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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is a key industry in China, and project management refers to the various work contents implemented during 
the project implementation process to achieve various indicators, aiming to control the quality, safety, progress and other indicators 
of the engineering project within a reasonable range, to achieve steady progress and safe production of the engineering project, and 
to ensure that its production costs meet the needs of engineering applications, thereby promoting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Based	on	this	background,	this	paper	briefly	discuss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ach	management	index	in	the	management	
process and its control standards. At the same time, it proposes corresponding application-oriented solutions for the optimization and 
strengthening of engineering management, which can provide corresponding references for the optimal management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At the same time, the innovative strategies mentioned are also conducive to the realization of a virtuous cycle in th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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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筑工程行业属于中国的重点产业，工程项目管理工作是指项目在实施过程中为了达成各项指标所推行的各个工作内容，
旨在将工程项目质量、安全、进度等指标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以实现工程项目的稳步推进和安全生产，同时确保其生产
成本满足工程应用需求，从而促进行业的健康发展。论文以此为背景简要论述了各个管理指标在管理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及
其管控标准，同时对于工程管理的优化和加强提出相应的应用型解决方案，可为建筑工程项目的优化管理提供相应的参
考，同时所提及的创新性策略也有助于行业内实现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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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建筑工程行业俨然已经成为中国的关键性产业，其所

具有的经济属性和民生属性也不容忽视，人们的日常生活以

及各行业生产保障均离不开建筑行业的根本支持。从管理的

角度进行分析，建筑行业管理存在外部影响因素多、经济体

量大、市场化影响明显的特征，这些给工程管理工作带来了

一定的难点问题，那么在进行项目实施的过程中明确执行标

准，同时提出相应的应用型优化解决措施是具有必要性的。

论文正是在此背景下所展开的研究工作，通过对于工程项目

管理的各个指标进行精细化的拆解。可实现工程管理全面提

升的目的，进而确保项目的品质提升、投资风险降低，从而

有助于稳步发展。

2 工程质量管理的标准及管控方法

2.1 工程质量管理应用标准
建设工程项目在实施过程中，质量管理的要求包括：

①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的要求是工程项目

质量管理的基础。这些标准明确了工程质量管理的最低要

求，包括材料选用、施工工艺、质量检验等方面。在实施过

程中，必须严格遵守这些标准，确保工程质量符合规定要求。

②根据业主方的需求和自身定位的不同，工程项目质

量管理也会有相应的要求。业主方可能对工程质量有着更高

的要求，如追求更高的质量目标、注重品牌形象等。为了满

足业主方的需求，工程项目管理团队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

相应的质量管理计划，确保工程质量满足业主方的期望。

③执行低碳、环保、智能化等新型建筑需求，也会对

工程项目质量管理提出相应的要求。这些新型建筑需求要求

工程项目在质量管理过程中注重环保、节能、智能化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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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如采用环保材料、优化施工工艺、提高智能化水平

等。这些要求的实施，需要工程项目管理团队具备相应的技

术和管理能力，确保工程质量符合新型建筑需求的标准。

④根据工程项目的现场情况，对于工程质量的应用标

准也会有所调整。不同的工程项目具有不同的现场情况，如

地质条件、气候条件、施工环境等。这些因素会对工程质量

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对工程质量的应用

标准进行调整。工程项目管理团队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

制定符合实际情况的质量管理计划，确保工程质量达到最佳

状态。

2.2 从质量管控方法分析
和其应用标准以及各个影响因素，在进行工程项目质

量管理的过程中也可通过如下策略进行工程项目质量管理

优化的加强：

首先，在项目实施工作开始之前应当明确前期准备工

作。例如，在工程项目的前期策划和设计阶段就需查阅行业

标准和地方规范，明确工程项目的底线要求，在前期规划时

也严格遵守底线要求，进行各类施工工作的设计和流程，选

取确保工艺工法与标准内所要求的内容相一致；在正式施工

工作开始之前，还需对于现场进行全面的勘察，这主要是需

了解工程项目的现场情况，如不同的气候条件和施工环境均

会对质量标准造成影响，那么施工前针对上述特殊因素展开

勘查，同时编制相应的方案，也有助于后期质量标准化管理

工作的落实。

其次，结合建筑工程项目质量影响因素展开相应的管

理策略。常见的质量影响因素分类方法为 4M1E，即对于项

目实施过程中所使用的人力资源、机械设备、材料等影响指

标均需展开标准化的管控，需建立全过程的管控机制，在项

目实施开始之前就明确各个资源所应用的数量、具体技能需

求或性能要求、应用市场和应用位置等，并在后续资源采购

或租赁的过程中严格按照前期所确定的标准进行，避免不合

规的资源进场使用；通过应用过程监控、设立工程责任制等

方式，确保各个资源能够符合质量要求地应用在工程项目

当中。

最后，需要建立建筑工程项目质量管理的闭环机制，

即其影响因素较为复杂，同时有相当一部分影响内容是处于

实时变动状态的，那么应当建立过程中监控监督以及施工

完成后的验收机制，确保工程项目的顺利推进，针对不合格

的工作内容也应当及时进行整改，规避工程项目并交付的

情况。

3 工程安全管理的标准及管控方法

3.1 安全管理标准
在建筑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安全管理的标准是确保

施工现场的安全和稳定。中国建筑安全生产管理的有关要求

如下：

①工程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安全管理应符合国家和行业

内的有关规定，主要遵循的标准包括《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

准》《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等。这些标准明确了安

全管理体系、安全责任制、安全教育培训、安全检查与隐患

排查、应急救援预案等方面的要求。对于某些特定的高风险

作业，如高空作业、爆破作业等，也会有更为严格的安全标

准和数据性要求，如要求作业人员的安全培训合格率达到

100%，高处作业人员的安全带佩戴率达到 100% 等。

②确保工程项目的现场生产安全，主要是防范因个人

因素或现场环境因素所带来的安全事故，如工人从高处坠落

或者因现场环境不稳定因素出现触电、溺水等安全事故这些

因生产过程所造成的安全问题。

③保障建筑物的应用安全，在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所

施工的工程成果，其同样对于工程项目的现场安全保障有所

关联。若项目的质量较差，就会造成建筑物整体出现不稳定

的状态，如出现结构的裂解或者坍塌的情况，此时会对现场

的生产安全造成威胁。部分工程机械设备的安全保障措施同

样依赖于建筑主体的安全性能，如施工电梯依附于建筑主体

所存在，那么当建筑主体自身强度不足时，也会造成此类设

备的安全隐患。保障关联的安全因素，是指除因直接施工因

素之外所造成的安全问题，如生活居住区的安全、消防安

全等。

3.2 建筑工程安全管控方法
从工程项目的前期准备方面，在工程项目实施工作开

始之前需要进行规范化的工程设计，进而保障建筑物自身的

安全性和稳定性，避免因外部环境因素或者现场因素等导致

的建筑成果安全问题出现。常见的问题表现形式有地基基础

工程的设计和施工与现场实际环境不匹配，从而造成地基失

稳，出现建筑整体坍塌的问题。规避此类问题的发生，需在

项目实施工作开始之前进行全面的环境勘察工作，同时以此

为依据展开规范性的设计。此外，工程项目现场的周边既有

建筑情况以及地下的管道管线工程也属于此类的范畴，均会

对工程项目的安全管理造成影响。

对于劳务施工工人而言，其是工程项目现场的主要生

产者，同时也是安全事故的诱发者和受害者。在进行管理的

过程中也属于安全管理的重点部分，可从人员专业能力以

及安全保障意识两个方面进行全面的人员筛选和继续教育。

例如，在施工开始前就需对工人进行初步的筛选工作，对于

部分生产经验较差或者安全意识低一的工人不应用到项目

当中；按照当日施工内容的不同，可有针对性地进行安全

交底工作，明确现场生产所具有的危险源以及必要的安全防

范知识；明确在安全事故发生后所进行的应急预案和处理措

施，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率以及安全问题暴露之后所带来的

损失。

建立全面的管理机制，保障工程项目在实施过程中的

安全管理，如可通过设置智能化门禁的方式，避免无关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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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随意进出，以此保障现场的生产安全；通过定期消防检查、

消防演练的形式，保障现场的消防作业安全。在项目安全管

理过程中，可结合多种新型技术形式辅助安全管理工作的进

行。例如，通过信息化技术、智能化技术、有限元模拟仿真

分析等技术形式，均可分析出工程项目在实施过程中所具有

的安全管理薄弱点以及当下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问题，并针

对这些问题展开有针对性的管控，以实现安全优化的目的。

4 项目进度的应用标准及管理方法

4.1 工程项目进度管理应用标准
不同于其他管理指标，工程项目的进度管理工作在实

施过程中并没有相应的行业标准和强制性要求，对于进度指

标进行控制，但仍然属于建筑工程项目在实施过程中的重要

指标之一。在管理过程中所参照的标准主要来源于：

①工程项目的合同约束，在进行招投标以及合同签订

的过程中均会明确工程项目的开工时间和交付时间，明确此

指标对于这种项目在约定的时间内投入使用是极其必要的，

出资方和建设方而言可确保如期获得经济效益回报；房地产

项目均采取预售的形式进行前端销售，若无法如期交付也会

社会层面和民生满意度层面的问题。

②其他管理指标约束，进度管理工作并不是独立的管

理指标，其与诸多管理内容均具有关联关系。在项目实施过

程中若管控不当也会造成整体管理失误的问题。例如，当工

程项目存在延期交付或迟缓施工的情况，可能会造成工程项

目的成本出现较为明显的提升，主要是由于工程资源使用时

长以及管理费等方面的提升所导致的，还可能由于延期交付

的情况，面临赔偿或者罚没损失等额外的支出问题。项目进

度管理的不合理也会造成安全指标受到影响，如项目在实施

过程中出现加班加点作业的情况，机械设备长期处于高负荷

运转状态、工人需要在不良天气或者夜晚等情况下进行施

工，也会造成安全风险的提升，从而出现工程项目的管理

问题。

4.2 项目进度管理方法
工程项目的进度管理是一个系统性、综合性的工作，

具体包含以下三个关键方法。

4.2.1 项目进度计划以及施工组织设计
项目的施工准备阶段可通过制定详细的进度计划和施

工组织设计的辅助进度管理工作的推行，对复杂的工程项目

进行全面的拆解、工作分解结构（WBS）、活动排序、时

间估算以及资源需求分析等。通过构建合理的时间表和里程

碑，确保工程项目在实施过程中能够按部就班地进行各项施

工工作，确保各个工序之间的系统性和次序性更加合理。

4.2.2 保障工程资源的稳定供应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工程资源的供应和分配直接关系

到进度的达成，包括人力、物力、财力等多个方面。项目实

施过程中需要实时监控资源的消耗和库存，确保及时补充和

调整。同时，通过优化资源配置，避免资源浪费和短缺，保

持项目进度与资源供应的同步。结合各个工程资源的采购周

期和运输周期进行资源的提前统筹，确保现场工作面和条件

充分，避免出现材料短缺、工人窝工等因资源分配不合理所

造成的进度管理问题。

4.2.3 利用现代技术手段进行动态监控与调整
随着科技的发展，现代工程项目越来越多地采用信息

化管理手段，如使用项目管理软件、BIM 技术等，实现项

目进度的实时监控和动态调整。相比传统方式而言，通过信

息化工具进行进度管理工作，其是可量化且数据精准的，能

够为其他管理动作提供充足的参考依据。例如，通过建筑信

息模型所得出的进度数据，其精准化程度极高，在实际应用

过程中就可按照此模型数据的指引，判断当下工程项目的实

际应用状态，避免进度管理工作形成风险。

5 结语

论文围绕工程项目管理过程中的核心指标，对质量管

理、安全管理和进度管理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通过系

统阐述这些管理指标在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重要性，论文

也为优化这些管理指标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策略和建议，旨

在为实践中的工程项目管理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工程

项目管理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作，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

和创新。通过不断优化项目管理指标和提升管理水平，可以

为工程项目的顺利实施和高效完成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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