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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建筑规模的拓展与复杂性的提升，建筑行业管理遭遇众多挑战。通过分析了建筑工程管理的关键影响因素，涵盖

项目规模、资金运作、人力资源、技术执行等维度，探讨了其实际运作中的具体体现及引发的管理挑战。针对这些议题，提

出了一系列对策，优化项目规划、强化资金监管、提升人员素质与技术应用等。通过深入剖析建筑工程管理领域各相关因素，

旨在为建筑企业提供管理优化的思路，提升工程管理的整体效率，保障项目的顺利实施与质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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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expansion of building scale and the increase of complexity, the manage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has 

encountered numerous challenges. By analyzing the key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covering dimensions 

such as project scale, capital operation, human resources, and technical execu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pecific manifestations and 

management challenges in its actual operation. A series of measures have been proposed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including optimizing 

project planning, strengthening fund supervision, improving personnel quality and technology application, etc. Through in-depth 

analysis of various relevant factors in the field of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the aim is to provide management optimization 

ideas for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improve the overall efficiency of project management, and ensure the smooth implementation and 

quality safety of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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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建筑项目管理构成确保建筑项目顺利推进的关键要

素，涉及资金、技术、人员等多领域协调与管控。伴随着

建筑业的迅猛进步，建筑项目复杂性及多样性持续上升，

工程管理所遭遇的难题亦日渐繁复。如何有效识别并应对

这些管理中的影响因素，提升工程管理的整体效率和质量，

是当前建筑行业急需解决的问题。本文力图分析建筑工程

管理领域的关键制约因素，提出相应的对策，为建筑业企

业制定实用性的管理策略。 

1 建筑工程管理的概述 

建筑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对项目各阶段（如组织、

规划、设计、施工、监理、验收等）的管理进行全程监控，

保障项目准时、达标、在预算范围内圆满完成。建筑工程

管理不仅涵盖项目实施实务，还涵盖对资源、技术、人力、

财力等多领域的配置与监管。伴随着建筑项目规模的持续

增大，管理挑战持续增强，探讨管理挑战的有效应对策略，

确保达成项目目标，是建筑企业提升竞争力的关键议题。

在土木工程领域，管理活动通常划分为若干层次，涵盖项

目管控、现场管控、品质管控、成本管控等领域，每个管

理阶段均可能对项目的推进与最终成效产生作用。因此，

建筑工程管理亟须实现全方位且精确的协调与监管，保障

各项任务依照预定计划稳步实施
[1]
。 

2 建筑工程管理的影响因素 

2.1 项目规模与复杂性 

项目规模与工程管理难度呈正相关。大型工程项目往

往伴随更复杂的资源配置、更长的建设周期以及更广泛的

参与者（诸如众多分包商、供货商等）。此要求项目管理

者需拥有更卓越的协调及组织技能，资源合理配置，保障

项目进展顺畅。较大的项目通常遭遇更繁杂的工期规划、

资金投入及技术挑战，故需实施更为精细和严谨的管控。 

2.2 资金管理与预算控制 

资金管控系建筑工程管理之核心要素之一。建筑项目

往往需巨额资金投入，自项目启程至竣工，资金流转与监

管贯穿始终。若财务管理不当，可能引发项目延期与品质

恶化，甚至导致资金链断裂。预算管控构成资金管理的核

心要素，预算一旦逾额，项目的总体费用将显著提升，甚

至波及项目的盈利状况。因此，精确的成本预估与严格的

资金管控极为关键。 

2.3 人员管理与团队协作 

建筑项目通常需多方协作，涵盖设计队伍、施工队伍、



工程建设·2025 第8卷 第4期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2025,8(4) 

2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Viser Technology Pte. Ltd. 

监理队伍等。该团队的合作度对项目实施成效产生直接影

响，人员管理不仅是对人力资源合理配置的管理活动，还

涵盖团队间的交流与合作。项目团队可能遭遇技术能力分

歧、交流不畅等挑战，项目管理者须迅速识别并处理这些

问题，保障各项工作的顺利实施
[2]
。 

2.4 技术实施与设备使用 

伴随着建筑技术的进步，新兴的施工技术、装备与材

料层出不穷，此举措为建筑项目增添了技术保障。然而，

新技术实施可能引发管理挑战，技术实施阶段可能遭遇操

作失误、设备故障等挑战。如何有效整合新技术与施工实

践，是建筑项目管理所面临的一项重大难题。管理者亟须

对技术人员进行及时培训，改进施工设备，保障技术实施

顺畅。 

3 建筑工程管理中的问题 

3.1 项目进度滞后 

在建筑领域，进度管理是决定项目成败的关键要素之

一。鉴于诸多因素（诸如气候、人力、设备故障等），众

多建筑工程常遭遇工期延误现象。项目进度延误不仅对整

体完成期限产生负面影响，还可能导致费用超支及资源耗

费。因此，如何精确预测项目时间安排，实施恰当策略以

应对突发事件，管理者所遭遇的关键挑战。 

3.2 资金控制困难 

资金管理的繁复性亦导致资金监管成为持续性的难

题。众多项目面临资金预算超额及资金流转受阻等困境，

特别是在项目启动阶段，资金往往难以迅速落实。随着项

目实施，资金需求持续上升，确保资金按时发放与高效运

用，是制约项目推进的核心要素
[3]
。 

3.3 人员素质参差不齐 

在建筑工程中，人员的素质直接影响到施工质量与进

度。然而，由于施工现场人员流动性大，且一些操作工人

的技术水平参差不齐，往往会出现施工质量不稳定等问题。

因此，提高现场人员的素质和技术能力，是提升项目质量

和效率的必要条件。 

3.4 技术难题与质量问题 

建筑领域常见技术挑战，诸如设计调整、施工策略失

当等情况，这些问题往往诱发质量缺陷的产生。此外，施

工所采用的物料与设施品质亦对项目最终成效产生直接

影响，保障技术实施的可能性与施工品质，系建筑工程管

理之难点。 

4 建筑工程管理的应对策略 

4.1 优化项目计划与进度管理 

项目进度管理是确保建筑工程顺利完工的核心步骤

之一。项目进展延迟可能引发工期延期，引发资金损耗、

资源配置不当等诸多难题，工程质量与交付成效的影响。

项目经理需借助恰当的规划部署以预判潜在进度障碍。在

项目启动阶段，运用科学的项目管理手段，例如甘特图与

项目管理应用程序，有助于项目经理直观呈现项目整体进

展、各项任务具体部署及其相互间的关联。采用甘特图，

项目经理能明确掌握各阶段的时间节点，及时对进度滞后

进行动态调整，减少大规模时间消耗。在项目执行阶段，

尽早发现潜在进度风险并实施相应对策极为关键，管理者

需定期举办项目进度审查会议，核实各分承包商、施工团

队及工程师的进度状况。项目关键阶段实施中期评审，确

保各项任务按期完成，及时识别潜在的进度障碍。例如，

工程推进迟缓时，项目经理可对资源优先级进行调优，确

保核心任务按时落实，防止全面规划延期。 

此外，借助当代的数字化管理手段，例如建筑信息模

型（BIM）技术，可高效实施虚拟仿真、进度预测与监管。

基于 BIM 模型，管理者可实时追踪项目进展与资源消耗状

况，实施虚拟仿真，及时识别潜在的设计与施工缺陷，及

时作出调整，降低现场问题导致的时间滞后。进度管理的

成功也离不开有效的沟通与协调。项目管理团队需定期与

承包商、设计单位、施工团队、供货商等关联方展开沟通，

保障信息流通无障碍。基于多方面协商，迅速解决争端与

难题，保障项目按预定进度有效实施，改进项目规划与进

度调控远超不仅对时间安排的调整，更是依托于高效的资

源配置、动态监督与机动调整，确保项目按时高效达标
[4]
。 

4.2 加强资金监管与预算控制 

建筑项目的资金管理是项目成功的另一关键因素。资

金控制不当可能导致项目超预算、资金链断裂或流动性不

足，进而影响项目进展。因此，项目管理者需要建立严格

的资金监管机制，确保资金使用的合理性与高效性。资金

的细致规划是预算控制的基础。在项目启动之初，项目经

理需要和财务部门一起制定详细的预算，明确每一阶段的

资金需求。这一预算应该覆盖所有预期费用，包括直接成

本（如人工、材料、设备）和间接费用（如管理费、风险

预备金）。合理的预算安排能够确保资金的合理分配，避

免某一部分超支，影响其他部分的资金使用。 

在项目执行阶段，需设置专门的资金监管机构以监控

每一笔资金的运用状况。该监管体系涵盖周期性财务审核、

关键支出审批管理等内容，项目经理可通过项目管理工具

对资金动态进行实时监管，确保每笔资金支出均有明确凭

证，有效遏制预算超支及资金挪用问题。为了提升资金运

用效能，项目管理者宜实施分阶段支付机制，将资金拨付

与项目推进阶段紧密对接。在每一步骤完成后，按实情分

阶段支付部分资金，非一次性支付，亦即分期支付。该措

施确保施工方按期完成工程，可保障资金依项目需求合理

分配，规避资金沉淀或停滞
[5]
。 

除了资金支付的管理，项目管理者还需要关注资金的

安全性，特别是在面对外部经济波动或项目中断时，要有

充足的资金准备以应对风险。例如，构建紧急资金储备机

制，确保突发状况下资金高效调配，防止项目搁置或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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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缺，构建多元资金监管体系同样关键，项目经理应与金

融机构、投资者及政府部门保持紧密沟通，保障资金来源

的持续性。此外，定期举办多边财务分析交流会，适时调

整资金运用策略，确保资金处于有效监管之下。加强资金

监管与预算管理对规避财务风险具有重要意义，亦能增强项

目整体收益。采用精准的预算管理、严密的资金流动监管及

分阶段支付机制，有效规避资金难题对建筑项目的干扰。 

4.3 提升人员素质与团队协作 

在建筑工程中，人员素质直接决定了项目的施工质量

与进度。探讨人员专业能力提升与团队协作能力加强之策

略，是建筑工程项目管理的关键环节。通过提高人员素质

与团队协作，能够有效减少施工中的问题，提高整体工作

效率。提高员工素质是确保施工质量的核心途径。建筑项

目普遍包含众多施工人员，其中包含管理人员及技术人员，

涵盖操作人员。为确保项目顺利推进，务必持续提升施工

人员的技术水平，项目管理者需定期举办培训活动，促进

工人对新施工技术、操作规程及质量控制标准的认知与掌

握。通过强化教育培训，劳动者不仅能够提升技能水平，

还能培育团队协作精神与担当感，降低因能力欠缺引发的

施工失误，团队配合是项目顺利完成的要害。在大型建筑

工程中，各方协作紧密，保障各项任务流畅过渡，项目经

理需重视团队间交流与合作，定期召开项目会议，保障信

息互通、职责明确。特别是在多主体合作情境中，如何优

化团队互动与协作，规避信息时滞与交流阻碍，项目成功

的关键要素
[6]
。 

在集体合作中，项目管理者需构建适宜的激励机制，

激发员工工作热情。通过建立恰当的奖惩机制，对业绩突

出的团队成员实施表彰，唤起他们的职业激情。同时，优

化人力资源配置与岗位设定有助于提升团队作业效能，项

目经理需参照各成员的专业资质与工作负担，科学规划工

作内容，确保各职位运作效率。 

现代项目管理软件的运用亦能增强团队协作效能。例

如，利用协作办公工具或项目监管系统，团队成员可及时

掌握项目进展、职责分配、施工图等相关资讯，防止信息

时滞或缺失。这种举措有助于提升团队协作效率，保障各

项目标依序实施，增强员工素质与团队协作效能乃是建筑

项目管理的关键步骤。通过强化培训、提升团队交流效率、

构建激励体系及运用现代管理手段，可显著增强项目实施

效能与品质。 

4.4 应用先进技术提升管理能力 

BIM 技术是目前建筑项目中应用最广泛的技术之一。

BIM 技术通过将项目的设计、施工和运营过程中的各项信

息整合成三维数字模型，帮助项目团队提前发现潜在的设

计或施工问题。在建筑项目设计过程中，BIM 模型适用于

模拟施工环节，辨识设计矛盾，规避施工阶段因设计失误

或信息缺失导致的资源损耗及工期拖延。施工阶段，BIM

有助于实施施工现场管理、进度监控、成本预算等活动，

有效提升施工精度与作业效率。3D 打印技术在建筑领域

中的应用正逐渐革新传统施工模式。3D 打印可依据设计

图直接制造建筑部件，显著提升了施工效率与准确度，降

低劳动力成本，更有效地满足定制化设计需求。某些复杂

构造或高风险地带，3D 打印技术可缩短人员暴露于危险

环境中的时长，提升施工安全水平。 

智能建造技术在建筑行业得到广泛运用。例如，运用

无人机技术执行工地监控、借助传感器实施即时监控等，

显著提升施工管理智能化程度。这些技术的运用，可显著

提高施工效率，提升施工安全性及精确度，降低人为失误

发生率。技术实施需项目管理主体拥有较强的管理技巧与

专业素质，项目经理不仅须具备坚实的工程管理功底，还

需深入理解并熟练掌握相关新兴技术的运行机制及实际

应用领域，确保实践层面中技术与管理融合的实效性
[7]
。 

5 结语 

建筑工程管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项目的各

个方面。通过识别管理中的影响因素，并采取相应的应对

策略，可以显著提高工程管理的效率，确保项目按时、按

质、按预算完成。随着技术的发展，建筑工程管理也将不

断创新和优化，未来的建筑管理将更加智能化、高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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