密相联．
投标管理过程虽然没有涉及产品实物的买

卖，但是企业价值增值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尤其

是在无形价值增值方面作用巨大，包括企业形象、

企业品牌、工程质量意识、管理水平、企业文化等．
在生产方面，投标管理优化过程是建筑企业获得

价值的起始过程，投标过程中的项目分析，报价等

直接关系到以后的价值流动过程，同时投标管理

本身也是一个价值消耗的过程．
建筑企业价值链优化后的投标价值链包括：

投标准备、编写与递交标书、竞标、谈判与签订合

同，进行编制、搜索、分析、评估、筛选等，因此，企

业在项目承揽中，要了解和掌握客户的需求，对各

种信息资源情况进行综合分析之后，才能拿出切

实可行的方案，达到优化价值链提升竞争力的

目的．
② 项目深化设计与施工．这是承揽项目的施

工总承包单位创造价值的关键，在这些工作中，要

充分运用企业内外部资源和设计施工技术及工艺

技术，提高项目管理水平，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企业

利润最大化利润．
深化设计和施工管理贯穿于建筑企业工程项

目实施的全过程，其过程涉及建筑企业绝大部分

的人、财、物以及信息的流动，是建筑企业主要的

价值链优化环节．对这一环节价值链的优化，主要
包括施工准备、深化设计、施工等部分，以节省人

力、物力、财力．
③ 项目交付及服务管理．出色地按合同要求

和相关法规规定交付，可以为企业带来良好的信

誉和口碑，有利于以后的项目承揽．
客户服务也是建筑企业的重要增值业务活

动，企业施工产品完成交付到客户手中，企业的价

值链并没有就此完成，客户服务仍然是价值增值

过程中至关重要的环节．价值链优化后的建筑企
业客户服务价值链包括中标项目备案、监理与客

户信息记录、客户追踪服务、投诉服务管理、项目

改进建议、整改后回访、以及全面的客户信息管理

等，通过对这些客户处理环节的优化最终可以达

到提升价值链的目的，实现客户服务价值链的

增值．
④ 物料、设备管理．在项目施工中储备物稳

定性较差，所以企业应将储备资源与市场资源合

理利用，以降低成本．材料物资、设备管理活动价
值可以说是基于时间和质量的一种竞争，以最低

的成本及时供应以满足其要求是客户满意的标

准，因此要尽量减少建材物资、设备管理价值链中

各环节的费用，改进一些环节来节约成本，全面减

少时间、人力和物力的浪费．通过对建材物资及设
备的采购、建材物资的仓储、建材物资的配载与运

输、建材物资及设备的盘点等流程的优化，可以实

现资金的节约和价值的增值．
建筑企业需要在关键价值链上体现价值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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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质，在优化时，使非增值环节内容简洁化、最

小化、虚拟化，必要时采取清除、简化、整合等措

施，提高流程效率．价值链的优化并不单纯反映在
企业的财务报表中，还能使建筑企业建立与市场

适应的、本土化和数字化的经营模式，促进建筑企

业核心业务流程改进与企业信息化建设，整体降

低组织成本、提高业务管理、组织水平与经营效

益．如果不对价值链结构进行优化，会降低某些价
值链的增值功能和竞争优势．建筑企业价值链优
化过程如图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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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建筑企业价值链优化过程

２　建筑企业价值链增值能力分析
２１　建筑企业价值链增值价值

建筑企业价值链的价值为［４］

Ｖ＝（Ｃ′＋Ｓ＋Ｐ）／Ｃ． （１）
式中：Ｖ为企业价值，Ｃ′为核心竞争力，Ｓ为价值
链结构，Ｐ为业务流程，Ｃ为企业投入．

价值链优化的目标是建筑企业的价值链增

值，价值（Ｖ）就等于价值链增值价值．可以看出，
当企业投入成本降低、业务流程改进、生产和经营

的信息流顺畅、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时，建筑企业

的价值链增值效果必然是显著的．所以，建筑企业
需要重构组织结构，使之柔性化、扁平化、团队化，

减少不同业务流程的中间环节，并把权力下移，增

加组织快速反应能力．
２２　价值链核心能力

建筑企业的价值链管理目标是为了满足利益

相关者的目标或利益，通过分析利益相关者的价

值源或满意源，找出价值链的这种满足利益相关

者的每一种能力，把所有的能力进行整合，就得到

价值链的整体能力．由于处于某个价值链的利益
相关者对整个价值链的影响力不同，价值链的整

体能力的具体构成有很大差别［５］．一般根据能力
目标，可以把价值链的整体能力分为存在能力、发

展能力，以及创新能力．根据价值链能力的重要程
度，可以把它分为核心能力、关键能力，以及一般

能力．
Ｐｒａｈａｌａｄ和Ｈａｍｅｌ最早提出具有代表性的核

心能力定义，他们将核心能力定义为“组织中的

积累性学识，特别是关于协调不同的生产技能和

有机整合多种技术流派的学识”．他们认为，核心
能力从本质上讲是一种能力，但它不同于一般的

或普通的能力，而是一种超越于普通能力的更高

级别或更高层次的能力．它是一个企业的一系列
生产、管理、组织及营销等方面独特的技能和技术

的集合体，而不是单个分散的技能或技术．
建筑企业的价值链核心能力是企业在长期生

产经营过程中形成的，能够使企业保持竞争优势、

获得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的稳定收益的能力．企
业会基于科学的业务定位、先进的施工技术、良好

的企业信誉、卓越的经营管理、独特的企业文化等

共同整合的结果．
一般认为，核心能力作为企业资源和能力的

有机整合系统，主要由管理层面的管理能力、市场

层面的营销能力和技术层面的创新能力构成．建
筑企业的核心能力可以分解为业务定位、技术和

产品创新、企业信誉、营销能力、经营管理、企业文

化等具体构成要素，如图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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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建筑企业价值链核心能力构成要素

３　建筑企业值链核心增值模型的构建
３１　指标体系

建筑企业价值链增值能力存在于企业内部各

要素之中，而且不同企业的核心能力各有千秋，识

别起来比较困难．本文根据建筑企业价值链核心
能力的构成要素进行分析，通过建立指标体系，来

构建价值链核心增值能力的整体框架．
选定评价指标时，可以根据不同建筑企业价

值链管理的特点，遵循动态性、可操作性、敏感性、

综合性等基本原则，建立指标体系［６］．本文提出
的建筑企业价值链核心能力指标体系如图 ４所
示．建立了建筑企业价值链核心能力的评价指标
体系后，就可以对价值链核心能力的强度进行综

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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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模型构建
在建筑企业价值链优化的核心能力评价指标

中既有定量的数据性指标，又有定性的描述性指

标，有些因素具有模糊性因而不能简单地用一个

分数来评价，导致评价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因此，

考虑到这些因素，采用多层次模糊综合评判法

（艾登（Ｅｄｅｎ）１９６５）对价值链核心能力水平进行
评价［７］．利用模糊评价法进行企业竞争力评价，
首先评价二级指标，其评价结果相对于一级指标

构成一个模糊评价矩阵，与一级指标权重集相乘

得到企业竞争力模糊评价的最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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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价值链核心增值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

　　这里采用二级模糊综合评判，其一般步骤为：
１）设Ｕ为因素集 Ｕ＝｛Ｕ１，Ｕ２，Ｕ３｝，Ｖ为评

语集．
Ｕ１ ＝｛Ｘ１１，Ｘ１２，Ｘ１３，Ｘ１４，Ｘ１５，Ｘ１６，Ｘ１７｝，
Ｕ２ ＝｛Ｘ２１，Ｘ２２，Ｘ２３，Ｘ２４，Ｘ２５，Ｘ２６，Ｘ２７｝，
Ｕ３ ＝｛Ｘ３１，Ｘ３２，Ｘ３３，Ｘ３４，Ｘ３５｝． （２）
Ｖ＝（强，较强，一般，弱，较弱｝＝

｛Ｙ１，Ｙ２，Ｙ３，Ｙ４，Ｙ５｝． （３）
２）对每个Ｕｉ（ｉ＝１，２，３）分别进行综合评判．

评价时，定量指标可根据评价分值的计算结果对应

于评语集做出判断（评价分值 ＝指标实测值 ／指
标最好实测值），定性指标可根据专家判断给出，

由此得到指标Ｘｉｊ隶属于第ｔ个评语Ｙｔ的程度Ｙｉｊｔ，
构造评判矩阵Ｒｉ．

Ｒｉ＝
ｒｉ１１ ｒｉ１２　… ｒｉ１ｐ
ｒｉ２１ ｒｉ２２　… ｒｉ２ｐ
ｒｉｍ１ ｒｉｍ２　… ｒｉｍｐ

，（ｉ＝１，２，３）．

（４）
另外，通过专家意见可得出指标层 Ｘ对准则

层Ｕ的权重Ｎｉ（ｉ＝ｌ，２，３）．其中，
Ｎ１ ＝｛Ｎ１１，Ｎ１２，Ｎ１３，Ｎ１４，Ｎ１５，Ｎ１６｝，
Ｎ２ ＝｛Ｎ２１，Ｎ２２，Ｎ２３，Ｎ２４，Ｎ２５，Ｎ２６｝，
Ｎ３ ＝｛Ｎ３１，Ｎ３２，Ｎ３３，Ｎ３４，Ｎ３５｝． （５）

令Ｕｉ的一级评判向量为Ｂｉ，则：
Ｂｉ＝Ｎｉ×Ｒｉ＝（ｂ１１，ｂ１２，ｂ１３，ｂ１４，ｂ１５）． （６）
３）进行二级评判：将每个 Ｕｉ（ｉ＝１，２，３）看

成一个因素，则 Ｕ＝｛Ｕ１，Ｕ２，Ｕ３｝的单因素评判
矩阵为

Ｒ＝
Ｂ１
Ｂ２
Ｂ










３

＝
ｂ１１ ｂ１２ ｂ１３ ｂ１４ ｂ１５
ｂ２１ ｂ２２ ｂ２３ ｂ２４ ｂ２５
ｂ３１ ｂ３２ ｂ３３ ｂ３４ ｂ











３５

．（７）

由专家意见得到准则层 Ｕ对目标层 Ａ的权
重：Ａ＝（Ａ１，Ａ２，Ａ３）即可得二级评判向量为

Ｂ＝Ａ×Ｒ＝（ｂ１，ｂ２，ｂ３，ｂ４，ｂ５）． （８）
４）作归一化处理，再按照最大隶属度原则，

即可判别价值链核心能力的强弱程度．

４　建筑企业值链核心增值能力的评价
　　某建筑企业是一个大型国有建筑企业，注册
资本９亿元，具有房屋建筑、市政等多项施工总承
包资质．企业拥有专业技术人才１０００余人，年施
工能力５０亿元．在企业发展过程中，企业管理层
十分重视企业战略管理，通过对项目招标承揽价

值链、建材物料、设备管理价值链、深化设计、施工

价值链和服务及再经营价值链进行优化后，该企

业各项价值链核心能力指标数据及评分值如表１

·０７４· 哈　尔　滨　工　业　大　学　学　报　　　　　　　　　　　　　第４２卷　



所示．
　　根据评价模型，结合表１中各指标评分值，对
企业价值链核心能力进行评价．经计算，一级评判
向量Ｂｉ分别为

Ｂ１ ＝（０３２０，０６８０，０７１０，０４２０，０２３５），
Ｂ２ ＝（０６０５，０７３０，０６３０，０３７０，０２１５），
Ｂ３ ＝（０３００，０５３０，０５６５，０４３０，０３２０）．
表１　企业价值链核心能力指标评分值

核心

能力
序号 评价指标 评分值

行业

平均值

１ 企业文化／分 ７０ －

２ 劳动生产率／（元·人 －１） ９０５００ ８２８９９

３ 合同履约率／％ ８７ －

管理 ４ 工程竣工率／％ ５１ ４３６

能力 ５ 大专以上学历人员比例／％ ４２４ －

６ 中级职称以上人员比例／％ ２５ －

７ 体制制度团队建设／分 ８０ －

８ 企业信誉／分 ８５ －

９ 主营业务定位／分 ８０ －

１０ 资金管理／分 ７５ －

经营 １１ 市场占有率／％ ７０ －

能力 １２ 项目指标完成情况／％ ６１８ ４１１

１３ 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分 ８０ －

１４ 产值利税率／％ ３３ ３８

１５ 技术装备率／（元·人 －１） ３７００ ９４００

１６ 动力装备率／（ｋＷ·人 －１） ２７ ５９

创新 １７ 科技成果数量及水平／分 ８０ －

能力 １８ 新技术新产品应用／分 ７０ －

１９ 信息技术和研发费用投入／分 ７５ －

　　准则层 Ｕ对目标层 Ａ的权重为 Ａ＝（０３，
０４，０３），则二级评判向量Ｂ为

Ｂ＝Ａ×Ｒ＝（０３，０４，０３）×
０３２０ ０６８０ ０７１０ ０４２０ ０２３５
０６０５ ０７３０ ０６３０ ０３７０ ０２１５







０３００ ０５３０ ０５６５ ０４３０ ０３２０
＝

（０４２８，０６５５，０６３５，０４０３，０２５３）．
对Ｂ进行归一化处理：
Ｂ′＝［０１８０，０２７６，０２６７，０１７０，０１０７］．
由最大隶属度原则可知，该企业的价值链核

心增值能力处于较强水平．同时，从评判过程中的
计算可以看出，该企业在经营方面的核心增值能

力处于较强水平，而管理及创新方面的核心增值

能力则处于一般水平．

５　结　论
１）建筑企业价值链增值能力是科学的业务

定位、先进的施工技术、良好的企业信誉、卓越的

经营管理、独特的企业文化等共同整合的结果．
２）根据不同建筑企业价值链管理的特点选

定评价指标后，采用多层次模糊综合评判法构建

模糊评价模型，对价值链核心能力水平进行评价，

判别价值链核心能力的强弱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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