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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筑行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项目管理中的经济因素早已成为工程成功与否的关键所

在。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和项目复杂性的提升,建筑工程经济在项目管理中的地位愈发重要。无论是从

项目策划到施工的每个环节,还是在竣工后的效益分析,经济因素的精准把控都能有效提升工程管理的

效率和效果。当前建筑工程经济管理仍面临诸多挑战,如资金配置不合理、成本超支频发等问题,这使得

进一步研究其在项目管理中的应用变得尤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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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pillar industry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the economic factors in the project management have 

already become the key to the success of the project. With the intensification of market competition and the 

improvement of project complexity, the role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economy in project management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Whether from every link of project planning to construction, or in the 

benefit analysis after completion, the accurate control of economic factor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effect of project management. At present, the economic management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is still facing 

many challenges, such as unreasonable capital allocation, frequent cost overruns and other problems, which 

makes it particularly necessary to further study its application in project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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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建筑工程项目管理中,无论项目规模大小、技术难度高低,

最终都逃不开“经济”这个因素。项目的每一步——从最初的

策划到最终的竣工结算,经济管理都像一根无形的绳索紧紧牵

动着工程的进展。建筑工程经济不仅仅是单纯的资金运作,它还

涉及到资源的优化配置、成本的控制、风险的分担等多方面内

容。在当今市场环境下,如何合理运用经济手段提高项目管理效

率关系到企业的长远发展。这正是研究建筑工程经济在项目管

理中应用的重要意义所在。本文研究目的是深入探讨和分析行

之有效的经济管理模式,助力建筑工程项目在激烈的市场竞争

中脱颖而出。 

1 建筑工程经济现状分析 

1.1当前建筑工程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 

建筑工程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让人深感忧虑。成本控制始

终是第一难题,建筑工程项目在实施过程中经常出现预算超支

的情况,材料价格波动、人工成本上涨、施工现场的不可预见问

题等,都使得成本控制变得异常艰难。管理者在面对这些变化时

往往显得束手无策,无法及时调整策略以应对新的经济环境。资

金链紧张的问题也十分突出,建筑工程项目往往需要大量的资

金投入,但回款周期较长,资金回笼速度慢,导致企业在项目进

行中常常面临资金周转困难。尤其是在市场环境不稳定的情况

下,融资难度加大、银行贷款审批趋严、企业融资渠道狭窄等因

素都进一步加剧了资金链的紧张局面。这种状况使得企业在推

进项目时捉襟见肘,无法保证项目的顺利进行和按时完工。尽管

现代工程管理理论和方法已经非常成熟,但是由于管理人员的

素质和经验参差不齐,往往导致管理不到位、效率低下等问题。

部分项目经理缺乏科学的管理理念和工具不能有效地统筹资

源、优化流程,导致资源浪费、工期延误、质量不过关等现象频

繁发生。政策和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也带来了很大挑战,建筑行

业受到政策的影响非常大,政府对土地、环保、税收等方面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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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调整都会对建筑工程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市场需求的变化也

使得建筑企业必须不断调整策略,以适应新的市场环境。但是,

政策和市场的变化往往难以预见,企业在应对这些变化时常常

显得被动,无法及时作出有效的应对措施。 

1.2经济因素对项目管理效率的影响 

在当今建筑工程项目管理中,经济因素的影响如同一条贯

穿始终的红线深刻地制约着项目的每一步进展。成本控制是项

目管理的核心所在,资金的有效使用和分配关系到整个项目的

成败。原材料价格的波动、劳动力成本的增加、不可预见的额

外开支都使得预算很难精准把控,稍有不慎就可能导致超支,进

而影响到整个项目的进度和质量。资金的回笼速度往往跟不上

支出的速度,这就需要项目管理团队在资金调度上进行高超的

平衡。资金链一旦断裂,项目可能面临停工的风险,甚至引发连

锁反应,导致更严重的经济损失。政策变动、市场环境的变化等

外部经济环境的波动会直接影响项目的经济效益。比如,突然的

政策调整可能导致税费增加,材料供应链的变化可能造成采购

成本的上升,所有这些变化都需要在项目管理中及时调整策略,

以应对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项目风险管理中,从项目初期的可

行性分析,到中期的实施,再到后期的运营维护,经济风险始终

伴随左右。无论是不可预见的自然灾害,还是突如其来的市场动

荡,都可能对项目的经济收益造成冲击。因此,项目管理团队必

须高度重视经济因素带来的风险,提前做好风险预案,以确保项

目在各种经济环境下都能顺利推进[1]。 

2 建筑工程经济在工程项目管理中的应用 

2.1项目策划阶段的经济分析 

在建筑工程项目的策划阶段,项目可行性研究中的经济评

价方法为项目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采用现值法、内含报酬率法、

成本效益分析等多种方法全方位评估项目的经济效益,不仅可

以预测未来的收益,还能揭示潜在的风险。现值法将未来的收益

和成本折算到现值,使得企业能够清晰地看到项目在当前的价

值；内含报酬率法则帮助判断投资的回报率是否高于预期,从而

决定项目的可行性；成本效益分析则是在评估成本的同时衡量

项目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这在如今环保意识逐渐增强的背

景下显得尤为重要。投资估算与资金筹措的经济考量是项目能

否顺利推进的关键。投资估算涉及工程建设费用、土地费用、

设备购置费、人员培训费等诸多方面。准确的投资估算可以避

免后期资金不足带来的困扰,使得项目在预算范围内顺利实施；

而资金筹措方面有资金、银行贷款、发行债券等多种筹资方式,

企业必须根据项目特点灵活运用。经济分析贯穿于项目策划的

每一个细节,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深入细致的经济分析能够帮

助企业决策者预见项目的前景,评估其经济效益,规避潜在风险,

确保项目在经济上可行[2]。 

2.2招标与合同管理中的经济因素 

在建筑行业,成功的招标策略和合同管理能直接影响项目

的经济效益,因此在招标过程中需要确保招标策略与经济目标

的高度一致。制定招标策略时需要清晰地了解项目的经济目标。

经济目标是什么？是最低的成本还是最佳的质量？是最短的工

期还是最高的利润？在明确了这些目标后,招标策略的每一步

都应该围绕这些目标展开。例如,在选择投标单位时不能单纯以

最低价中标,而是要综合考虑其信誉、经验,以及以往的履约能

力。最低的投标价并不总是最好的选择,它可能隐藏着低质材

料、高延误风险,甚至是施工安全问题。因此,理智地选择合作

伙伴才能在长远中实现经济目标的最大化。合同条款中的经济

条款与风险分配则是另一个关键。一个完善的合同不仅是法律

的保障,更是经济利益的护身符。合同中的经济条款应该明确价

格、支付方式、调整机制等细节,防止因市场波动造成的成本超

支；风险分配则表示要有明确风险的承担者。在这方面,不同类

型的风险如施工风险、市场风险、不可抗力等,都需要在合同中

合理分配,确保各方在共同目标下协作完成项目。合理的风险分

配还意味着各方都要承担一定的风险,而不是将所有风险转嫁

给某一方。这种分配方式能够激励各方提高工作效率,避免因风

险争议导致的项目延误。在经济因素的驱动下,合同管理要注重

实际操作中的灵活性和弹性。例如,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会遇

到各种不可预见的问题,这时候合同管理的灵活性就能发挥作

用,及时调整合同条款以及合理解决经济纠纷,是保持项目顺利

推进的关键[3]。 

2.3施工阶段的经济控制 

施工阶段的经济控制是一个复杂而系统的过程,需要科学

的管理方法和灵活的应对策略。做好“成本控制、合理安排进

度、有效管理变更”这三点,建筑企业才能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

实现最佳的经济效益。在施工阶段,控制施工成本的方法与技巧

多种多样,关键在于预见和应对潜在问题。企业在预算编制阶段

就应详细考虑各种可能的成本因素,做到尽量准确。预算编制并

非一劳永逸,在实际施工过程中,随时监控和调整预算也非常重

要。经常性的成本审核和分析能够及时发现偏差,采取纠正措

施。施工过程中对材料、劳动力和设备的管理要精细化,确保每

一笔支出都能带来相应的产出。采用先进的施工技术和管理手

段,如信息化管理系统、BIM技术等可以大大提高施工效率,降低

成本。 

进度滞后往往会导致成本超支,而加快进度有时也会增加

成本。因此,找到进度与成本的最佳平衡点至关重要。施工过程

中要灵活应对各种突发情况,调整计划以保证进度。使用实时监

控系统对进度进行跟踪,能够及时发现问题并解决。施工过程中

难免会遇到设计变更、业主需求调整等情况,这些变更如果处理

不当会对项目经济产生重大影响。施工变更的评估与管理要做

到事前评估,对可能的变更进行预测和分析,提前做好应对方

案。变更发生时要迅速进行成本和时间影响评估,调整预算和进

度计划。变更管理的关键在于沟通和协调,保证让所有相关方都

能及时了解变更情况,达成共识。合理的变更管理可以将变更对

项目经济的影响降到最低,甚至通过一些优化变更实现项目的

增值[4]。 

2.4竣工后评价阶段的经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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竣工阶段,项目经理们总是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工程终

于完工,紧张的是如何在经济上做到尽善尽美。竣工结算就像一

场马拉松的最后冲刺,既要速度又要准确。项目经理必须仔细核

对每一笔费用,确保结算过程公平、透明。面对一堆合同、发票、

变更单需要冷静分析,耐心处理。任何一个小小的疏忽都会引发

连锁反应,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工程完工后,不能简单地认

为任务就结束了,实际上这只是一个新的开始。项目后评价不仅

仅是对过去工作的总结,更是为未来项目提供宝贵的经验。经济

指标的分析如投资回报率、资金周转率等反映了项目的经济效

益,揭示了管理中的优劣。这些数据是冷冰冰的数字,而是项目

管理智慧的结晶。深入分析这些指标可以发现项目中的问题与

不足,从而为下一步的改进提供科学依据,每一个数字背后都蕴

含着丰富的管理哲理和经验教训。项目经济效益的长期评估更

像是一场耐力赛。短期的成功并不代表长期的效益,这就需要持

续关注项目的经济表现。在项目竣工后的几年甚至几十年内仍

需对其进行经济效益评估。运营成本、维护费用、收益情况等

都需要纳入长期评估的范畴。这种评估不仅有助于了解项目的

真实效益,还能为类似项目提供参考和借鉴。每一次评估都是一

次对项目生命力的再认识,是对工程经济学在项目管理中实际

应用的最好验证。归根结底,竣工结算的经济处理、项目后评价

中的经济指标分析、项目经济效益的长期评估,这些环环相扣的

工作,既是建筑工程项目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经济学在实

际应用中的具体体现。通过细致入微的经济分析,项目经理不仅

能够更好地掌控工程的经济脉搏,更能为未来的项目管理积累

宝贵的经验和智慧。 

3 结语 

建筑工程经济管理不仅是理论研究的课题,更是工程实践

中的“指南针”。在项目的策划阶段做好经济分析能让整个项目

有一个稳妥的开端；在招投标和合同管理中,合理的经济策略可

以有效规避风险；施工阶段的经济控制更是确保项目顺利推进

的关键因素；竣工后的经济分析和长期效益评估则帮助企业从

每个项目中总结经验。展望未来,经济管理手段必将更加精细化

和智能化,数字化经济管理工具的应用将成为一种常态,为项目

管理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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