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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时代的进步以及建筑工程管理的进步,现阶段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管理人员意识到建筑工

程管理的重要性,但是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建筑工程的管理还是存在着较多的问题去不断地优化和完

善,只有这样才能够切实提高建筑工程的管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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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rogress of The Times and the progress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management, now has 

more and more managers realize the importance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management, but in the process of 

practical application,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management still has more problems to constantly optimize and 

perfect, only in this way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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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本文从建筑工程管理的概念以及常见的建筑工程管理模式

进行分析,并结合实际情况指出建筑工程管理的方法以及在实

施这些方法的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 后有针对性地给出

解决措施。 

1 建筑工程管理的概述 

1.1建筑工程管理的定义 

随着建筑行业的发展,建筑工程管理行业也得到了很大的

提升,所谓建筑工程管理也就是指对于受业主委托的建设工程

项目展开有效管理,并提供给业务专业的、全面的以及高质量的

管理服务,建筑工程管理的主体是建设工程管理单位,客体是建

设工程过程中所涉及到的所有工作。建筑工程管理单位的管理

任务不仅包括做好经济合理的工程设计、协调好各工作部门之

间的关系并组织各单位进行工程实施并控制工程的成本以及进

度,在保证项目工程进度的同时,还可以提高建筑工程的质量和

安全性[1]。 

1.2建筑工程管理的分类 

结合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建筑工程管理可以分为很多的

类型,但是在进行分类的过程中,一般会按照承担工程管理的参

建单位来对建筑工程的管理性质来进行划分,如果只需要对开

发方、中介方以及投资方提供所需的工程管理服务,则将该建筑

工程管理分为业主方工程管理类,如果需要对设计、施工总承包

或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方提供相关的工程管理服务,则将该

建筑工程管理项目分为总承包方工程管理。 

1.3建筑工程管理的特点 

相较于其他项目工程的管理,建筑工程管理在实际展开的

过程中具备四个特点,首先是针对性和一次性,在进行建筑工程

管理的过程中,只需要管理企业针对某一具体的项目进行管理,

项目结束后则不需要再进行管理,此外,建筑工程管理的手段先

进,且随着工程项目复杂性和要求越来也高,原始的管理手段已

经没有办法满足管理项目,管理人员只有结合时代的发展和科

技的进步,不断地完善和优化现阶段所具有的管理方式,才能够

更好的完成管理目标[2]。 

2 建筑工程管理的模式 

2.1设计-招标-建造模式 

相较于其他项目管理模式来说,设计-招标-建造是一种应

用时间较长且应用范围广泛的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十分成

熟,且该管理模式在实际展开的过程中按照设计后招标,然后由

被选择的团队完成项目的施工,且下一个建筑阶段只有在上一

个阶段完成后才能开展,相应的,项目的周期越长,初期的投资

也就越高,施工阶段如果需要对已经制定的项目进行更改,还会

影响商户及业主的利益,造成不必要的成本[3]。 

2.2设计-建造模式 

相较于设计-招标-建造的管理模式,国际上在展开项目管



工程管理 
第 3 卷◆第 7 期◆版本 1.0◆2022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737-4580(P) / 2737-4599(O)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7 

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 

理的过程中则更多地选择设计-建造这一项目管理模式,在开

发银行以及世界银行贷款项目的合同条件项目均采用这种管

理模式,而这一管理模式和设计-招标-建造模式的根本区别

在于前者由总承包方直接选择施工团队,并通过竞争性招标的

方式将整个项目细分为不同的环节,并由不同的施工队伍完成

任务[4]。 

2.3建设工程管理模式 

建筑工程管理模式中,施工队伍可以凭借自己的专业能力

以及工作经验在设计前期与设计单位进行沟通,并结合实际情

况提供有关的设计建议,实际和理论之间的结合,能够从根本上

降低设计方案难以展开该问题的出现概率,从根本上保证施工

项目的进展,并节约项目所需要的成本,除此之外,建设工程管

理模式还可以采用阶段性发包,能够提高项目施工的效率,保证

项目更快的实现[5]。 

2.4建造-运营-移交模式 

建造-运营-移交模式是我国政府部门特许的建筑工程管理

模式,而这一管理模式主要应用于基础建设以及后期的运用管

理,这一模式的特点就是业主可以将整个建设项目交给项目工

程完成全权代理,并且不需要在项目展开的过程中提供所需的

项目资金,而在公司通过运营后由有关部门来完成项目还款,这

样的管理模式可以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也可以从根本上规避

可能需要政府来承担的项目风险。 

2.5项目管理模式 

以项目管理模式而展开的建筑工程管理,是以项目为对象

的系统管理方法,通过所构建的一个临时性的、专门的柔性组织,

来展开对项目的高效率管理、科学的组织以及提供专业的知道,

从而实现项目的全过程动态化管理和项目目标的综合优化,业

务将展开工厂的过程中管理和控制的权力全部交给建设工程管

理公司,进而由后者代替前者完成招标任务以及后续各个环节

的管理[6]。 

2.6设计-采购-建造模式 

业主将和建筑工程有关内容如项目设计、采购以及建造等

委托给总承包商,并由总承包商通过分包合同等方式来协调参

与项目的各个单位之间的关系,但是这种管理模式对于总承包

商的专业技术以及管理水平的要求较高,且需要项目的总承包

商的承担大部分的项目风险,项目业主由于不直接聘请工程师

且由总承包商开展后续的管理工作,所以在整个项目中的参与

度不高。 

2.7项目总控模式 

相较于前几种项目管理模式来说,项目总控模式并不是一

种独立的管理模式,而是作为一种大型及特大型工程项目管理

的辅助管理模式,主要应用于当业主委托了多个管理咨询单位

以后,还是需要完成大量的管理与决策,而且需要承担较大的决

策风险,为了将这种风险降低到 小,项目总控咨询公司可以结

合业主的需求以及项目开展的实际情况来通过自己的所掌握的

技术信息和工程经验提供具有宏观性、战略决策性的支持[7]。 

3 项目工程管理的方法 

3.1建立项目评价和管理体系 

在进行项目工程管理的过程中,为了保证项目管理决策的

准确性,要求有关管理人员需要结合业主的需求以及实际情况

对项目的各项指标进行公平合理及客观属实的评价,并结合该

评价依据选择 适合的项目方案。除此之外,还需要贯彻落实项

目责任制来展开施工单位、采购单位以及设计单位等参与部门

的管理,通过层级之间的相互配合,从而保证管理的效率,并减

少管理后期出现问题找不到负责任的概率。 

3.2建立健全管理制度 

为了适应变化较大的市场经济,在展开施工管理的过程中,

需要建立科学、系统以及规范的企业管理制度,并从根本上提高

企业的管理水平,大型施工项目周期较长且参与的部门较多,如

果没有健全的管理项目,大型工程项目的施工效率将会直接下

降,还需要构建有关项目经理责任制、责任追究制以及经营决策

管理制度来尽可能地规避风险,加强各个单位的管理效率,明确

各岗位的考核条件和奖惩措施。 

3.3项目目标控制管理 

建筑工程的项目管理目标不仅包括工程的安全性以及工程

的质量,还需要保证在所约定的工期内完成工程建设以及每阶

段的施工进度不能落后太多,为了更好的实现这些目标,要求在

进行项目目标控制管理的过程中,首先要做到细化各个施工项

目的管理目标,并结合所制定的总体目标完成各个阶段所需要

完成的任务,并时刻针对所制定的目标以及实际发展状况进行

自评,从而及时纠正偏离目标的行为并解决可能会影响目标实

现的问题。 

3.4重要环节的管理 

要保证项目工程的有序实施,需要对工程项目管理的不同

阶段都制定不同的任务并达到不同的要求,并由专业的工作人

员来完成项目实施的监督并给出有关评价,对及时的指出所发

现的问题并进行改正,从而保证项目的顺利进行。结合实际情况

来看,现阶段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以及内容包括合同的

签订、人力资源管理以及沟通协调和项目风险的规避[8]。 

3.5项目综合管理 

建立项目管理体系是保证项目管理效率的关键,施工体系

管理部门由有关单位和工作人员组成,由于所涉及的部门以及

工作人员数量较多,所以管理难度较大,只有构建科学合理的管

理体系才能够保证建筑工程的管理质量。项目综合管理不应该

局限于某一个别的目标和环节,应该覆盖整个施工过程,并结合

实际需求选择 优的整体方案,实现全面协调。 

4 建筑工程管理的影响因素和对策 

4.1建筑工程管理的影响因素 

4.1.1企业内部的主观因素 

导致企业内部管理问题出现的原因,从根本上看是由于缺

少健全的建设工程管理体系所导致的,建设单位只关注经济利

益,从而过度的降低项目的建设成本以及人力资源。且项目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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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理受到管理人员的主观意识影响较大,很多管理人员满足

于现状,没有办法做到结合时代发展不断的学习和充实自己,且

部分管理人员的专业能力以及职业素质有待提高,进而提高管

理设计、管理监督等各个环节的质量[9]。 

4.1.2企业外部的客观因素 

虽然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已经认识到建筑工程的管理重要性,

并制定了建设行业的有关管理制度,但是这些制度在实际工程

开展的过程中却没有得到有效的实施,所以导致工程管理的效

率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所以在开展项目工程管理的过程中,

如果管理单位的力度较弱,就会导致所制定的上级制度政策很

难在单位中落实,除此之外,我国的项目工程管理起步较晚,很

多企业对于项目管理工程的重要性意识程度不够。 

4.2降低不良影响的对策 

4.2.1完善建筑工程施工管理体系 

我国的建筑工程管理理论尚不成熟,这对于管理工程的展

开也会造成一定的阻碍,为了健全建筑工程的施工管理体系,要

求现阶段所有的相关管理部门以及机构能够按照自己的具体需

求进行调整和管理,并结合实际情况对其功能进行完善,要求每

一位工作人员都能够了解自己的工作性质以及工作内容,能够

做到合理高效的利用人力资源,并不断地学习其他的优秀案例,

制定适合我国的施工管理体系。 

4.2.2加强对管理人员的管理 

在实际展开工程管理的过程中,如果工程项目的管理人员

频繁换动,就会导致工程管理的质量直线下降,团队工作人员之

间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不断地磨合和适应,所以在展开管理工

作之前就需要首先组建一支科学高效的项目管理团队。在构建

管理团队的过程中,要求管理团队能够贯彻落实先进的管理理

念,并要求所有的工程进度、质量以及成本计划都能够达到自己

所制定的目标。 

4.2.3加大建筑工程施工质量管理 

建筑工程管理质量将会直接决定工程的可靠性以及安全性,

所以建筑工程管理也是项目开展过程中的重点工作。工程管理

质量严格依赖于所制定的管理政策以及有关技术,所以在展开

工作的过程中需要采用严谨的工作方法。一方面可以强化科学

管理的有效控制,尽量减少成本的消耗,另一方面也需要加强对

工作成果的验收[10]。 

4.2.4加强工程项目管理要点的控制 

加强对项目工程的管理,需要具体对工程项目中的每一个

要点进行管理,首先需要做到控制项目的实际进度,定期对项目

进度以及项目计划进行考察,避免项目延期,并对项目的成本以

及可能会出现的安全风险也进行控制,不断加强监管力度,并做

好检查工作。 

4.2.5发挥监理单位监管作用 

完善的工程监理体系是保证施工质量的关键措施,只有从

源头做起,选择有责任心且专业能力较强的建立团队,才能够帮

助业主完成对工程施工的各个环节的监督,并达到杜绝安全隐

患以及保证工程质量的目的[11]。 

5 总结 

要保证建筑工程管理效率的提升,不仅需要构建健全的管

理体系,还需要制定有效的管理方案,并组成高效的管理队伍,

这有这样才能够切实推动建筑工程管理行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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