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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电信通信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在 5G 网络建设、数字化转型等背景下快速发展，但仍面临进度延迟、成本超支、资源协调

不足等问题，传统的管理模式难以适应新技术与复杂需求，亟需通过标准化流程、数字化工具及风险管控机制的优化提升管

理效率。基于此，本篇文章分析了电信工程项目管理的现状与挑战，探讨了相应的改进策略，以期为行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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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lecommunications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is rapidly developing in the context of 5G network construction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but still faces problems such as schedule delays, cost overruns, and insufficient resource coordination. 

Traditional management models are difficult to adapt to new technologies and complex needs, and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optimize 

management efficiency through standardized processes, digital tools, and risk control mechanisms.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hallenges of telecommunications engineering project management, explores corresponding improvement 

strategie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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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电信通信建设工程的

规模与复杂度明显增加，项目管理水平直接影响网络部署

效率与服务质量，但当前项目管理中仍存在流程碎片化、

跨部门协作不畅、动态响应能力不足等痛点，导致资源浪

费与工期延误。本文系统梳理电信工程项目管理的现存问

题，并从技术应用、流程重构及人才培养等维度提出改进

路径，旨在推动项目管理模式向精细化、智能化方向转型，

助力通信基础设施的高效建设与运营。 

1 电信通信建设工程项目的基本特点 

1.1 技术性强 

电信通信工程是现代信息社会的基础所在，它在技术

复杂性方面要远远高于传统的建筑工程，所具备的技术密

集型特征需要综合应用 5G 网络、光纤传输、SDN 软件定

义网络等前沿技术，并且要深度融合人工智能、大数据分

析、物联网等智能化技术，它们也将直接决定通信网络的

传输速率、信号稳定性和服务质量。在具体实施层面，通

信工程对于专业技术设备都有着比较严苛的要求，需要部

署高性能基站设备、光缆传输系统、网络交换设备等专用

设施；工程实施也必须依赖具备通信协议开发、网络优化、

系统集成等复合型技术人才，任何技术环节的疏漏都容易

导致通信系统出现信号衰减、数据丢包甚至网络瘫痪等问

题，最终严重影响社会通信质量和数字经济的允许效率。

电信企业要想使通信系统长期处于稳定状态，就必须建立

动态化的技术升级机制，引入 NFV 网络功能虚拟化、边

缘计算、智能运维等创新技术来构建具备自愈功能的弹性

网络架构；基于完善的技术评估体系定期对通信系统的

QoS 服务质量指标加以监测分析，保证各项技术参数一直

处在最优状态下，为数字化社会提供更加可靠的信息通信

保障。 

1.2 投资额度大 

电信通信技术是一个高度复杂的领域，它涵盖了众多

深奥难懂的技术要素，并且实现起来需要投入巨额的资金

成本，对于电信通信项目而言无疑是一笔重要的财务支出，

从管理的角度来分析，电信工程项目不单单要面对天气变

化、自然灾害等外部环境的挑战，还必须时刻关注市场需

求的波动，并且在技术层面也应当时刻保持领先水平，这

些不确定因素的积聚都会对项目的施工质量、进度及安全

产生较大威胁。另外，电信通信工程的运行要高度依赖于

智能化设备，它们不但要花费高昂的购置成本，并且在获

取相应的技术方面也要付出不小的代价，这种巨大的投资

额度使得电信通信工程在资金运作上要更为谨慎，所以对

于电信通信工程项目的管理者来说，如何在保证工程质量

与安全的前提下有效控制成本、提升投资效益，就成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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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所在。 

1.3 项目管理难度大 

在整个电信工程的运行进程里涵盖着多种不同的因

素，像是人员配置、施工技术、施工材料以及施工制度等

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这些部分开展管理工

作可能会面临棘手的难题，进而提升整个管理系统的复杂

程度。电信通信工程项目是一个高度集成的系统工程，涉

及到项目材料、设备配置及施工地域等多个层面，这些因

素交织在一起，一旦出现问题将会导致项目管理工作无法

顺畅开展。在进行通信工程工程量的核算时，工作人员往

往难以直接依据全部工程量来精确实施定额核算，主要是

因为项目规模较大并且囊括着多个不同方面的内容，这就

造成了电信通信工程项目中存在定额标准更新不及时的

问题。 

2 电信通信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存在的问题 

2.1 工程材料质量监管力度有待加强 

施工材料的质量好坏与工程建设的质量相挂钩，在杭

州电信通信建设工作中也是如此，优质的材料不但能保证

通信网络的稳定性，还能延长基础设施的使用寿命，但在

实际建设过程中会发现，施工材料费用往往会占据整个工

程成本的 60%以上，这种高比例的支出让部分施工单位

在成本的压力下会做出妥协。许多承包商为了追求更高的

利润空间，在进行材料采购过程中会优先选择那些具有价

格优势但质量等级相对较低的替代品，使用不符合国家标

准的电缆、劣质光纤接头或者防腐蚀性能不达标的金属构

件等，这些看似微小的材料缺陷都会在长期使用过程中逐

渐显现出来，最终使得整个电信通信系统工程的质量保障

体系出现严重风险。此外，电信部门对于这种材料质量管

控的松懈往往会引发连锁反应，个别施工单位在使用各类

施工设备时经常会忽视定期检修与维护的重要性，比如光

纤熔接机的校准偏差、电缆测试仪的精度下降等问题在不

完善的日常维护体系下将无法被及时发现。这些存在隐患

的设备在施工过程中会持续产生误差积累，使得通信线路

出现接续损耗超标、基站设备安装精度不足等问题。但许

多单位会将这些潜在问题归咎于后期运维不到，而真正的

根源——施工阶段的材料与设备质量问题却被系统性地

忽略，这种管理盲区的长期存在也使得部分杭州电信通信

建设工程在交付时就埋下了许多质量隐患[1]。 

2.2 合同签订存在局限性 

在电信通信建设工程中，正式签订的施工合同会对整

个工程的工期、建设内容、施工结构、技术标准以及质量

要求等关键要素做出明确的规定，它们将为工程的组织实

施及过程管理提供基本依据，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电信通

信工程的特殊性，从项目启动到竣工验收的全过程将难以

实现对所有工程管理内容的精准预判。在签订合同阶段，

工程总价款及各项分项预算都要在专业性的评估过程中

进行编制，并以此来作为合同签订的基础所在，尽管施工

环境变化、材料价格波动等潜在问题在预算编制时已经被

纳入到考量范围内，但受到市场行情、政策调整、技术更

新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合同预算仍然无法做到完全准确，

这种不确定性也让企业在执行合同时的监管能力受到严

重制约，进而对工程建设过程中的数据采集、资源调配及

信息管理效率构成影响。此外，合同执行的不确定性也会

对工程后期的竣工决算、财务核算等关键环节造成连锁反

应，因为材料价格波动所导致的成本超支现象以及受到技

术标准调整产生的设计变更等问题，一旦没有及时在合同

框架内进行动态调整，不单单会影响到工程整体进度，还

会对整体成本控制造成严重冲击，所以如何在合同制定阶

段加强预见性，并随之在执行过程中建立灵活的调整机制，

就成为杭州电信通信建设工程管理的重要研究内容[2]。 

2.3 人员综合素质参差不齐 

在电信通信建设工程项目管理中，人员综合素质的差

异化已成为制约项目高效实施的关键瓶颈，从技术层面来

看，随着 5G 网络建设、全光网升级以及 SDN/NFV 虚拟

化技术的快速迭代，许多施工人员已经存在较为明显的技

术断层现象。相关数据显示，大约有 35%的现场技术人

员对于毫米波传输、网络切片等 5G 关键技术仅停留在概

念认知层面，而在光网改造项目中有大概 28%的施工班

组没有办法正确操作 OTDR 等精密测试仪器；部分具有

10 年以上经验的老员工虽然熟悉过去的铜缆施工，但对

云网融合的新型架构理解不够充分，这种“经验主义”与

技术革新之间的鸿沟，直接使得 ODN 网络跳纤合格率下

降 12%，SDN 设备调试返工率高达 18%。在管理维度上，

约有 40%的项目经理让人采用Excel手工台账进行进度跟

踪，可以流畅使用 P6、MS Project 等专业工具的不足 15%，

这也使得项目关键路径的识别比较滞后。根据浙江省电信

公司的审计报告显示，因为资源协调不力而产生的工期延

误占比达到 23%，而成本超支项目中 81%存在变更管理

失控问题，而风险管理普遍停留在“事后补救”模式，只

有 9%的项目团队建立了基于蒙特卡洛模拟的风险量化评

估机制[3]。 

3 电信通信建设工程项目管理的改进措施 

3.1 实行高效的成本管理控制 

在杭州电信通信建设工程项目管理中，对于成本控制

工作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程度，特别是对工程材料进行成

本控制的重要性则更加显著，工程材料占据整个工程项目

成本的大量比例且处于整个工程项目的核心地位，考虑到

电信通信建设工程在工程材料的质量方面设立了非常严

苛的标准，因此需要制定有效措施将这部分成本控制在合

理范围之内，要想达成这一目标，首要任务就是加大对其

的管控力度，这需要将材料的采购到进场甚至是每一个使

用到材料的施工环节都全面覆盖到。在采购环节，所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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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供应商和材料必须与电信通信建设工程的质量标准进

行对照，对于不达标的要即刻淘汰，确保所采购的每一项

材料都能满足国家及行业的建设标准，并且与施工所需的

规定与要求相契合。当材料进场时，对材料合格率进行监

管是十分必要的，相关管理人员可以随机抽取部分材料进

行质量检测，以确保进场材料的整体质量符合电信通信建

设工程的标准要求，管理人员还需对工程材料的资料完整

性进行严格审查，像是材料的出厂证明、质量检测报告等，

由此确保所使用的材料质量完全合格并且手续齐全。在施

工过程中，还应制定严格的管理制度，设定一套标准化的

出库流程，将每一批材料的数量与用途要细致记录在册，

使得项目管理者对工程材料的消耗情况有切实掌握，从而

有计划的采购材料并适时将其调配至最需要的施工环节，

避免采购过多导致闲置或浪费问题；或是采购过少而无法

满足施工所需，此种精细化的管理制度对于规避材料无谓

浪费现象以及合理控制成本能够发挥显著的作用[4]。 

3.2 及时识别工程中存在的风险 

在整个工程项目管理中，电信通信建设工程的风险管

理是绝对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其作用主要表现在能够及

时将工程建设过程中潜藏的各类风险挖掘出来，这就为相

关管理人员争取了足够的时间将问题的根源找出，并以最

快的速度制定更贴合实际情况又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和

防范策略，及时对风险作出有效应对。这一过程并不是简

单实施就能获得理想效果，对于相关管理人员具有较高的

要求，他们需要对整个建设施工过程涉及到的每一个细节

都了如指掌，同时相关管理人员对于风险管理在电信通信

建设工程中的作用与重要性必须要形成正确的认知，并且

不断深化自身的风险防范意识。在具体的管理实践中，相

关管理人员还需要对整个工程管理过程进行深入的剖析，

不能遗漏任何一个环节，要进行综合考量，对可能遇到的

风险进行精准预测和评估，并且要针对性制定出可操作性

较强的风险管理计划，最大化削弱潜在风险所带来的影响，

由此将杭州电信通信建设工程项目管理的质量提升到新

的高度[5]。 

3.3 提高通信建设工程中各个阶段的质量管理水平 

在施工工作正式启动之前，相关管理人员应深入施工

现场进行实地调研，在此过程中要详细记录气候、地形、

水文等自然环境因素以及周边交通状况、居民分布等社会

因素，完成现场调查后就需要将收集到的资料规整到一起，

由此为施工图纸的设计提供充足的参考依据，并且管理人

员还需对施工前各项准备工作进行到哪个阶段实施严格

检验。在施工过程中，管理人员同样需要履行好自身的监

督职责，他们需要对具体的施工内容进行实时监督，确保

每一项工作都按照施工图纸规范化执行，对于进场的所有

材料则要通过抽样检测、质量追溯等手段严格把控其合格

率，对于施工技术人员整体素质和水平也要进行全面考核，

确保其符合上岗要求，而且也不能遗漏对施工内容进行全

面检查，一旦觉察出异常就可以及时做出妥善处理，避免

对整个工程的质量造成重大影响。在施工结束后，管理人

员还需做好施工任务的验收工作，他们应根据相关的验收

要求严格执行验收流程，对工程的每一个细节进行仔细地

核查，确保整个工程实施过程与预期完全吻合。通过上述

分析可知，施工前、施工中、施工后这三个方面的严格管

理和监督，有利于促进电信通信建设工程项目管理的总体

质量水平达到更高层次。 

4 结语 

综上所述，电信通信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正面临技术革

新与行业变革的双重挑战，传统的管理模式已难以适应快

速发展的建设需求，基于优化管理流程、引入数字化工具、

强化风险管控以及提升团队协作能力可以提高项目执行

效率，降低成本并保障工程质量。未来，随着 5G、人工

智能、BIM 等技术的深度融合，项目管理将朝着更加智

能化、精细化的方向发展，电信行业应积极拥抱创新，推

动管理模式的持续升级，以支撑通信网络的高质量建设，

为数字经济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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