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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筑工程管理涉及多方面内容，具有复杂性和专业性的特点，管理措施落实过程中易受到内外部因素的影响，也因此

难以确保建筑工程管理达到理想的成效。在建筑工程管理中，主要是质量管理、安全管理、进度管理，为达成理想的管理效

果，必须充分明确各种管理活动的可行之策。在质量管理中，应控制好人、机械、材料、方法、环境这五大因素；在安全管

理中，应控制好物的不安全状态及人的不安全行为；在进度管理中，既要避免工程进度拖延，也要强调补救方法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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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involves multiple aspects, with complex and professional characteristics. The 

implementation of management measures is easily influenced by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making it difficult to ensure that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achieves ideal results. In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the main focus is on quality management, 

safety management, and progress management. In order to achieve ideal management results, it is necessary to fully clarify the feasible 

strategies for various management activities. In quality management, we should control the five major factors of human beings, 

machinery, materials, methods, and environment; In safety management, the unsafe state of objects and unsafe behavior of people 

should be well controlled; In progress management, it is necessary to avoid delays in project progress and also emphasize the 

optimization of remedial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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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管理是由三个关键要素所组成，即质量管理、

安全管理、进度管理。只有当有效管理好建筑工程的质量、

进度、安全，才可以最终实现建筑工程的总目标，获得良

好的经济效益
[1]
。目前来看，建筑工程管理水平得到有效

的提升，已经明确影响建筑工程管理成效的因素，也强调

管理措施的改进。即便如此，当前的建筑工程管理依然存

在一些尖锐问题，尤其是在质量管理和安全管理中存在问

题，也因此制约着建筑行业的健康发展。因此说，当前非

常需要积极探究建筑工程管理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及优化

措施，以求让建筑工程管理更加地高效、有效、经济。 

1 质量管理的影响因素及优化措施 

1.1 影响因素 

进行建筑工程的质量管理时，有五大因素会影响到质

量管理成效，即人、机械、材料、方法、环境，影响作用

最大的是人、机械、材料。 

在人这一因素中，因为建筑工程中的人员设置较为复

杂，所以导致质量管理活动也变得复杂化。目前来看，建

筑工程施工过程中主要是四类人员，即施工人员、技术人

员、管理人员、监督人员，且所管理的工作会有交叉，如

果没有良好的协同，则会影响到质量管理的成效。除此之

外，每位人员的能力不同、专业知识不同，所以工作方式

和管理理念也会不同，可能无法有效参与在质量管理活动

之中，未形成质量管理的合力时，自然增加施工质量的管

理难度
[2]
。 

在机械这一因素中，建筑工程施工过程中会使用较多

类型的机械设备，机械设备使用过程中是否科学有效，能

够直接影响到施工质量。以功率较大的起重机为例，可以

有效将重型钢筋结构吊起，在大型钢筋结构的安装过程中，

起重机能够一次性安装。但是，相比于地面上的焊接作业，

空中焊接的效果无法达到最佳，可因此影响到建筑工程施

工质量。除此之外，机械设备是否性能先进、操作安全，

都可以影响到建筑工程质量管理效果。 

在材料这一因素中，建筑工程施工非常依赖于工程材

料，也因此让工程材料成为质量管理的重要抓手。目前来

看，建筑工程施工中主要是使用三种材料，一是电气安装

材料，二是装修材料，三是钢筋混凝土材料。毋庸置疑，

如果这些工程材料的质量不佳，则势必影响到整体质量，

主要是质量检验、贮存、使用这三大因素产生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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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优化措施 

进行建筑工程质量管理时，应重点优化好人、机械、

材料、方法、环境的管理措施。 

对人的管理要持续性优化，比如应该建立健全责任人

制度，细化好施工人员、监督人员、技术人员、管理人员

的权责，便于增强责任意识，积极履行好自身职责。与此

同时，强调各专业人员的协同与合作，必须共同参与在质

量管理的活动之中，努力形成质量管理的合力。 

对机械的管理要持续性优化，便于机械设备可以始终

发挥最大的价值。在机械的管理中，应重点抓好三点。首

先，坚持立足于建筑工程施工的特点和需求，以便配备最

为科学适宜的机械设备，保证性能的优越。其次，机械设

备的维护保养应高度重视，且应该始终都由专人进行负责，

以确保机械设备处于待用状态，且不能出现超负荷运行的

情况。最后，由专业人员进行机械设备的操作，不仅要确

保操作的安全，还要确保操作的质量，避免给施工质量产

生不良影响。 

对材料的管理要持续性优化，应重点从三个方面入手。

首先，施工材料进场时，由材料负责人员进行严格的质量

检验，确保进场的施工材料质量可以达标。其次，做好施

工材料的贮存管理，避免施工材料受到不良因素的危害。

以钢筋混凝土材料为例，比如水泥不能混装，且要分别储

存，再比如集料要避免受污染，为稳定含水率，要降低料

温，可以搭设雨阳棚
[3]
。最后，施工材料的使用要确保科

学性，要发挥出施工材料的最大价值，监理人员应做好旁

站管理。 

对方法的管理要持续性优化，应用好质量管理的方法，

比如要完善质量保证体系，且应该实施全过程的质量管理，

包括施工前、施工中、施工后，整个质量管理活动要凸显

“严”“准”“细”“实”的特点。除此之外，PDCA 循环管

理方法应该注重推广应用，可以按照“Plan（计划）→Do

（执行）→Check（检查）→Action（改进）”这一流程进

行质量管理。 

对环境的管理要持续性优化，重点是管理振动、污染、

照明、工程地质、气象、通风、噪声这些要素，确保给施

工质量管理奠定坚实的基础。如果是出现污染问题，则要

及时处理，避免给现场施工环境造成不良影响。 

2 安全管理的影响因素及优化措施 

2.1 影响因素 

建筑工程的安全管理过程中，出现安全事故是难以有

效避免的，但必须最大程度降低安全风险，强化安全管理

的成效。安全管理主要是受到两大类因素的影响，一是物

的不安全状态，二是人的不安全行为。 

在物的不安全状态这一因素中，是指施工现场的“物”

没有得到有效管理，处于不安全状态，且可能危害到建筑

工程施工安全。所讲的“物”，主要是指材料、机具、施

工机械、设备、燃料、半成品。以施工机械为例，没有认

真做好维修保养，导致使用过程中存在风险因素，当处于

不安全状态，易诱发安全事故。再以燃料为例，多数的燃

料有易燃易爆的特点，如果贮存管理和使用过程中均存在

风险因素，则必然出现安全事故
[4]
。 

在人的不安全行为这一因素中，主要是指施工现场的

人员存在“三违”现象。所讲的“三违”，是指违章指挥、

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常见的“三违”现象有这些，

即进入施工作业现场时没有按照要求佩戴安全帽、树木或

脚手架上搭设临时用电线路、施工工地没有满足“六个百

分之百”、现场没有安全警示标识、现场物料堆放处于混

乱状态、现场责任人或施工人员没有经培训合格上岗、施

工之前没有进行风险分析、机械挖掘或起重作业中没有做

好安全防护、受限空间内作业时没有有效使用防爆工具、

危险废弃物没有按照要求贮存及运输、破土作业过程中没

有按照要求进行放坡作业、酒后上岗作业。 

2.2 优化措施 

应极力凸显安全管理的重要地位，对所存在的两大类

因素实施全过程的安全管理，以确保建筑工程施工作业可

以在安全、有效的状态下完成。 

在物的不安全状态管理中，应重点优化三方面管理措

施。首先，必须持续健全机械设备保养制度，确保机械设

备的安全与有效，避免在施工作业过程中存在带病作业的

问题。其次，应该重视现代技术手段的推广应用，以求提

高物的状态管理水平，比如可以借助信息技术手段全过程

监控物的安全状态，便于及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5]
。最

后，应该在施工现场积极推行两种活动，一是文明施工活

动，二是安全达标活动，且应该由监理人员和监理工程师

发挥好自身职能，及时解决好安全管理的问题和重难点，

始终确保物的安全状态。 

在人的不安全行为管理中，应该重点抓好三点。首先，

施工单位要格外重视安全教育活动，将其作为提高施工现

场人员安全意识的有力抓手，相信一定可以让施工现场人

员注意自己的行为，始终遵循安全管理的要求及规范，确

保自己和他人处于安全环境之中。其次，对安全管理制度

应该进行持续优化，重点是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监督制

度、安全奖惩机制。以安全奖惩机制为例，要对施工现场

人员的安全意识和安全行为进行动态评价，及时发现不足

之处。对于违反安全管理条规的施工现场人员，应该进行

严肃处理，而对于安全管理责任履行到位、有规范安全行

为的施工现场人员，应该进行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如此

一来，建筑工程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可以凸显出权威性和

严肃性，对提高安全管理成效有十分大的裨益。 

除此之外，建筑工程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中，应该落

实“十戒、八看、六查、三心、二意”。所讲的“十戒”，

是指戒掉侥幸心理、短期行为、虎头蛇尾、以次充好、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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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上岗、违章作业、弄虚作假、以罚代管、走马看花、瞒

上欺下。以戒掉“虎头蛇尾”为例，不能只是重视工程基

础施工阶段的安全管理，而到了装饰收尾阶段便将安全抛

在脑后，应该有一个正确的安全管理理念，即安全工作务

必善始善终，要常抓不懈。所讲的“八看”，是指看现场

三光与五净及两畅通、电气设备、机械设备、高空作业、

脚手架、五口、防火防爆、劳保用品。以看“五口”为例，

是指看楼梯口、地坑口、电梯口、预留洞口、通道口，必

须都有防护措施，且在夜间时要设置红灯示警。所讲的“六

查”，是指查思想、查纪律、查制度、查现场、查措施、

查教育。“三心”是指细心、“多心”“狠心”，“二意”是

指多提意见、多留意整改结果。 

3 进度管理的影响因素及优化措施 

3.1 影响因素 

制约工程进度的因素主要有六个，即材料、设备、气

候、机具、技术、人为。目前来看，国内外的专家都指出

一点，即人为因素对建筑工程进度影响最大。一方面，各

专业人员对建筑工程的特点及条件认识不清，常出现四种

施工问题，一是施工现场条件不完善，二是建设手续不完

整，三是工程变更，四是建设资金不完备，均可能影响到

建筑工程的进度。另一方面，参与项目的人员没有丰富的

经验，在工作中频频出错，比如设计人员的设计工作拖拉，

再比如建设业主不能及时决策。 

除此之外，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如果没有切实发挥好

职能时，也会出现工程进度延误的问题。从施工单位的角

度而言，主要有三种原因，一是施工工艺、施工方案、施

工技术均不合理；二是施工进度计划不合理；三是出现机

械设备和周转材料不到位的问题。再从监理单位的角度而

言，主要原因是监理单位存在过失，比如监理工程师的能

力缺乏，或者没有良好的责任心，再比如监理人员的工作

能力不足，解决问题时会浪费时间，导致工程进度拖延。 

3.2 优化措施 

对于影响建筑工程进度管理的影响因素，在优化进度

管理措施应重点做好四点。首先，必须确保建筑工程的建

设条件充分，一是建设手续必须完整，二是建设资金必须

完备，三是施工现场条件必须完善，四是避免工程变更。

以建设资金必须完备为例，要确保建设资金准时到位，这

需要建设单位、施工单位严格遵守合同，避免拖延进度。

其次，施工单位要提升专业水平，避免出现过失。第一，

项目经理要切实履行好职责，组织专业人员对施工技术、

施工方案、施工工艺进行评审，及时发现问题并加以解决，

避免影响到施工进度计划
[6]
。第二，施工单位要始终确保

机械设备和周转材料有备用，避免制约到施工进度。再次，

监理单位要切实履行好职能，不能因为自身的过失而拖延

进度。从监理工程师的角度而言，必须要有预控能力，能

够对施工进度作出预测，且作出必要的举措。再从监理人

员的角度而言，必须坚持做好旁站管理工作，及时发现影

响施工进度的问题。最后，一些不可预见的事情会导致进

度拖延，主要是工程事故、地震、洪水、企业倒闭。对于

此，应该作好预案，以便在事情出现之后可以及时处理，

最大程度减少对进度的影响。 

在出现施工进度拖延之后，应该及时实施补救方法。

一方面，可以对施工进度计划加以调整，关键之处是分析

出三点，一是进度发生偏差的环节，二是总时差和进度偏

差的关系，即前者是否低于后者，三是自由时差和进度偏

差的关系，即前者是否低于后者。另一方面，应采取应急

补救措施，比如可以增加资源的投入、调整施工组织，再

比如提高施工强度。 

4 结语 

应充分重视建筑工程管理，且应该极力凸显质量管理、

安全管理、进度管理的重要地位，对建筑工程管理措施进

行持续性优化。应清楚意识到建筑工程管理的复杂与专业，

后续要进一步加大研究力度，强调将制度优势、人才优势、

技术优势、资金优势有效结合起来，科学落实建筑工程管

理措施，从而助推建筑事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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