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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工程管理是一项具有很强综合性的工作,涵盖了质量、成本、安全、进度等具体的管理内容。

而且由于每个方面都牵扯到很多具体的因素,导致管理工作很复杂。传统的管理手段,已经逐渐脱节,难

以取得理想效果。因此,需要对管理方法展开创新,构建起全新的工程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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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ject management is a highly comprehensive job, covering specific management content such as 

quality, cost, safety, and schedule. And because each aspect involves many specific factors, the management 

work is very complicated. Traditional management methods have gradually become out of touch, making it 

difficult to achieve desired result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innovate management methods and build a 

brand-new engineering managem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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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变时期,建筑

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柱产业之一,必

然要适应这一转型期。建筑工程管理的创

新在建筑行业具有重要的作用。 建筑工

程管理存在的问题和影响因素是创新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基于对实际问题的思考,

提出了建设工程管理创新的具体路径。 

1 房屋建筑工程管理目前存在

的问题 

1.1管理形式单一。从管理的角度来

看,近年来出现了很多新颖的管理理念,

如全周期管理、动态管理、PDCA循环管

理等。这些全新的理念从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侧重点诠释了管理工作,但都能

够达到理想的管理效果。但是,从实际管

理来看,房屋建设项目管理在具体方法

和模式上缺乏对这些新思路和新方法的

运用,在管理上仅限于传统模式,呈现出

管理形式单一的问题。由于住房建设项

目管理涉及的内容较多,单一的管理形

式必然会导致部分管理工作的不协调,

从而降低管理效果。 

1.2信息化程度低。就当前社会发展

而言,信息时代已经全面进入,各种信息

技术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应用越来越

深入、联系越来越紧密。对于住房建设

项目的管理,还需要深入运用信息技术,

构建信息化管理体系。但是,从目前的情

况来看,很多建筑企业的管理信息化程

度还比较低,往往只是搭建简单的信息

化系统,缺乏对一些先进信息技术的运

用,如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BIM技

术等,在项目管理中没有体现。 

1.3现场管理不足。例如,在房屋建

设项目管理实施中,要深入现场,从现场

实际情况切入,开始实施管理工作。如果

管理工作脱离现场实际情况,无异于纸

上谈兵,达不到实际效果。但从目前管理

的实际发展来看,施工现场的管理还存

在不足。一方面,部分人员对自己的认识

不够,对现场管理不够重视。有时他们只

是在现场走动,没有认真落实管理工作。

另一方面,由于管理办法的实施,施工现

场不能得到充分的管理和控制,存在疏

漏,导致质量安全问题。 

2 房屋建筑工程管理创新的影

响因素 

房屋建设项目管理中的问题是特定

历史时期的产物,与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

和思维方式密切相关,分析问题就是解决

问题。当前,我们应该关注和研究如何在

新的历史条件下改进和完善建设项目管

理。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建筑业具有一

定的发展潜力和空间,建筑业是社会经济

发展的支柱产业之一。涉及衣、食、住、

行等民生问题。因此,应重视对建筑行业

的研究,尤其是对房屋建筑工程管理的研

究。根据一些建筑行业的职业经理人对相

关数据资料的研究和分析,我国建筑工程

管理的研究发展速度比较缓慢,甚至有的

地区出现了停滞发展的情况。究其原因,

笔者认为,影响我国建筑工程管理发展的

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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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主观因素。主观因素对万物的发

展进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主观因素是

推动事物发展的主要力量之一。如果将

新事物的萌芽和发展排除在人们的主观

意识之外,必然会扼杀新事物的成长和

扩展。因此,我国建筑工程管理的现状不

容乐观,前景难以看好。根本原因是：在

我国建筑工程管理过程中,人们的主观意

识相对排斥先进的科学管理理论和方法,

不善于学习和吸纳他人优秀的文明成就。

由于人们受传统观念和现实社会条件的

制约,人们在建设项目管理过程中坚持传

统的管理观念和方法,在主观意识中普遍

坚持传统的管理观念和管理方法完全可

以适应现状。无需费时费力的学习和修改

改进,以适应阶段性建设项目管理的需

要。因此,从建筑工程管理过程中的主观

因素来看,不难解释我国建筑工程管理水

平低的原因。影响建设项目管理的主观因

素是长期稳定的。人们需要改变他们的思

维方式。必须加强学习,努力改进和完善

施工管理的理论和方法。 

2.2客观因素。影响我国建设项目管

理的另一个因素是客观因素。客观因素

主要是指建筑工程企业自身以外的一些

相关机构和部门。影响我国建设工程管

理的主要客观因素如下：首先,建筑行业

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不到位,甚至缺位,

这是影响建设项目管理的重要客观因

素。其次,由于我国工程监理单位和监理

体系起步和发展较晚,已成为影响建设

工程管理完善的客观因素之一。监理单

位是建设项目管理过程中的独立第三方

参与者。监理单位有权独立对所有建设

项目进行审计和管理。监理单位的发展

是有效推动建设项目管理进步的新制度

之一,但大多数监理单位因利益关系和

利益冲突,愿意被建筑公司搁置。因此,

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对提高我国建设项

目的管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一是明确政

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理清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切实完善建设项

目管理体制。二是推动完善监管体系。 

3 创新房建工程管理的措施路径 

3.1基于全新理念重构管理。对于项

目管理的发展,应该使用一些全新的概

念来重构管理体系。一是实行全周期管

理。全周期管理就是从项目建设的全周

期过程开始,从头到尾实施管理。比如,

对于工程质量的管理,就要从房屋建设

方案的设计入手,在设计阶段就控制好

质量。具体来说,在设计阶段,需要对场

地条件进行综合调查,作为设计的依据。

设计方案初步发布后,需要对技术方案

进行审核,确认其合理性。然后切入施工

过程,全面把控人员组织、材料供应、机

械配置。例如,对于材料的供应,从采购

阶段开始,必须根据工程量编制一份具

体的材料清单,作为采购的依据。在确定

供应商时,要综合控制采购价格和质量。

之后,需要对物料运输、现场盘点、施工

使用等一系列环节进行综合管控,以达到

预期的效果。 后,要做好质量检验验收

工作,及时消除隐患。比如厨房、卫生间

的墙体裂缝、渗水等常见问题,要多加注

意,及时处理。其次,可以基于PDCA概念重

构管理。PDCA循环管理就是设定一个具体

的循环,在这个循环内,制定好的管理计

划,进行管理工作,分析管理效果,提出优

化建议。然后,在下一阶段的管理中,根据

上一阶段存在的问题和优化建议,进一步

完善管理方案。这样的周期性推进,可以

让管理水平越来越高。对于住房建设项目,

可以将每个子项目视为一个循环,按照子

项目的先后顺序纳入PDCA循环管理。 

3.2采取信息技术优化管理。除了创

新和重构管理模式外,还需要利用一些先

进的信息技术来优化具体的管理方法。例

如,在质量管理中,可以利用BIM技术建立

基于BIM技术的工程模型。通过模型,可以

检查整体设计方案,发现潜在的质量隐

患。在安防管理方面,可以基于摄像头监

控和大数据技术构建大数据安防监控平

台。通过摄像头监控施工现场,然后将图

像聚合成平台,通过大数据对图像中的人

员、材料、设备等进行数据分析,对安全

隐患进行预警危害及时。在成本管理方面,

可以利用物联网技术,构建和管理基于各

种材料和设备的物联网。依托这个统一平

台,对施工中涉及的所有材料和设备实施

全过程管理,从而达到成本控制的目的。

不仅如此,还可以借助大数据技术建立成

本数据库,汇总项目建设过程中产生的各

种成本支出数据,并通过大数据技术对这

些成本数据进行分析,并与预算计划进行

对比,通过提取不合理的数据,发现成本

的异常,为管理指明方向。 

3.3立足现场细化施工管理。在房屋

施工现场,管理人员必须深入其中,控制

一些细节。例如,进入工地时,要求佩戴

安全设备,但有些施工人员进入工地后

可能会摘下安全帽。出现此类现象必须

及时制止,以免造成安全问题。再比如,

一些建筑工人在施工现场还存在一些不

安全的行为。高空作业时,佩戴安全设备,

不玩手机,不抽烟。对于这些问题,还需

要在现场及时制止,以免造成安全事故。

对于钢筋、水泥、管道等材料的使用,

要本着 大化的原则,引导施工人员合

理使用材料,减少浪费,节约成本。例如,

在钢筋工程施工中,钢筋下料时,应遵循

先长后短的原则, 大限度地利用钢筋

材料,减少浪费的发生。另外,在施工人

员的具体操作中,要从侧面给予指导,特

别是一些关键环节的施工,全程监督,确

保施工活动按照技术方案进行。并能达

到要求的质量水平。例如,在灌注现浇桩

的混凝土时,要保证一次浇筑速度均匀,

一次打完桩,避免二次造成断桩问题。浇

注现场,要对他们进行全面指导,控制浇

筑施工的详细过程。 

4 结束语 

房屋建设项目管理属于一个相对复

杂的管理过程。它有严格的工作范围、

成本预算、质量性能等要求。因此,单纯

依靠个别英雄或单打独斗是不可能解决

问题的。依靠团队合作的力量加强项目

管理是提高项目管理水平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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