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能城市应用·2024第7卷 第8期 

Smart City Application.2024,7(8)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Viser Technology Pte. Ltd.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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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建筑工程领域，管理与施工质量控制是确保工程顺利进行和质量达标的重要保障。然而，传统管理模式存在效率低

下、信息不畅、质量控制不够严密等问题。因此，提高建筑工程管理及施工质量控制的有效策略显得尤为重要。文章旨在探

讨提高建筑工程管理及施工质量控制的有效策略，通过动态化、全过程化和精细化管理，提高管理效率和施工质量，包括形

成完善管理依据、运用信息化技术、实时管控施工质量和加快工程推进等，实现工程进度的加速和质量的提升，推动建筑工

程管理与施工质量控制水平的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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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field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management and construction quality control are important guarantees to ensure the 

smooth progress and quality standards of the project. However, traditional management models have problems such as low efficiency, 

poor information flow, and insufficient quality control. Therefore,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improve effective strategies for 

building project management and construction quality control. The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effective strategies for improving building 

project management and construction quality control. Through dynamic, full process, and refined management, management efficiency 

and construction quality can be improved, including forming a sound management basis, us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al-time 

control of construction quality, and accelerating project progress, to accelerate project progress and quality improvement, and to 

promote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level of building project management and construction quality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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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当今社会，建筑工程在城市发展和人民生活中扮演

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建筑

业的蓬勃发展，建筑工程管理及施工质量控制面临着日益

严峻的挑战
[1]
。传统的管理模式和施工方法已经无法满足

复杂多变的市场需求和质量标准，因此，提高建筑工程管

理及施工质量控制的有效策略成为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建筑工程项目规模不断扩大，

项目复杂度不断提高，管理难度和风险也在不断增加。传

统的管理模式往往过于静态，缺乏对项目实际情况的及时

反馈和调整机制，导致管理工作无法有效应对项目变化和

风险。因此，需要借助动态化管理手段，及时调整管理策

略和措施，确保管理工作与工程实际进展相适应，从而提

高管理效率和项目成功率。同时，传统管理模式往往局限

于某个环节或阶段，缺乏全过程的系统管理和有效控制，

导致项目各阶段之间信息不畅通、协作不够紧密，容易出

现信息丢失、责任推诿等问题，影响工程整体质量和进度。

此外，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信息化技术的广泛应用，信

息技术在建筑工程管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信息化技术不

仅可以提高管理效率和质量控制水平，还可以实现施工过

程的实时监控和管控，为管理者提供准确、及时的决策支

持。因此，运用信息化技术提高建筑工程管理效能已成为

当前建筑行业发展的重要趋势。基于此，本文旨在探讨提

高建筑工程管理及施工质量控制的有效策略，为建筑行业

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1 提高建筑工程管理及施工质量控制的要点 

1.1 动态化管理 

动态化管理在提高建筑工程管理及施工质量控制中

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强调的是管理过程中的灵活性和

适应性，即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和环境变化，及时调整管

理策略和措施，以确保管理工作与工程进展相适应，从而

提高管理效率和项目成功率
[2]
。首先，动态化管理要求管

理者具备敏锐的观察力和分析能力。他们需要密切关注项

目的动态变化，包括工程进度、质量状况、成本预算、人

力资源等各个方面的情况，并能够准确地分析和判断，及

时发现问题和隐患。其次，动态化管理强调灵活应对变化。

在建筑工程项目中，各种不可预测的因素和突发事件时常

发生，可能会对工程进度和质量产生影响。因此，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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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具备应对突发情况的能力，能够迅速做出决策和调整，

及时解决问题，确保工程的顺利进行。另外，动态化管理

注重的是信息共享和沟通协作。在项目管理中，各个部门

和岗位之间需要紧密合作，共同协作完成项目目标。因此，

管理者需要建立起一个信息畅通、沟通顺畅的工作环境，

确保各个部门之间能够及时分享信息、协调合作，共同应

对项目中出现的各种挑战。最后，动态化管理也需要适时

调整管理策略和措施。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会出现原计划

无法预料的变化，需要管理者能够灵活调整管理策略和措

施，以适应新的情况和要求，确保项目能够按时按质完成。 

1.2 全过程管理 

全过程管理强调的是从项目立项到竣工验收，贯穿始

终的全方位管理，确保每个环节都得到充分重视和有效控

制，从而提高整体项目的管理效能和施工质量水平
[3]
。首

先，全过程管理要求对项目的每个阶段都进行全面的规划

和管理。从项目立项阶段开始，就要对项目的目标、范围、

时间、成本等方面进行详细的规划，并建立相应的管理制

度和流程。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需要对每个阶段的工作进

行具体安排和跟踪监控，确保项目能够按照既定的计划有

序进行。其次，全过程管理注重项目各个环节之间的协调和

配合。在建筑工程项目中，各个阶段的工作密切相关，相互

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依赖关系。因此，需要建立起一个协调配

合的工作机制，确保各个部门和岗位之间能够密切合作，共

同推进项目的顺利进行。再次，全过程管理要求对项目的每

个环节进行全面的监控和控制。包括对工程进度、质量、安

全、成本等方面的监测和评估，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确保

项目能够按照预期的目标和要求达成。同时，还需要对施工

过程中的风险和隐患进行全面的评估和控制，确保施工过程

安全可靠。最后，全过程管理也要求对项目的各个阶段进行

全面的评估和总结。在项目完成后，需要对整个项目的执行

情况进行回顾和总结，分析项目的优点和不足，提出改进措

施和建议，为今后类似项目的开展提供经验和借鉴。 

1.3 精细化管理 

精细化管理强调将管理过程进行细化拆解，明确责任、

流程和标准，以提高管理精度和效率，从而有效提升工程

质量和管理水平。首先，精细化管理要求对项目管理过程

进行精细划分。对项目的各个阶段和子过程进行详细分解，

将整个项目管理过程分解为若干个具体的工作任务和步

骤，并明确每个任务和步骤的责任人和执行标准，通过精

细化的划分，确保项目管理过程清晰明了，避免管理责任

和流程混淆不清的情况发生。其次，精细化管理要求建立

起严格的管理标准和规范。这包括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

操作规程和管理流程，明确各项管理工作的要求和标准，

确保管理工作能够按照统一的标准和流程进行，提高管理

的一致性和可控性。再次，精细化管理还要求对管理过程

进行有效的监控和评估。对项目各个阶段和子过程的执行

情况进行实时监测和评估，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确保管

理工作能够按照预期的要求和标准进行。最后，精细化管

理也要求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手段，提高管理效率和精度。

通过建立信息化管理系统，对项目管理过程进行信息化监

控和管理，实现信息的共享和实时反馈，提高管理工作的

效率和精度。 

2 提高建筑工程管理与施工质量控制的策略 

2.1 综合考虑形成完善管理依据 

综合考虑形成完善的管理依据强调了在管理过程中

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和要素，形成科学合理的管理依据，为

管理决策提供有效支持和指导
[4]
。其一，完善的管理依据

需要考虑项目的各个方面，包括项目的目标和需求、项目

的范围和规模、项目的时间和成本等方面的因素。通过综

合考虑这些方面的因素，可以全面把握项目的情况和要求，

为管理工作的开展提供明确的指导。其二，完善的管理依

据需要充分考虑项目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外部环境包

括政策法规、市场竞争、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因素，内部条

件包括项目的资源配置、组织架构、人员素质等方面的条

件。通过综合考虑项目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可以更好

地把握项目的发展趋势和内在规律，为管理决策提供科学依

据。其三，完善的管理依据需要考虑项目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建筑工程项目涉及到诸多不确定因素和风险因素，如自然灾

害、市场变化、技术难题等。因此，在形成管理依据时，需

要对这些风险因素进行充分评估和分析，制定相应的应对策

略和措施，确保项目能够顺利进行。其四，完善的管理依据

还需要考虑项目的可行性和可持续性。在制定管理依据时，

需要对项目的可行性进行评估，确定项目的可行性和可行性，

确保项目的实施能够符合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要

求。其五，完善的管理依据还需要考虑项目的整体目标和长

远利益。在制定管理依据时，需要充分考虑项目的整体目标

和长远利益，而不是仅仅追求眼前的短期利益。 

2.2 运用信息化技术提高管理效能 

信息化技术的应用可以提升管理效能，优化资源配置，

加强监控和反馈机制，从而实现管理的精细化、智能化和

高效化。首先，信息化技术可以帮助实现管理的精细化
[5]
。

通过信息化系统，可以对项目的各个环节进行实时监控和

数据采集，精准获取项目进展、资源利用情况、质量状况

等数据信息，根据实时数据对项目进行精细化管理，及时

发现问题，调整资源配置，确保项目进度和质量符合预期。

其次，信息化技术可以实现管理的智能化。通过人工智能、

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手段，可以对项目进行智能化分析和预

测，识别潜在的风险和问题，为管理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同时，还可以利用智能化系统实现自动化控制和反馈，提

高管理的效率和精度。再次，信息化技术可以加强监控和

反馈机制。通过建立信息化监控系统，可以实现对项目的

全方位监控，及时发现问题和异常情况。同时，信息化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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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还可以实现对施工现场的实时监控，提高安全管理水平，

减少事故发生的可能性。此外，信息化技术还可以优化资

源配置和协同管理。通过建立信息化系统，可以实现资源

的有效调度和协同利用，避免资源的浪费和重复利用，提

高资源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最后，信息化技术还可以提

升施工质量控制水平。通过建立信息化质量管理系统，可

以实现对施工过程的全程监控和记录，确保施工过程符合

规范和标准要求。同时，信息化系统还可以实现对施工质

量的实时检测和评估，及时发现和解决质量问题，确保工

程质量达到预期目标。 

2.3 在施工中实时管控提高施工质量 

通过实时管控，管理者可以及时了解施工现场的情况，

发现问题并采取相应措施，从而确保施工质量达到预期标

准。第一，实时管控可以帮助管理者及时了解施工进度和

质量情况。通过实时监测施工现场的工作进展和质量状况，

管理者可以随时了解项目的施工进度是否符合计划，并对

施工质量进行实时评估，及时发现施工中存在的问题和隐

患，采取相应措施加以解决，确保施工进度和质量符合要

求。第二，实时管控可加强对施工过程的监督和管理。通

过实时监控施工现场的施工活动和人员行为，可有效防止

违规操作和安全事故的发生，保障施工现场的安全和秩序。

同时，实时管控还可以对施工材料和设备进行实时监测，

确保其符合质量标准和使用要求，避免因材料和设备质量

问题导致的施工质量缺陷。第三，实时管控可以提高施工

人员的责任意识和执行力。通过实时监控施工现场的工作

情况，可以及时发现和纠正施工人员的不良行为和工作态

度，促使他们提高责任意识和执行力，保证施工任务按时

按质完成。同时，对施工人员的工作情况进行评估和考核，

激励其积极工作，提高施工效率和质量。第四，实时管控

可以加强与相关方的沟通和协调。通过实时共享施工现场

的信息和数据，可以与设计方、监理方、业主方等相关方

进行及时沟通和协调，共同解决施工过程中的问题和困难，

推动施工工作顺利进行。第五，实时管控可为施工质量控

制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持。通过实时监测和记录施工过程中

的数据和信息，可以形成完整的施工记录和档案，为质量

验收提供可靠的证据和依据。 

2.4 通过现场组织调度加快工程推进 

通过现场组织调度加快工程推进强调了对施工现场

的组织和调度，通过合理安排资源和协调各方配合，实现

工程进度的加速和质量的提升。一是现场组织调度能够优

化资源配置。通过合理安排施工人员、机械设备、材料等

资源的使用，避免资源的浪费和闲置，实现资源的最大化

利用。合理的资源配置能够保证施工现场的生产力得到充

分释放，从而加快工程推进速度。二是现场组织调度可以

提高施工效率。通过精心设计施工工艺和流程，合理安排

施工作业顺序，优化作业空间布局，减少作业交叉和重复，

避免施工中的瓶颈和阻塞，有效提高施工效率，加快工程

进度。三是现场组织调度有助于提升施工质量。通过精心

设计施工计划和工序安排，合理分配施工任务和责任，确

保施工过程中每个环节都得到充分重视和控制。同时，及

时调整和优化施工组织和调度方案，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灵

活应对，保证施工质量得到有效保障。四是现场组织调度

可以加强施工现场的管理和监督。通过建立健全的组织结

构和管理制度，明确责任分工和管理权限，加强对施工过

程的监督和检查，确保施工现场的安全和秩序。同时，建

立起高效的沟通和协调机制，加强与相关方的沟通和协作，

共同推动工程的顺利推进。 

3 结束语 

提高建筑工程管理及施工质量控制的有效策略是建

筑行业持续发展的关键。通过动态化、全过程化和精细化

管理，以及运用信息化技术和优化施工组织调度等策略，

将有助于提升工程管理效率和施工质量水平，推动建筑行

业迈向更加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冯萧.提高建筑工程管理及施工质量控制的策略研究

[J].工程建设与设计,2024(8):237-239. 

[2]罗安军.探讨建筑工程管理及施工质量控制的有效策

略[J].四川建材,2024,50(4):189-191. 

[3]杨新龙.建筑工程管理及施工质量控制的有效策略[J].

中国住宅设施,2024(3):37-39. 

[4]朱文博.提高建筑工程管理与施工质量控制有效途径

的研究[J].新城建科技,2024,33(3):163-165. 

[5]陈超.建筑工程管理及施工质量控制有效策略[J].城

市建设理论研究(电子版),2024(7):46-48. 

作者简介：赵志强（1988.5—），男，单位名称：江西赣

能上高发电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