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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依据整体施工流程,配合对项目管理工作的概念分析,可以从建筑施工的整体规划层面出发,确

定适用性强的项目管理方法,满足某一施工环节的特定需求,也能制定出利于执行的施工管理方案,从管

理规划中解决技术、质量、成本等方面的问题,为后续工作预留大量的空间,用于协调经济效益与社会效

益之间的关系。为此,应该对项目管理工作的内容、要求以及执行流程进行配套分析,利用对技术、人员、

设备的管理,支撑起建筑施工任务的流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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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overall construction process, with the concept of project management analysis, can 

start from the overall planning level of construction, determine the applicability of project management method, 

meet the specific needs of a construction link, also can develop th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scheme, from 

management planning technology, quality, cost problems, leave a lot of space for subsequent work, to 

coordin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benefits and social benefits. Therefore, the content, requirement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the project management work should be supporting analyzed, and the 

management of technology, personnel and equipment should be used to support the smooth progress of the 

construction tas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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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在大量供求关系的影响下,使得越

来越多的施工企业开始以高层建筑为主要形式组织施工、制定

计划,这对项目管理工作带来了更多的影响,不仅需要协调成

本、进度、质量之间的关系,还需要根据不同施工节点的任务要

求,从安全施工的角度进行任务部署,增加整个工作的流畅性、可

靠性。因此,项目管理人员需要尝试使用更多管理方法,来解

决施工活动组织安排,以及材料、设备的管理问题,以此在预

定的管理方案中,找到易行性高的工作路径,完成对各个施工

节点的任务安排,避免因材料、设备以及人员配置问题而引起

的成本损耗。 

1 土木工程建筑施工中项目管理内容 

1.1项目管理 

探讨项目管理工作内容之初,首先要明确施工建设方向,以

及整体施工诉求,以此为依据,分析不同施工环节下的影响因素,

通过对人员、技术的管理,使整个工作与整个施工计划得到融合,

贯穿于全部施工节点之中。细究建筑施工的工序和要求就会发

现,不同节点的管理工作落位不同,为了确保各节点施工的整体

质量和作业安全,应该明确区域内的施工作业要求,并通过提高

项目管理工作强制性、约束性的方式,依据不同类别技术的特点,

制定出配套的管理方案,提高建筑施工的品质[1]。由此可见,做

好项目管理工作,需要讲需求、明方向,依靠对施工需求的分析,

总结管理要素,明确管理对象,提高整个工作的规范程度。 

1.2应用优势 

项目管理的内容分类更加细致,管理方式也具有垂直化的

特征,不仅能够用全事项管理的方式,在进行建筑施工之前明确

管理对象,还能依据不同节点区域的施工要求、技术特点,对整

个工序进行拆分,从而解决临时性的问题,维持施工作业的流畅

度。此外,项目管理在组织结构上也拥有明显的优势,这是因为

进行项目管理工作的层级关系明确,是整个管理工作执行的原

动力,方便对工作问题溯源,也可以确保各层级之间拥有密切的

工作联系[2]。同时,依托于层级划分清晰的管理组织结构,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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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工作中形成一个“生产+管理”深度融合的管理闭环,由项

目经理下达管理任务,由不同部门的管理人员进行组织与实施,

加强了不同管理位置人员之间的联系,也能帮助人员依据所处

的环节,找到技术、施工层面的问题。 

2 木工程建筑施工中项目管理的问题 

2.1进度管理中的问题 

协调成本、质量、进度之间的关系,保障项目施工作业的流

畅性,是当下进行进度管理工作所需重视的问题。然而,建设方

考虑到成本与收益的问题,容易忽略进度管理对项目建设质量

的影响,虽然能够使整个项目施工进度开始加速,但也会因为缺

乏对配套管理措施的研究,致使工序混乱等问题产生。同时,过

于追求项目建设的收益,也将难于保障项目管理工作与施工任

务的深度融合,在松散的管理状态下,引起节点施工脱节的问题,

就大体量的土木工程建筑施工而言,会出现工期延长、频繁返工

的情况。由此可见,一旦过于强调项目建设的实际收益,忽略项

目管理工作的影响,将导致进度管理工作出现问题,难于按照需

求完成施工建设任务,也无法对各施工节点下的任务进行明显

的层级划分[1]。 

2.2工艺技术管理中的问题 

工艺技术的应用水平影响了建筑施工的节能效果,以及本

节点的施工质量,如若无法利用配套的管理方案,按照不同节点

区域施工的特点,进行有效的管理互动,那么将导致施工质量的

变化,甚至出现结构性问题。此外,如果项目管理人员不能参与

到整个管理过程之中,还会在交叉施工中导致上下工序的脱节,

增加项目建设的负担,也不利于对各种结构件进行质量管理。

后,工艺技术的管理应从整体层面出发,规划不同交叉施工工序

的作业要求,通过管理介入的方式,确保子工程的按期完成,从

而通过对人员、工艺技术的管理,减少不良问题的影响。可见,

工序较差、子工序的管理是工艺技术管理中的主要问题,需要用

正确的管理方式,确保各工序之间的过渡,使前后工序之间有所

承接。 

2.3成本管理层面的问题 

成本管理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其不仅关乎建筑施工企

业的行业竞争力,也是按时、按需完工的有利保障。然而,在实

际施工管理过程中,由于项目建设的周期长、成本投入大等问题

的影响,容易引起建设资金链断裂的问题,这体现出成本管理工

作效用不足的问题。同时,只注重对成本投入的单一分析,也容

易导致企业单位陷入经营困境的问题中。 后,对建设成本的全

面管理,不仅要协调人力、物力等资源的投入,还需通过数理运

算的方式建立用于成本管理的模型。然而,由于建设企业过于重

视眼前的利益,往往难于按照开始的规划设计方案,对成本投入

进行全面的概算和管理。 

3 项目管理在土木工程建筑施工中的应用策略 

3.1施工质量管理 

由于土木工程建筑施工的特殊性,应该从人员、材料管理层

面出发,维持各施工节点的质量,用于满足项目建设整体要求。因

此,应在项目建设初期阶段,规划进行人员、材料以及设备管理

的方式[3]。为了确保人员管理工作的功能性,第一,应该对管理

人才进行岗位考核,确保各项管理工作的执行收益。同时,还要

配合奖惩制度明确管理人员的岗位要求,从整体施工布局层面

出发,总结不同岗位管理人员的工作要素,达到科学且有效的管

理目标,逐步提高人员管理的广度和覆盖面[2]。 

第二,材料管理工作,需要明确不同材料对成本投入的影响,

从成本投入的角度出发,总结工作要求和实际流程。首先,要对

进场材料进行质量检测,钢筋、混凝土等材料的质量不仅会影响

整个结构的稳固度,更是衔接不同结构件的主体,两者共同决定

建筑物的稳固度。其次,要对材料供应商进行调查,从根源层面

杜绝材料质量问题。 

第三,设备管理工作,主动对机械设备的租赁流程进行把控,

基于项目施工要求,检查租赁设备的参数,可以对项目建设工作

带来长期影响,增加建筑施工的流畅度、便利度,也可以减少由

设备使用引起的质量问题产生。其实对于建筑工程施工而言,

做好设备管理工作,不仅需要依据具体的施工作业场景,规定机

械设备的使用细节,还需对机械设备的能耗、物理损耗加以评估,

从而按需调整机械设备的使用方式,避免因维修、保护工作不到

位,引发安全隐患问题。由此可见,不管是利用管理方案对设备

进行调控,还是按需转变设备使用要求,都在强调建筑施工的整

体效果以及人员的作业安全。 

3.2施工进度管理 

凭借预先制定的工期计划,以及对施工节点的进度监控,可

以聚集不同施工节点的技术、施工问题,增加项目施工作业的整

体流畅度。因此,首先需要依据图纸信息,配合BIM等技术进行工

期的预测和模拟,量化不同工序下的实际工期,明确不同节点的

工作量以便控制施工进度[4]。其次,对施工进度进行监控,并不

是简单的“做加法”,而是需要以一套完整的进度管理管理理念,

贯穿于实际施工之中,通过实际施工与进度计划的对比,明确不

同施工节点的问题,从技术、人员管理层面弥补两者间的工作误

差。可见,利用工期计划与实际施工监控管理工作的交互,有

助于按时、按需完成建筑施工任务,避免人力、物力资源的损

耗。 后,从大的逻辑层面上进行分析,编制正确的工期计划,

可以为后续的进度监控工作预留更多的空间,减少因某一节

点质量问题,而导致返工情况的发生,尽量压缩投入到项目中

的成本[3]。 

3.3施工成本管理 

全面成本管理以及动态成本管理,是常见的工作方式。全面

成本管理工作能够从整体层面出发,通过对不同施工模块的模

拟,进行成本投入的概算,从而依据项目建设需求,进行工作上

的变更。 重要的是,这种成本管理方式是带有规划效果的,可

以通过对项目建设方案的三维模拟,对一切节点下的施工活动、

成本投入进行控制,配合对施工节点成本投入的动态规划,规范

整个施工流程,制定出进行成本管理工作的基本流程,和工作落

实路径。同时,进行全面成本管理工作,容易受到人为因素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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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预先制定的成本管理计划只是一类指导性要求,需要管理人

员在工作中落实,以此获得较好的管理收益[4]。 

动态成本控制,全面成本管理方法虽然能够对项目施工的

整体投入进行科学预测,但由于经济市场、人员以及图纸信息变

动的影响,容易导致整个成本管理工作的功能性缺失,这就需要

引入动态成本管理计划,用内部管理与外部条件变动相互融合

的分析方式,对不同节点的成本进行动态概算,从而逐步串联起

建筑施工的各项活动,确保成本管理的完整度。 

目标成本控制,首先对长期成本控制目标进行预测,逐步明

确不同施工节点的短期控制目标,可以将成本管理工作稳定在

统一的基准面上,避免出现成本投入激增的问题。同时,为了判

定不同施工环节投入的成本量,还应确定进行成本管理工作的

波动范围,将实际投入与成本控制目标的差距控制在5%之内,可

以增加成本管理工作的科学性、合理性,也能将管理重心落于实

际施工层面。 

4 项目管理的应用建议 

4.1加强对土木工程建筑施工资金的管理 

真正进入项目施工阶段后,进行资金管理的另一个要求就

是依据要求进行规划,从而协调项目建设质量与成本投入的关

系,避免因材料选择问题对成本投入的影响,这将为项目建设单

位提供更多额外的发展条件,维持项目建设工作的整体收益。同

时,进行资金管理不能架空项目设计方案,也需要协调各方关系,

分别从管理者、建设者的角度,确定资金管理的方案。值得注意

的是,建设方应明确成本投入的方向,将成本用于实在的地方,

制定出收益更高的工作方案。此外,建设方还要按照原定计划,

对个施工节点任务进行质量验收后,分批次支付资金,更好地杜

绝建筑施工质量上的问题。由此可见,只有能够 大程度地把握

投入资金的走向,并通过对材料、人员的控制,解决成本外溢的

问题,才有助于实现预先制定的成本管理目标,选择合适的成本

管理方法,用于满足项目施工建设的需求,保障现金流的稳定,

也使工序与工序间得到更多的承接[5]。 

4.2加强对土木工程建筑施工技术的创新应用 

融入绿色施工理念,关注到建筑施工的节能要求,落实绿色

施工理念,可以减少对周边环境的影响,也能简化应用施工工艺

的难度,更好地保障项目建设效果[5]。同时,由于不同施工节点

下的要求和管理要点存在差异,需要关注不同施工技术的特点,

也需要根据整体设计方法,对实际管理工作的细节进行调整,从

而根据不同类型的工艺技术,统一和明确施工标准,这是对建筑

施工进行管理的基本逻辑。此外,现场管理人员还要强调焊接工

艺的重要性,根据预留点位的差异,对本工序的施工要求进行交

底,提前将技术性问题纳入管理范畴,是能否达到现代化项目管

理要求的软性条件。由此可见,加强施工技术、材料的创新与应

用,需要对管理工作进行额外的研究和规划,在项目管理工作的

基础上融入绿色发展理念,可以提高建筑施工的价值和收益。 

5 结束语 

依据整体施工流程,分阶段探讨利用项目管理工作协调人

力、物力等资源投入的关系,有助于从建筑施工的整体层面出发,

通过对人员、工艺技术以及成本的管理工作,逐步满足项目建设

单位的需求。同时,在前期阶段控制项目建设的进度和质量,并

制定出相应的施工管理计划,可以显著提升项目建设的整体收

益,也可以从管理规划中,为后续施工工作预留一定的空间,提

高管理工作的流畅度。 后,建立科学的管理方法,可以利用对

技术、人员、设备的管理,使项目质量、成本投入在管理工作的

影响下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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