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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PDCA循环法的建设工程计划履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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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将PDCA循环法理论体系应用于建设工程项目计划履约管理中，形成建设工程项目计划履约管理理论体系；通

过分析计划编制、计划执行、计划检查、计划纠偏四个环节项目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对应的解决措施；使项目计划

履约管理达到呈螺旋式上升良性循环的目的，进而实现项目总体工期目标满足业主要求，从而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实现品

质履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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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pplies the PDCA cycle method theory system to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plan performance management, 

forming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plan performance management theory system. By analyzing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four links 

of project management: plan preparation, plan implementation, plan inspection and plan correction, the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are 

proposed. Make the project plan performance management achieve the purpose of a spiral upward virtuous circle, so as to achieve 

the overall project duration goal to meet the owner’s requirements, thereby improving the economic benefits of the enterprise and 

achieving quality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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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设工程计划履约管理现状

目前国内部分总承包单位对计划管理的认识还留在“管

理项目”的层次上，计划管理的深度和广度远不足，计划管

理的体系还未完善，在项目与公司两个层面难以有效运营，

从而难以做到项目管理。

计划管控首要环节是编制合理科学的进度计划，目前

项目计划编制质量普遍不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

是计划编制随意性较大。未结合资源投入、功效及影响计划

的相关因素进行编制，导致计划与现场脱节较大。二是计划

编制逻辑性不强。周计划及月计划的编制仅根据现场实际情

况编制，未结合年度计划及总控计划，导致总控计划流于形

式，总体进度不可控。三是计划编制一体性不够。重土建，

轻视专业计划的现象较为严重，各专业穿插计划体现性不

强，导致工作面移交滞后，分包插入较晚，非关键线路变关

键线路。

2  PDCA 循环法理论的基本解释

PDCA循环法最早由美国统计学家戴明（W.Edwards Deming）

提出，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制定计划（Plan）；第二

阶段是实施（Do）；第三阶段是检查（Check）；第四阶段

是纠偏处理（Action）。PDCA循环是标准化运转、大环套小

环、周而复始、以螺旋上升式提高的系统，由提高每一过程

质量到提高总体质量的循环反复，是企业或者项目力求“打

破现状，实现管理突破”螺旋式上升的过程。

建筑工程施工计划管理是项目管理最为关键的环节，是

项目实施的基础，目的是保证项目能在满足工期条件的前提

下实现总体的建设目标。但是，在建筑工程实施过程中，受

各种因素影响，导致实际进度与计划存在偏差，通过分析滞

后原因，制定纠偏措施，这个过程实质就是一种不断计划、

执行、检查和纠偏调整的PDCA循环过程，从而可将PDCA循

环法的基本理论应用于建设工程项目计划履约管理中。

3  基于 PDCA 循环法的建设工程计划履约管理理论体系

管理的实质是制度之下人的管理。建设项目计划的整体

实施需要完善的组织体系保障。各级机关和项目层面需配置

计划管理人员，负责计划管理体系建立、制度完善、考核评

价，确保项目建设实现完美履约。

在项目管理中，首先应建立、完善公司及项目计划管

理运营体系。分公司成立计划节点点评小组，成立计划节点

管控小组，对项目计划节点进行协调和纠偏。公司工程部需



Engineering 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 工程技术与发展 (24)2022,4
ISSN:2661-3506 (Online) 2661-3492(Print)

168

设置专职计划主管，负责所属区域项目计划节点的审批及纠

偏工作；项目成立节点纠偏小组，对项目各级节点计划进行

编制，项目设置计划管理员，而项目经理是计划管理的第一

责任人。其次，通过进度计划节点分级考核、量化评分，通

过考核数字化，推动综合计划管理能力提升。最后，在项目

实施过程中，严格按照PDCA循环法理论进行项目计划履约

管理，从而提高项目计划管控质量。而项目计划管理是根

本，计划编制、计划执行、计划检查、计划纠偏是不可或缺

的环节。

3.1  计划的编制（Plan阶段）

计划编制的总体原则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项目进度计

划节点主要从时间维度分三级编制，应涵盖土建及项目其它

专业，涵盖从基础施工、结构施工、装修施工等的全过程。

二是各级进度计划节点编制过程中，应满足合同节点及相关

里程碑节点要求，同时应考虑相应的资源配置能力，同步编

制资源配置计划。三是一级节点需涵盖所有的合同节点、重

要的形象控制节点、关键工序穿插节点，能反映全过程、全

专业的总控计划。四是一级节点需设置颗粒度，一般项目每

月设置1个一级控制性节点；小型项目每两个月设置1个控制

性节点；特大型项目可按片区每月设置1个控制节点。二级

节点计划是在一级节点计划基础上的细化，包括所有的一

级节点、工序穿插节点、辅助管理节点等，二级节点计划

颗粒度设置，项目可按每个区段按专业每月设置1-2个控制

节点。

计划的编制中工序的插入节点最为关键。以住宅项目

为例，可分为地下室、地上室内、屋面及外立面、室外工程

四个工序穿插模型，需对没道工序插入的前置后置条件、施

工条件（合约、技术、资源）进行梳理。此外，资源配置计

划、招采进度及进场时间、设计图纸及各专业深化图的出图

速度是项目进度管理的核心，也是确保工期的前提条件，需

以工期计划为主线，进行资源配置及招采进度的统筹安排，

确保各专业和各工序间及时搭接，且资源配置计划需通过周

密测算，确保资源的均衡投入，避免窝工、增加成本。最

后，计划编制时，还需考虑不同的施工工艺、技术选型、复

杂结构等因素对项目施工速度的影响，以免考虑不周，影响

编制计划的针对性。比如，不同的地砖用材、拼花形式对施

工速度的影响；不同的塔吊附着形式（外附、外爬、内爬）

对施工速度的影响。

合同节点作为工程履约的评价标准，业主为保证项目

按节点如期完成，在签订合同时会人为压缩部分节点的完成

时间，因此，合同节点可分为可调节点与不可调节点。对于

不可调合同节点，可提前进场施工，与业主协商给予相应的

成本补偿；对于可调合同节点，可与业主协商，签订补充协

议，延长部分节点的完成时间。对于不可抗力因素（地质灾

害、疫情、地震、天气等）引起的工期影响，可根据合同条

款向业主办理工期签证，延长工期。

3.2  计划的实施（DO阶段）

好的计划只是项目成功的一半，另一半是控制。目前项

目计划控制与监督责权不清晰，不能有效动态监控项目计划

管理实施，主要表现为：一是项目对计划的控制与监督手段

单一，单纯的认为计划管控责任在于项目经理及劳务层面，

未全员参与计划管理，未建立有效的管理体系。二是计划实

施缺少预警，计划滞后未及时预警，导致工期滞后不断累

计。三是计划反馈及时性不够。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工期滞后

分析不能真实反应项目的偏差情况，导致机关对项目计划的

管控缺少参照。

对于计划的落实，一是项目部要建立现场进度检查制

度，包括月检、周检、日检，所有检查记录应有受检方的签

字确认。并根据月检、周检情况，形成项目进度完成情况对

比分析。二是组织各工长、各专业分包对现场进度进行日

检，对现场各工区或作业面的施工生产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三是项目部建立生产例会制度，向各专业分包通报工程进展

情况，安排工作计划、协调各方工作，形成会议成果，并督

促问题整改保留有效记录，保证按会议决议执行。

3.3  计划的检查与复核（Check阶段）

该阶段是检查计划的执行情况，是否满足预期目标，通

过定期收集相关数据，计划管理员复查计划实际执行情况、

定期召开进度分析会，寻找偏差原因。存在偏差的主要原因

可以分为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客观原因：资金影响、图

纸不到位、天气因素、变更设计、不可抗力及不可遇见因素

等；主观原因：主要为施工组织不当、计划及资源安排不合

理、安全质量事故影响、其它人为因素等。

计划偏差的过程管控：对于场地移交、开发计划调整、

资金问题、图纸不到位、天气因素、设计变更、不可抗力、

其它不可预见因素引起的工期滞后问题，在施工管理过程

中，应及时向业主发函，进行工期及商务索赔，并形成工期

签证台账。当发生工期延误，工期滞后时，首先应当分析

是否对关键线路造成影响、是否影响一二级节点、造成成

本增加。

关键线路法为项目整体建造部署提供了重要帮助。在项

目管理中，正确识别关键线路，并对各关键工作，优先安排

资源，采取相应措施，尽量压缩需要时间。而对于非关键路

径的各项工作，只要在不影响工程完工时间的条件下，抽出

适当的人材机等资源，用在非关键线路上，以达到缩短工程

工期的目的。

3.4  计划的纠偏（Action阶段）

“计划没有变化快，计划赶不上变化”，计划和变化是

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得矛盾统一体，没有计划，变化从何谈

起，有变化恰恰证实了计划的重要性。而项目计划本身受内

外部影响因素较多，项目计划纠偏执行普遍不到位，主要表

现在：一是计划影响因素识别不清楚，盲目归集为业主原

因、天气因素、分包单位等，忽视自身管理导致偏差。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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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纠偏时效性不强，出现滞后未及时进行风险识别，累积

滞后严重未积极办理工期签证、制定措施纠偏，调整计划，

导致计划缺乏指导性。三是往往是业主投诉后，组织盲目抢

工、盲目调整，带来成本超支，品质不达标等后果。

计划的纠偏措施：一是当进度计划的关键线路出现偏差

时，项目部要及时分析原因制定纠偏措施，及时与上级单位

联动，做好各项资源的调派，确保纠偏措施的严格落实。二

是针对每一级节点的工期延误，分析延误原因，进行合同工

期风险分析和商务分析，并按照预警级别采取相应的措施，

并严格实施以满足履约要求。三是因自身资源组织、施工部

署等原因影响，已明显无法完成的原计划，需重新调整工期

计划的，必须经过分公司审批同意后予以认可后公司与项目

联动实施。

4  结论

建设项目施工计划管理对保证计划目标的实现有着重

要的现实意义，以总控计划为准绳，检查一二级节点的执行

情况及时发现进度滞后偏差，调整计划，采取必要的措施实

现计划的有效运转，而关键线路法为项目进度管控明确的方

向，为项目识别潜在的延迟风险提供及其重要的依据。通

过建立PDCA循环体系，从计划的编制、计划的实施、计划

的检查、计划的纠偏几个环节的不断循环，从而实现计划目

标，使计划管理呈现螺旋式上升，进而实现总体工期目标，

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实现品质履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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