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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经济的逐渐发展使得交通运输系统逐渐完善，运输道路

建设密度逐渐提升，设施管理系统更加健全。一般来讲，交

通运输系统主要包括航空运输系统、内河运输系统、铁路运

输系统、公路运输系统、海上运输系统这 5 类。但是随着城

市化水平的不断推进，城市人口逐渐增加，带来的交通问题

也逐渐多元，只有做好运输工程规划工作，提升土木工程组

织管理和施工管理，才能促进交通运输业的长效发展。

2 交通运输工程发展现状

交通运输工程主要研究的是运输对象、组织管理系统、

载运工具、交通网络、布局修建等，保证交通路网的有序

性，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便利的出行条件。当前交通

运输工程发展现状总体呈现向好趋势，满足了大部分人的

出现需求和物流运输与管理需求，运输总量越来越多，运

输速度越来越快，创造出了越来越多多的经济效益与社会

价值。但是也应该注意到部分交通运输工程中仍然存在一

定的现实性问题，如成本控制问题、工程规划和设计方案

不科学的问题、建设路线难以实现最优化问题、交通建设

环境复杂问题等，考验着施工单位的建造能力。因此，笔

者认为施工项目法人应该做好统筹规划，立足于项目管理

实践，杜绝流程监管不力现象，提升权责利益的一致性和

衔接性，从而提升土木工程施工质量，做好全面的质量把

控，提升施工建设与管理。

【作者简介】王凤君（1987-），男，中国河北内丘人，本科，

中级工程师，从事城市路网建设及农村公路发展规划研究。

Discussion on the Planning of Transportation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of Traffic Civil Engineering
Fengjun Wang
Neiqiu County Transportation Bureau, Xingtai, Hebei, 054200, China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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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民经济的不断提升直接拉动了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升级了货物运输方式，但是也应该注意到交通运输需求对道路运输工
程的挑战。因此结合交通运输特点做好工程规划与建设，根据工程建设标准做好质量把控，就显得尤为重要。基于此，笔者
展开以下分析，从当前交通运输工程的发展现状入手，探究交通土木工程施工和管理策略，为广大从业人员提供参考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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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交通运输工程规划与土木工程管理的实施

要点

3.1 梳理项目规划内容，协调各环节工作

在交通运输工程项目中，合理确定管理内容是项目施工

工作的重点之一 [1]。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下，要想确保工作的

全面有序开展，必须合理构建科学的成本控制体系，对原材

料进行管理和控制，合理安排工期，节约场地成本，从这一

层面来讲，提升各个环节和各个部门之间的配合度就显得尤

为重要。各个部门之间必须保证步调一致，执行部门与设计

人员、管理部门做好统一调度安排，尤其是不同类型的硬件

设施管理、建筑原材料的质量管理等，这些都是项目规划的

主要内容。最后，施工单位在必要时应该设置一个单独的成

本核算部门，科学分配监督资金，以月（周）为单位，进行

定期的成本核算，从而提升成本管理效率，确保施工工作可

以有效展开。在施工环节中，如果存在操作问题、技术问题

和操作问题必须及时提出整改意见并严格落实，协调各部门、

各单位之间的关系，确保可以如期完成施工任务，提升施工

质量。

3.2 引入管理新方法，创新工程设计技术

在工程规划与工程管理过程中，必须引入新型技术，创

新融合新方法，辅助工程设计 [2]。积极推广并应用 BIM 技术，

强化事前质量控制，减少质量问题，加大安全风险防范意识，

尤其在施工过程中，必须做好“全过程监管”，将动态化、

全流程风险防范体系应用到每一和施工和管理环节，从而提

升管理效率。利用 PDCA 循环法，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指标，

并设置专门人员负责，及时发现潜在的问题，根据土木工程

的建造要求提出管理优化措施，积极探索工程信息查询服务

建设技术的要点，形成闭环管理，创造管理效益，从而实现

工程进度管控和质量管控的 BIM 化。基于一数一源的建设思

路，整合数据模型，技术人员核查与分析图纸设计的科学性

和规范性，采用科学的方式对施工加以控制，如果发现图纸

存疑或者重复计量，系统将自动作出提示，利用模型直观观察，

有效强化项目事前控制，可以实现工程量梳理、工程效益控

制的最优化，减少后续施工变更频次，避免漏算与错算情况

发生。例如，在桥梁工程中，可以将 GIS 技术与 BIM 技术相

结合，协助解决桥梁设计问题和建筑施工问题，优化施工组

织策划，把控工程总量的质量。

3.3 完善各项监督机制，健全管理规章制度

除了从设计层面和技术层面进行项目工程的规划与管

理，笔者认为监督机制的创建与完善也是施工项目的重点。

必须做好项目规划大纲的编制和规划，在合同进行签订时，

应该做好监督管理规定，健全合同管理体制机制 [3]。主要包

括验收合同、采购合同、劳务合同等，提升项目管理中相关

从业人员的法律意识和经验，强化落实项目经理责任制，确

立分管机制，明确各个单位的监督机制，确保管理工作从严、

从细，做到赏罚分明。除此之外，要对施工现场和施工材料

进行监管，将“6S”管理法应用到日常巡查和管理中，有效

控制施工材料的引入和使用，采购人员应该按照前期规划和合

同要求，确定材料引进的种类、数量、设备型号等参数，确保

后续工作的有效开展，降低返工发生率，保证施工质量可以达

到预期标准，不会对施工进度造成不良影响，落实人员责任制

度，实现土木工程项目施工的规范化，确保全面有序开展。

4 具体案例分析

为了探究交通运输工程规划和土木工程管理的具体实施

策略，笔者以中国南宁市轨道交通 1 号线为例，探究其在组

织目标、组织规划、工程管理内容和管理程序方面的具体实践。

具体情况如下。

4.1 工程概况

中国南宁市城市轨道交通呈现“网格放射线”形态，全

长 252km，以“三横两纵”的线网布局为主要建设目的。施

工工艺复杂，自身投资大，风险因素难以控制，因此如何必

须做好施工前期的项目规划，确定组织结构，做好目标管理，

全流程、动态化地进行道路交通施工项目的实施和管理。

4.2 具体对策

4.2.1 做好组织规划，全面分析风险性因素

该项目的风险性因素主要包括工程自身风险、周边环境

风险、地质灾害风险、技术风险和人为操作风险等。因此，

在实际施工中应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必要的数据收集和分

析，之后进行工程可行性分析，总结当前交通设施现状，做

好项目前、中、后期的系统规划工作，科学分析现存问题，

优化施工细节和内容，从而提升管理方案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4.2.2 健全安全风险管理体系，分阶段进行施工管理

①在可行性研究阶段，进行相关风险评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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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在设计阶段和勘察阶段，进行交通施工项目的总体设

计、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如施工现场周边调查、成果文件

审查、工程专项设计、评估分析、报告验收、分级核查等。

③在具体施工阶段，应该做好环境调查、设计交底、施

工风险动态监控、风险识别与审查、安全风险信息化管理、

工程档案管理、应急管理、工程监测、风险巡视、视频监控

管理等。

④分对象、分层级管理，完善可研方案，加强建设单位、

监理单位、施工单位、设计单位之间的关系，编制相关专题

报告，最终实现施工规划和管理的规范性、科学性。

5 结语

综上所述，当前交通运输工程发展现状总体呈现向好趋

势，但是也应该注意到施工建设中存在一些问题，因此笔者

认为应该梳理项目规划内容，协调各环节工作，引入管理新

方法，创新工程设计技术，完善各项监督机制，健全管理规

章制度，优化施工细节和内容，健全安全风险管理体系，分

阶段进行施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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