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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全国高职高专教育土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工程管理类专业指导分委员会（原名高等学校土建
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高等职业教育专业委员会管理类专业指导小组）是建设部受教育部委托，由建设
部聘任和管理的专家机构。
其主要工作任务是，研究如何适应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设置高等职业教育专业，明确建设类高等职业
教育人才的培养标准和规格，构建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教学内容体系，构筑“校企合作、产学结合
”的人才培养模式，为我国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在建设部人事教育司和全国高职高专教育土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的领导下，2002年以来，全
国高职高专教育土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工程管理类专业指导分委员会的工作取得了多项成果，编
制了工程管理类高职高专教育指导性专业目录；在重点专业的专业定位、人才培养方案、教学内容体
系、主干课程内容等方面取得了共识；制定了“工程造价”、“建筑工程管理”、“建筑经济管理”
、“物业管理”等专业的教育标准、人才培养方案、主干课程教学大纲；制定了教材编审原则；启动
了建设类高等职业教育建筑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工作。
　　全国高职高专教育土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工程管理类专业指导分委员会指导的专业有工程造
价、建筑工程管理、建筑经济管理、房地产经营与估价、物业管理及物业设施管理等6个专业。
为了满足上述专业的教学需要，我们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这些专业的教育标准和培养方案，根
据培养方案认真组织了教学与实践经验较丰富的教授和专家编制了主干课程的教学大纲，然后根据教
学大纲编审了本套教材。
　　本套教材是在高等职业教育有关改革精神指导下，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以培养实用为主、技能为
本的应用型人才为出发点，根据目前各专业毕业生的岗位走向、生源状况等实际情况，由理论知识扎
实、实践能力强的双师型教师和专家编写的。
因此，本套教材体现了高等职业教育适应性、实用性强的特点，具有内容新、通俗易懂、紧密结合工
程实践和工程管理实际、符合高职学生学习规律的特色。
我们希望通过这套教材的使用，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更好地为社会培养具有解决工作中实际问题的
有用人材打下基础。
也为今后推出更多更好的具有高职教育特色的教材探索一条新的路子，使我国的高职教育办的更加规
范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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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建筑经济(工程造价与建筑管理类专业适用)》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基础，根据建筑市场
的运行规则，围绕建筑产品的生产、交换、管理，结合我国建筑业的实际情况，全面阐述建筑经济的
基本理论和知识。
主要内容包括：建筑业、建筑活动的相关机构、建筑产品、建筑生产、建筑市场、建筑市场的规范等
。
　　《建筑经济(工程造价与建筑管理类专业适用)》为高职高专学校工程造价专业及建筑工程管理类
相关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土建类有关专业的选修课教材或教学参考书，并可供建筑业各类管理人员
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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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初期，人类居住在天然洞穴，或经过简单劳动形成的坑穴、半洞穴里，自然谈
不上建筑活动的发展。
进入奴隶社会，建筑活动开始出现。
到了封建社会，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工具的改进，人类有了建造复杂土木工程的可能，建筑活
动得以进一步发展，但规模并不大，还不可能成为一个行业。
进入资本主义社会，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始，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社会对建筑工程的需求日益扩大，建
筑活动的规模迅速膨胀，客观上要求一个专门的行业来从事这项活动，于是建筑业有了形成和发展的
基础。
　　（二）建筑活动相对独立于国民经济的其他活动　　建筑活动发展到相当的规模后，只是给建筑
业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基本条件，并不意味一定会形成建筑业。
任何一项活动要成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部门，除了具备一定的规模外，还必须相对独立于其他活动，有
自己的活动领域和发展空间。
　　在封建社会，虽然建筑活动已经达到一定规模，但是并未从农业中分离出来。
大部分从事建筑活动的人还没有脱离土地，他们只是以农为主，以建筑活动为辅的农村手艺人。
当有了建造任务时，被临时招募从事建筑活动，完工后回到农村继续种田。
在这种生产方式下，即使有再大的建筑活动，也不太可能成为一个行业。
只有进人资本主义社会后，建筑活动的规模迅速扩大，建筑技术的要求进一步提高，客观上要求建筑
活动相对独立于其他活动，由专门的人来从事这些工作，此时建筑活动才可能形成建筑业。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建筑活动从农业生产中分离出来，逐渐发展成为专门从事建筑
活动的建筑业。
　　（三）建筑活动的管理方式要适应建筑业的形成和发展　　建筑活动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必然出
现相应的管理方式。
管理方式是否恰当，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建筑业的形成和发展。
建筑活动的管理方式也有一个发展和演变的过程，我们可以通过认识建筑活动不同的管理方式，深入
了解建筑活动的管理方式是如何影响建筑业的形成和发展的。
　　建筑活动的管理方式在发展过程中主要经历了自建和承发包两种方式。
　　1.自建方式　　指业主自己组织进行工程项目建设过程的全部建筑活动的一种管理方式。
即业主自行设计、自行施工。
　　这种方式适用于没有专门的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的情况，或者有特殊要求的工程项目的建设。
由于业主直接完成工程建设过程中的全部建筑活动，因此能充分调动投资者的积极性，且各环节的关
系简单，易于协调。
但是，这种方式毕竟只是一种小生产式的管理方式，没有实现专业化分工，没有专业队伍从事建筑活
动，不利于提高设计、施工水平，不利于提高工程质量，降低工程成本，在现代建筑活动管理中已很
少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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