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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伴随建筑行业规模持续扩增以及工程项目复杂程度日益攀升，作为工程管理里的关键板块，施工进度管理，直接左右着

工程质量、安全及成本控制的实际成效。依照建筑工程技术类项目的实际属性特点，解析当前施工进度管理里存在的问题，

就像计划进度滞后、信息衔接不畅、执行举措乏力等，探究怎样借助信息化方式实现进度管理的优化。通过提出构建一套科

学的进度计划体系，推动信息化平台得以应用，强化动态控制相关机制等策略，以实现施工效率与管理水平跃升。采用信息

化赋能模式管理进度，能实现施工信息的即刻共享、进程透明及风险预先控制，为建筑工程的高效推进与有序开展筑牢保障

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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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and the increasing complexity of engineering projects, 

construction schedule management, as a key component of engineering management, directly affects the actual effectiveness of 

engineering quality, safety, and cost control. Based on the actual characteristics of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projects, analyze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current construction schedule management, such as lagging schedule, poor information connection, and weak 

execution measures, and explore how to optimize schedule management throug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By propos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scientific schedule system, promoting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latforms, strengthening dynamic 

control mechanisms and other strategies, we aim to achieve a leap in construction efficiency and management level. The us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mpowerment mode to manage progress can achieve immediate sharing of construction information, process 

transparency, and risk pre control,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efficient and orderly progress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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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施工进度管理——建筑工程项目成功实施的核心环

节，它不只是牵扯到工期管控，还涉及到资源的恰当配置、

成本的合理管控以及项目整体的协调推进。伴随我国建筑

工程规模拓展与技术水平攀升，常规进度管理方式遇上诸

多难关，尤其在项目周期拉得很长、参与方数目众多、施

工流程杂乱的背景下，信息滞后现象、协调效率不高等问

题进一步突显出来。信息化技术发展为施工进度管理实现

转型升级提供全新契机，将 BIM 技术、进度管理软件、

物联网设备等信息技术纳入施工的全流程里，利于实现施

工数据在实时状态下的掌控与智能调度。本文聚焦于探究

建筑工程技术类项目里施工进度管理的现实状况与现存

问题，同时拟定优化方案与信息化破题路径，给项目建设

效率与管理水平的提升供给理论及实践支持。 

1 建筑工程施工进度管理的内涵与现状概述 

施工进度管理是指在整个工程建设过程中，对各施工

阶段时间的安排、资源的调配、施工的节奏等加以科学规

划、动态修正与有效管制的管理事务。其宗旨在于保障项

目依照预定时间、质量标准以及成本预算顺利完成[1]。 

目前的状况下，多数建筑工程项目在进度管理里，还

是采用传统手工计划跟纸质调度手段，依赖以往经验与手

动留记，难以契合复杂多变的现场施工实际需要。伴随工

程体量增大与交叉作业数量增多，像进度计划不科学、计

划与实际相脱节、各方面沟通协调不佳等问题日渐突出。

信息化手段的应用至今尚未全面推行，不少项目只是局部

地采用管理软件，未达成信息资源在共享与动态调控上的

目标。 

2 建筑工程施工进度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计划编制科学性不足 

整个项目管理的起点——施工进度计划的编制，其决

定着后续在资源调配、任务布置和节点把控方面的效率.

但就当前建筑工程的实际操作而言，诸多项目仍旧存在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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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拟定不科学、缺乏支撑的情形。计划制订往往大多依靠

项目经理个人的经验，缺乏针对历史项目数据、市场材料

供应周期、气候情况及现场施工环境等关键因子的分析，

造成编制的进度方案与实际施工存在脱节。 

不少项目仅设计了粗陋的总体进度计划表，没有把总

计划依次细化为月计划、周计划及日计划，不具备层级架

构与实操性，无法对施工过程实施有效引导。此外，针对

关键线路（如关键工序、关键资源节点），未实施重点监

控与时间缓冲安排，若某个环节遇到了阻碍，整个进度链

条的衔接易出现断裂，引起“加速赶工期”“补齐工期量”

等状况不断出现，致使工程成本上升与质量风险增大[2]。 

2.2 进度执行与监控脱节 

施工进度统筹的价值，取决于其在实施期间能不能实

现有效执行及反馈。然而，于实际施工时，“计划跟不上

变化”属普遍情形，造成计划跟实际进展的偏差不断加宽。

施工现场的环境呈现出复杂且多变的态势，诸如骤变的天

气情况、材料交付滞后、机械设备故障、外协单位入场延

迟等，均或许会对进度造成干扰。传统的进度监控大多依

靠现场管理人员以纸质记录、手动统计及每周例会汇报的

方式，信息存在明显滞后性，而且缺少数据的支撑，难以

马上对偏差做出相应回应。 

施工资源协调机制存在缺陷，任务执行追踪欠缺透明

度与反馈体系，造成问题发现存在滞后性，难以在“关键

时间节点”落实矫正手段。如某地铁修筑施工项目当中，

鉴于未对基坑支护进度进行实时掌握，导致后续管片安装

任务推迟 12d，造成整体交付向后延期。因此，施工进度

动态监控机制亟待进一步强化，可采用智能化管理平台，

针对施工进程开展实时跟进、可视化展示与动态示警，以

保证进度把控的持续连贯性与前瞻特性。 

2.3 信息传递渠道单一、响应慢 

建筑工程项目的参与主体数量众多，牵扯到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监理方、供应商、甲方代表等多个主体的协调

工作，而当前大部分项目信息传递的手段，仍处于“半人

工化”阶段。例如，在施工现场推进的部分紧要设计变更

或材料替代规划，仍旧要以纸质文档开展签署审批，此流

程繁复冗长，还造成效率偏低。施工方人员流动率高、岗

位责任交叉不明等情形，让信息沟通的效能进一步下降。 

由于统一信息协同平台的缺位，项目各方在信息获取

的时间方面存在差别，往往出现“信息分立”现象。如设

计变更资料未能及时推送至施工一线，造成施工现场按旧

的图纸开展施工，返工现象频发且材料损耗极大。信息传

递途径缺失应急反应能力，若碰上突发的状况，各单位彼

此缺少统一的调度机制及快速应对流程，无法及时对风险

进行研判并采取有效办法。为此，施工项目有必要构建依

托云平台的信息化协同体系，达成施工进度信息以线上形

式开展共享、批注、追踪及归档工作，促进沟通的透明度

及回应速率[3]。 

2.4 管理手段传统，技术应用滞后 

在建筑工程施工过程中，管理模式依旧以过往经验为

核心，信息的搜集及反馈多采用人工现场巡检加纸质记录

方式，未形成数据驱动的智能判断。尽管近段时间，诸如

BIM、智能传感器、无人机巡查以及进度控制软件等信息

化手段不断浮现，但于实际项目里，还是面临着“部署不

易、使用率偏低、集成效果差”等状况。一方面，部分中

小施工企业对信息化技术的认识相对有限，匮乏专业技术

领域人员与资金投入，引致设备虽在却沦为摆设；部分施

工主体虽持有 BIM 模型，只停留在图纸展示这一阶段，

进度模拟、冲突检测及实时反馈功能未能达成。 

当前大量项目的信息系统彼此分离，不能达成项目在

进度、质量、安全等多维信息上的互联互动。例如，某项

目虽说引入 ERP 系统开展进度管控工作，但没能和现场

监控以及材料供应平台形成联动，引发数据更新方面的滞

后，无法为施工决策供给实时凭据。施工管理亟需从依靠

“经验驱动”转变为依靠“数据驱动”，加快信息技术与

施工现场的深度聚合，构筑基于平台、系统互助、实时变

化的全阶段智能施工管理架构。 

3 建筑工程施工进度管理优化的对策与信息化

路径 

3.1 制定科学合理的施工进度计划体系 

施工进度规划的科学性及合理性，成为保障工程项目

平稳推进与如期交付的重要基础。在传统项目管理中，常

出现的问题为进度规划空泛、任务布置粗疏、节点把控不

清，极易陷入“徒托空言”式的管理困局。因此，项目承

担单位当制定进度计划的时候，宜运用前沿的项目管理工

具与科学的剖析方法，保障计划呈现出可行的特质，也具

有引导价值。倡导普遍应用像横道图（Gantt 图）、双代号

时标网络图这样的工具，用可视化呈现各施工工序的开始、

结束时间点，持续时段以及相互依赖关系，以此有效筹划

各阶段的任务安排[4]。 

在计划制订的过程里，要统筹兼顾人力资源的布局、

材料的进场周期设定、机械设备的调配工作、外部协作单

位进场的合适时机等关键要点，采用资源均衡评估及施工

模拟演示，规避因资源冲突与短缺造成的工期延误现象。

此外，要构建“目标-计划-节点-调整”四位一体的闭环管

理，把年度目标拆分为季度、月度、周的计划，还需确立

针对具体节点的查验及调整机制，保障施工的全进度在计

划框架范畴内动态推进，带有前瞻性与调控本事，由此推

进进度管理的专业层级。 

3.2 构建基于 BIM+进度软件的信息化管理平台 

伴随信息化技术的迅猛进展，既往的施工进度管理模

式，无法符合现代建筑工程高效率、高协同的管理需求。

把进度管理软件和 BIM（建筑信息模型）技术融合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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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构建起一个可视化、动态化的信息化管理系统格局，

为增强施工进度驾驭能力的主要途径。BIM 不仅可给出

建筑结构、机电系统等相关的多维信息模型，还能跟

Project、Primavera P6 等的项目管理软件相衔接，做到施

工进度三维可视模拟与动态的同步更新。 

依靠 BIM 平台实施施工场景模拟，能事先找出工序

之间的冲突、施工顺序编排不合理等问题，实现预先掌控；

同时，系统之中设置关键路径追踪机制及延误预警模组，

若某工序出现了异常的时间延误，系统可自行生成提示，

且推荐调整路径的具体做法或资源分配方案。信息化平台

拥有云端数据共用及多主体协同作业的功效，施工、监理、

设计与建设单位均能借助平台，实时掌握自身职责内工作

状况及项目整体推进情况，着实破解信息孤岛困局，增强

协同成效。平台也能对进度数据、日志记载、节点交付之

类进行归档留证，造就周全的项目数据链路，为后续施工

评估、纠纷的有效处理与质量追溯过程提供可靠资料。 

3.3 强化动态调整与预警机制 

在实际开展的施工进程里，因天气、人力、材料供应、

外部督查等多种不可控因素的干扰，进度出现偏差属于常

见情况，而非偶然现象。因此，设置周全的动态调整跟预

警机制，为实现科学进度管理的关键行动，可采用物联网

技术手段，在施工现场的关键区域布置传感器、摄像头、

施工打卡终端这类智能装置，达成对施工状态的即时采集，

如钢筋绑扎的完成情况、混凝土浇筑的进度进展等关键节

点数据，凭借系统迅速上传到中央数据库，造就数据可视

化的呈现盘[5]。 

配套开发移动端施工 APP，实现现场人员每日工作

进展拍照、录音、填报等功能，项目经理通过手机即可随

时掌握施工进度动态，跟预设数据做对比剖析，甄别出进

度滞后的片段。若检测到某关键工序延误超出所设定的时

间，系统便自动开启红色预警模式，且将该信息传达至项

目负责人、进度专员等相关管理人员处，引发配套的应对

流程。凭借构建“找出-分析-解决-复盘”的动态反馈路径，

保障问题于初萌状态及时得到处理，防止其发展成波及全

局的隐患。动态调适还应囊括任务的重新排序、资源的二

次部署、施工节奏的优化等相关策略内容，提升项目对变

化的应对能力及整体推进效率。 

3.4 加强多方协同与信息透明机制 

建筑工程建设项目牵涉的参与方繁杂多样，信息的非

对称状态与沟通的阻滞情形，始终是进度管理里的“痼疾”。

为此，建立多方协同推进的信息共享及透明机制。应打造

统一化的工程信息共享平台，能以微信企业号、钉钉任务

协作、专属进度管理 APP 等系统为依托，采用权限的分

层管理办法，把施工单位、设计方、监理方、建设方及供

应商有效联结，达成任务安排、进度汇报、问题上报、意

见批准的高效流动。可以为每项任务明确设置担当者、结

束节点以及提醒手段，防止因职责界限模糊或时间估算差

错导致协作滞后[6]。 

项目现场应设立健全的例会模式，有每日早会、每周

一次的例会、每月调度会之类，定时汇报项目的整体进展

态势、节点完成的比率、问题清单与解决动态，构建持续

的沟通气场与推进活力。项目总控宜设置专门的信息专员

或进度统筹员，承担统筹各方数据在输入输出上的工作，

保障信息传递无滞、反馈及时高效。此外，采用施工进度电

子白板、数字沙盘及看板管理等举措，令项目推进情况清晰

可鉴，提升现场人员的责任担当与参与主动性。协同机制本

质上是信息对称与执行成效的统一，唯有达成从“指令驱动”

到“合作驱动”的转变，才能在施工现场构建起既稳定又高

效的进度推进体制，助力项目完成既定任务目标。 

4 结语 

施工进度管理——建筑工程项目管理里的核心要点，

关乎项目整体的成与败局面。传统的施工管理模式已难以

应对现代工程的复杂需求，迫切需要通过信息化技术进行

升级改造。本文借助剖析施工进度管理的内涵、现存问题

以及优化措施，倡导搭建科学的进度计划架构，推动 BIM

和信息化工具的融合实践，强化动态把控与协同沟通模式。

未来，伴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建筑企业应迅速推进信

息平台的建设，持续强化项目进度管理的智能化、精准化

层级，进而达成项目效益与工程质量的双赢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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