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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筑工程项目在管理上面实现最大程度的优化，可以将切入点放在施工现场管理上。通过以下几个部分来对目标进行

等量控制，例如工期与进度，质量与成本中。在进行管理控制的过程中，要严格落实绿色环保的观念，不仅需要体现在生产

技术中，需在材料以及安全管控上面，最大程度的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关键词]工程项目；现场管理；优化措施；策略研究 

DOI：10.33142/aem.v4i6.6293  中图分类号：TU7  文献标识码：A 

 
Research on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y in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HUANG Junhong 

Beijing Ruilan Heli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Co., Ltd., Beijing, 102488, China 

 

Abstract: The management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can be optimized to the greatest extent, and the starting point can be put on the 

construction site management. Through the following parts to control the target in the same amount, such as construction period and 

progress, quality and cost. In the process of management and control, we should strictly implement the concept of gree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hich needs to be reflected not only in production technology, but also in material and safety control, so as to achieve 

economic and social benefits to the greatest ex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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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管理最大特点为，范围广，域度高，涉及面

种类较多。建筑工程项目的进度与现场施工管理的情况密

切相关，更与管理的质量水平高低直接挂钩。在进行验收

时，就要对项目建设过程中的质量，秩序，以及项目本身

进行考察。现场施工管理人员，需要有充分的管理学相关

基础知识，并经过严格建筑培训，才能更好的提高整个施

工项目的质量，能为建设提供助力。 

1 建筑工程项目管理原则 

1.1 科学性原则 

第一，对施工进度进行合理安排，施工计划需要与实

际施工条件相符，确保施工进度不会后延。第二，配备专

业建筑人员，优化员工的结构，针对在施工过程中出现的

各种问题，都有专门人员来进行解决。第三，控制好施工

建设成本，保证施工项目质量的基础上，尽可能的科学降

低施工成本。 

1.2 标准原则 

企业在市场的条件下，生存条件不断发生变化，前时

代竞争是主题。在进行建筑施工时，不仅需要过硬的建筑

质量，还需要实现合理的约束，对参加施工的人员，施工

的场地都需要进行规章制度方面的管理，使得建筑施工更

好满足市场要求，也能从竞争力方面提高市场地位。 

1.3 效益原则 

工程项目是企业获得经济利润的主要途径，为了更好

的实现建筑过程中的经济效益，需要对建筑物进行合理规

划，高质量建筑物能带来较高利润，而较高利润又可以服

务于高质量建筑物，这种良性循环可以使效益最大化，并

对施工工程项目的现场进行有效管理和优化，进一步提高

社会效益。 

2 施工现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2.1 施工组织不够严谨 

在施工流程设计的环节中，非常容易出现纰漏。这些

纰漏需要由现场管理人员进行解决，而这些管理人员以质量

保证体系作为工作展开基础，维持现场的施工环境稳定性。

并能提高施工质量以及施工效率，针对关键细节更需要进行

严格审查，其中的疏漏之处进行汇报。最大程度的降低管理

质量通病发生的概率，同时降低建筑物发生隐患的可能性。 

2.2 管理人员素质不足 

现场施工人员并未充分认识到自身的责任，工作过程

中最需要的就是严谨认真的态度，而一些质量管理问题大

多是由于管理人员没有充分研究好施工过程中的各个环

节。至于在蓝图规划，建设目标，公管理等多个不同环节

出现或多或少的问题。从管理层次方面没有理清职责，无

法做到责任与个人相统一。在施工过程中组织不严密，可

视化建设并没有与当地建设项目相适配，最严重的是没有充

分落实建筑施工的制度，施工人员随意性较强，且后续处罚

措施不严重，使施工现场的管理人员工作效率不断降低。 

http://qikan.cqvip.com/Qikan/Search/Index?key=C%3dTU7&from=Qikan_Article_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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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机器设备管理不足 

机械设备资料台账的建立尤为重要，资料台账的建立

可以为施工企业建立完整规范的重要基础。如果没有对新

设备进行及时登记，旧设备数量以及耗损实际情况没有进

行记录，导致整个基础管理流程错乱。严重影响了施工的

生产组织，在这些披露下固定资产会大量流失。并且在机

器设备采购过程中，没有对项目使用需求进行明确了解，

资源能力与施工企业不匹配。机器的市场消耗能力，对机

体的操作实用性进行实际考察，许多机械设备在高价购买

后，得到合理使用闲置在仓库中。且维修人员的技能培训

不达标，针对机器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企业不能够

得到有效解决，工作人员在进行设备操作中，操作并未统

一，水平高低参差不齐，影响了企业的规模化发展，不利

于后续企业的机械化建设。 

3 建筑工程项目管理中施工现场管理优化措施 

3.1 实施施工现场精细化管理 

在实施施工现场精细化管理的过程中，施工企业要牢牢

把握加强建设施工项目现场技术管理这个重要抓手，以建立

完整有效的质量保证体系、实现“PDCA”闭环管理为基础和

前提，为实施各项管理措施提供组织保障和制度保障｡施工

企业在施工前的准备阶段，要确保所有建设者熟悉施工技术

图纸，明确施工合同中每项条款的内容，为优化施工过程中

每项工作、每个分部工程做好充分准备｡在施工管理技术力

量构成方面，施工企业要把引进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

以及管理人员新理念，作为考验现场管理水平与技术优化的

重要内容，使每个施工环节与整体施工达到协调一致｡ 

3.2 提高现场施工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 

在建筑工程项目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的专业素质是

现场管理水平、建筑物质量和使用安全性的关键影响因素，

施工企业采取有效措施提高专业素养非常必要｡建筑人员

站在施工的第一线，也是长时间待在施工现场的人员，对

施工现场无比熟悉，也对施工质量起着关键作用｡所以应

当加强对施工人员的管理和优化｡管理者可以在施工现场制

定一系列的施工现场注意事项或者施工人员需要遵守的施

工规则，合理利用奖罚机制提高施工人员的整体素质｡同时

还要加强施工人员在施工现场的安全意识，将自身和同伴

的人身安全放在第一位，第二位才是建筑物的安全性，只

有建筑人员的安全得到了保证才能保障建筑质量，使建筑

企业在行业中具有核心竞争力｡ 

3.3 加强施工现场机械设备的管理与优化 

施工企业想要提高机械设备管理水平，就必须从建立

健全管理体制机制入手，从建章立制开始，把设备管理机

构设置、职能划分、界面限定作为综合管理的标准，做到

机械设备专业管理与使用相结合，明确专管人员和群管人

员的职责与权限，充分发挥各方面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在

机械设备管理中，施工企业要加强不同岗位人员之间的学

习和交流，使工作人员熟知影响机械设备性能的因素，掌

握机械设备的运行原理和运维方法｡施工企业要加强设备

维修保养制度建设和基础管理，建立设备评优机制，健全设

备管理档案，使机械设备的保养、维修、使用三者相互关联、

互为条件，为降低设备故障率、延长设备使用寿命创造条

件｡施工企业要根据设备的自身情况、现场运行情况以及

自然环境等方面的影响因素，合理设定运行维护和保养的

周期，根据新旧设备使用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保养措施，

加大维修保养力度，确保每台机器正常运行｡在采购新机

械、新设备时，施工企业要根据新的发展形势，把水平先

进、价格适中、便捷适用作为设备选购的原则，并采取现

代化手段以及合理的方法，强制实行机器维修保养制度，

根据机器的故障率、损坏规律，测算机械设备项目维修周

期，发挥施工现场机械设备管理与优化的最大效益｡ 

3.4 施工现场施工材料的管理和优化 

建筑项目最终质量高低，与施工材料自身的性质密切

相关。并且施工材料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建筑最终的美观与

价值，为了更好的使得最终建筑质量满足市场以及资方要

求，在进行施工前需提前做好预案，由建筑管理者改造市

场实地考察，对所需要用到的建筑材料以及相关设备进行

记录，确保建筑质量的基础上对价格进行适当的调整，从

建筑项目的根本之处降低成本，避免了一些不必要的资金

投入，可以为后续项目的完善提供部分资金。作为一种优

化新途径，更好的对现场所需要用的材料进行供应管理，

为了更好的实现科学管理，对原有模式进行规范，别是在

施工材料上，针对现场施工所需要的各项材料进行讨论，

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出相关解决方案，建筑体与施工工

程存在不同，需要进行概况说明，并对以及施工工程进行

图纸设计，将在采购材料以及建筑施工的过程中，可能出

现的问题，想建筑水平的操作，采购模式的变化，材料的

选用，需要进行流程方面的规范。减少管理漏洞出现在项

目的几率，更好的对投入成本进行合理配置。在此过程中，

要以施工流程为基础，特别是在市场原料的选择购买上，

购买材料的整个环节都需要进行检验，不仅是对质量还有

对购买过程都需要进行记录，确保供应商能够提供所需材

料，并使材料及时投入施工建设中。除此之外，施工项目

需要多个不同部门进行沟通与协调，施工企业在原有模式

上进行调整，建立动态管理模式，使得材料在使用以及存

放过程中都能够公开透明，一些使用以及发放环节需要进

行公开汇报，更好的提高资金回笼效率。材料信息方面需

要进行体制化改革，与原有残缺信息不同，施工企业需要

将信息化技术应用于管理材料的各个方面，不仅是在材料

的出库和入库，后续的管理以及购买，货物的补充与消耗

都需要融入新型管控体制。在此过程中对原有冗杂的流程

进行简化，避免过多的流程而造成漏洞增多。施工企业需

要指派专业材料管理人，并对材料管理人自身的职责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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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划分，选择高综合素质的人员进行管理，对成本预算

进行方案规划，并对如何实现有效管理库存进行专业培训，

从思想层面提高责任人的责任意识。时代的发展离不开施

工企业进步，在进行施工建设需要与社会发展接轨，积极

使用新型科技技术，根据国家以及市场的要求，对法律知

识以及理论知识进行更新，充分发挥监管部门的职责，开

展从业教育等活动，确保工作人员职业道德方面的教育，

培养工作人员的职业操守。整个施工企业需要对管理环境

进行肃清，避免出现材料管理中出现的贪污腐败现象，如

果使好廉洁从业，杜绝资金挪用等不良行为。 

4 土木工程建筑施工中项且管理应用实例分析 

4.1 案例概述 

以具体施工项目为例，施工项目的总体建筑面积高达

546421.5 ㎡，其中包括地上 21 层与地下 2 层。有专业考

察人员对现场进行多方面探查后提出，许多生活垃圾也构

成了地质结构的一部分，成功程地质结构较为复杂多样，

最佳土层厚度为 2.1m。这个厚度可以在基坑完好的状态

下进行相关施工建设。如何对深基坑支护技术进行合理应

用，是目前建筑施工的一大难题，进一步对施工难度提出

考验。在此条件下，施工环境多变很难控制，严重影响到

了项目的安全管理。投资需要做到稳定与高效，才能更好

的推进后续施工环环相扣，更好的落实项目管理。项目管

理不仅需要对项目本身进行管控，还需要对项目建设过程

中的效益以及质量进行管理，对场施工进行灵活调整，性

的对项目实施工作进行总结。 

4.2 应用信息化技术 

信息化技术在当前项目建造过程中，已经得到广泛利

用。例如该土木工程建设中，在一些项目管理中均有信息

化技术的参与。对机械技术以及监测大数据进行综合处理，

对一些实际情况，例如基坑深部的不同结构进行实时监测，

深坑地基在进行采集过程中随时会出现变化，而信息化技

术可以对变形数据进行有效采集，并可以为施工前以及施

工后的变化提供鲜明的对比。后续问题的发现也能够进行

及时捕捉，我在施工过程中能够对项目进行灵活调整，提

高了整个施工过程的安全性，也为工程效率的提高带来一

定帮助。信息化技术还可以适用于岩土工程中，一些工程

项目得到有效开发，离不开信息化技术的使用，特别是在

岩土工程的大数据分析中。以信息技术作为基础，展开对

原有管理系统加强以及升级，可以对项目建设的工作进度

进行实施捕捉，确保整个管理流程能够更加科学，有效提

高项目的管理。信息化技术的有效应用，可以为后续建筑

施工管理提供案例。有效对现场施工，进行质量信息的收

集与处理，控制中心可以针对需要对检测数据进行收集，

并对施工过程中出现的质量信息问题进行比较以及分析，

对可能存在的风险数据进行处理，更好的提出相关施工问

题的解决方案，把整个项目能够高质量高效率的完成。 

5 结语 

建筑工程项目前景十分广阔，许多建筑管理者可以加

大投资力度，投资重点放在施工现场的优化以及管理部分。

建筑工程项目的进度与现场施工管理的情况密切相关，更

与管理的质量水平高低直接挂钩。在进行验收时，就要对

项目建设过程中的质量，秩序，以及项目本身进行考察。

同时对对施工现场的机械设备，施工现场的工作人员，施

工现场的材料环境不同程度的精细化管理。国家要求的安

全绿色环保原则，不断的与社会发展的要求进行融合，更

好的推进企业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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