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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管理创新及绿色施工管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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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我国的建筑行业也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是随着建筑行业的快速发展，建筑工程的管理问题

也日益突出起来。如何加强建筑工程的现场施工管理、提高施工效率、降低工程成本是当前我国建筑企业面临的重大挑战之

一。本文从工程项目管理的角度出发，结合目前我国建设工程项目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讨论，在绿色环保方面

的工作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与措施以供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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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society, China's construction industry has also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However,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the management issues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How to strengthen on-sit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improve construction efficiency, and reduce 

project costs is one of the major challenges faced by Chinese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This article analyzes and discuss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gineering project management. It summarizes the 

work in gree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and measures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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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城市规模迅速扩大，人口不

断增加，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以及环保意识增强，建筑行

业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传统的土木结构到现代的高

层建筑、超高层建筑；从简单的房屋建设到复杂的地基处理

等；从单一的结构施工到综合的配套服务等等。这些都对建

筑工程的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提高建筑工程的质量

和效率是当前建筑业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在新的形势下

对建设工程的管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探索并提出了相应的

措施来保证建设工程的顺利进行。

1  工程管理创新及绿色施工管理现状

1.1  建筑工程管理创新

从项目层面看，我国建筑行业在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

不断加强工程项目的标准化建设，通过制定相关技术标准，

提高设计水平，规范施工流程，提升施工质量，实现精细化

管理和科学化控制。同时，积极推行BIM技术的运用，促进

工程建设全过程的优化和改进，从而推动整个行业的良性发

展。从企业层面看，近年来，随着我国建筑市场逐步向高质

量方向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注重对自身核心竞争力的

培养[1]。一方面，部分大型国有企业，凭借着自身的资金优

势，加大对科研的投入力度，以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另

一方面，一些中小企业，则依靠其灵活的管理机制，积极探

索新的管理模式，为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动力。从个人

层面看，当前，我国的建筑工人队伍呈现出年轻化的特点。

为了适应新时期发展的要求，很多建筑工人在工作中不断学

习，更新知识结构，提高自身素质，逐渐成为各个岗位上的

骨干力量。同时，由于社会竞争日益激烈，许多年轻人也纷

纷加入到建筑行业，使得整个行业的人才储备更加充足。网

络信息的传播速度也越来越快，这也进一步提高了人们对网

络信息的依赖程度，进而促使了建筑业人才需求的变化。

1.2  绿色施工管理现状

现阶段，我国绿色建筑的总体发展情况良好，但是，仍

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具体表现为，部分地区在推进绿色建筑

方面缺乏统一规划；各地政府在政策落实上还存在一定的困

难，导致当地绿色建筑的实施效果并不显著；部分地区的开

发商盲目追求经济利益，未充分考虑当地气候条件，导致开

发建设的住宅小区不符合当地的生态环保要求；另外，由于



Engineering 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 工程技术与发展 (6)2023,5
ISSN:2661-3506 (Online) 2661-3492(Print)

26

缺少相应的监管体系，导致有些房地产商为了获取更多的利

润，违规进行房屋销售，严重影响了居民的生活环境，不利

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2014-

2020年)》的相关规定：城镇新建住宅要达到50%以上达到节

能标准，既有住宅要按照节能50%的标准改造[2]。因此，未来

几年，全国范围内将会出现大量符合要求的低碳型住房。然

而，目前，我国的绿色建筑施工技术仍然较为薄弱，大多数

房屋的建造方式仍然停留在传统的砖混结构或框架结构，且

大多采用落后的材料，无法保证房屋的安全性能。

2  建筑工程管理创新的必然性

2.1  创新是施工管理发展的必然趋势

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施工管理的创新提供了技术支撑。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新的工艺和材料层出不穷，给建

筑业的施工带来了许多新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以科

学的态度对待施工，用科学的理论指导工程实践，使工程施

工达到优质、高效、低耗的目的。因此，建筑工程的管理者

要积极采用新工艺和新材料，不断探索和创新，提高生产水

平。为了保证工程质量，满足人们的需要，越来越多的企业

开始重视加强自身的技术力量，加大科研力度，引进先进技

术和设备，并运用到工程建设中，不断提高企业的整体实

力 [3]。同时，由于业主方在建设过程中拥有更多的主动权，

他们可以按照自己意愿进行选择，这就使得其更倾向于选择

那些能够满足自己要求的承包商。所以，要想获得业主方的

认可，就必须不断地完善自身的素质，努力提高自己的技术

水平，只有这样，才能赢得市场的青睐，从而获得更多的发

展机会。

2.2  建筑工程施工管理创新的意义

增强企业竞争能力，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现代企业的

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而人才的成长，离不开良好

的环境。因此，作为企业管理者，应该把培养人才放在重要

地位，通过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激发员工的内在活力，促

进员工成长。此外，管理者还要注意营造和谐的企业内部环

境，建立公平合理的工作制度，形成有利于职工发挥聪明才

智的良好氛围，使全体员工共同进步。总之，只有充分调动

广大员工的积极性，才能真正实现公司的长远发展。提高工

作效率，降低工程造价。对于任何一项工程来说，工期和质

量都是至关重要的。因此，为了确保工程的顺利完成，管理

者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工作效率，缩短建设周期，减少

成本。提升项目品质，增加盈利空间。一个项目的成功与否

取决于很多因素，其中，项目品质是最关键的一个。如果项

目管理不当，就会导致项目出现质量问题。一旦出现问题，

就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严重时还会影响公司信誉。保障

安全，避免事故发生。安全是每个工程项目都必须考虑的重

要问题。如果安全生产工作没有做好，不仅会直接威胁到人

们的生命财产安全，而且还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节约资

源，保护生态环境。加强项目策划，提升建设品质。在工程

项目建设过程中，通过加强项目策划，可以充分挖掘项目的

资源优势，发挥自身特色，打造具有鲜明个性的精品工程。

完善制度体系，规范现场管理。完善的规章制度，不仅能够

有效规范现场生产秩序，还可以促进员工行为习惯养成。注

重科技创新，推动转型发展。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4]。深

化精细化管理，提升整体效益。精细化管理是全面提高工程

质量和效益的有效途径，只有坚持科学化、规范化、标准化

管理和持续改进，才能实现建设工程高质量发展。优化组织

模式，激发内生动力。优化组织结构，合理配置资源，有利

于激发企业的内在活力，从而为工程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组织

保障。实施文化引领，凝聚精神力量。文化是一个企业生存

和发展的灵魂。培育人才队伍，夯实发展基础。人才是企业

发展的第一资源和核心资本。培养一支素质高，能力强的职

工队伍，对于企业长远的发展至关重要。

3  建筑工程管理创新及绿色施工管理

3.1  建筑工程管理创新

一是施工组织模式创新。在传统流水作业的施工方式

下，各工序之间缺乏有效联系，导致工程进度缓慢。为提高

工程效率，减少资源消耗，应采用以项目部为核心的管理模

式。由项目经理负责工程项目总体目标，建立高效的项目管

理体系。二是技术方案制定创新。例如，在基础开挖前，应

提前了解地下管线分布情况，对基坑边坡进行支护，防止土

体坍塌；在主体结构浇筑前，应对现场环境进行考察，对建

筑垃圾进行清理，保证场地的清洁卫生。三是材料供应方式

创新。通过优化采购程序，缩短采购周期，降低材料价格。

此外，还应加大绿色建材的使用力度，实现“零污染”、

“零排放”，促进建筑节能。四是安全质量监管体系创新。

针对不同阶段的安全质量要求，建立科学合理的监督体系。

应强化过程监督，重点检查隐蔽工程，严防安全事故发生；

同时还要加强巡查，及时发现隐患，督促施工单位整改，

保障工程顺利完成。五是信息化管理平台应用。利用BIM技

术，将设计图纸转化为三维模型，直观展示建筑物整体效

果。在此基础上，可结合实际需求，开发相关功能，如虚拟

现实、视频监控等，实现精细化管理。六是成本控制方法创

新。由于目前人工费持续上涨，因此，企业必须采取有效措

施，提升内部管理水平。一方面，可通过增加班组长及工人

的工资收入来提升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另一方面，企业可以

采取多种形式，鼓励员工积极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技能水

平，从而降低人力成本。七是环保设施应用。对于一些大型

建设项目，应在建设初期，就规划好环保设施，并在后期使

用中不断完善。

3.2  绿色施工管理措施

一是建立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在工程开工前，应编制

质量计划，制定技术标准，明确质量目标，并做好各项准备

工作。在施工过程中，应加强现场质量管理，对关键工序和

隐蔽工程进行旁站监理，及时纠正偏差。同时，要严格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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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责任制，强化过程控制，确保工程质量符合设计要求。

二是合理组织流水作业，减少交叉污染。为防止不同工种的

工人之间产生相互污染，影响建筑成品质量，各工种之间必

须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因此，在安排施工进度时，应充分

考虑到各工种之间的衔接，避免出现互相干扰现象。加强材

料进场检验，严把材料关。建筑工程中，由于混凝土、砂石

料等主要原材料价格较高，因此，施工单位在选择原材料供

应商时要十分慎重，选择有资质的正规企业，并对其生产能

力和信誉程度进行考察。此外，还应对其产品及出厂资料等

进行严格的检查，确保所购材料符合规范要求。对于不符合

要求的，坚决禁止使用。四是积极推广预拌混凝土。预拌混

凝土是指由商品混凝土生产企业按照一定比例，将各种原料

按一定配合比，经搅拌后制成的用于建设工程中的混合浆

体。目前，我国预拌混凝土占整个建筑工程用量的比重不到

10%。随着国家相关政策的出台，以及人们环保意识的不断

增强，预拌混凝土的应用范围将逐渐扩大，应用量也会随之

增加，从而有利于实现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推动绿色建筑

的快速发展。

结束语：绿色施工是建筑工程管理的必然趋势，也是建

筑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人

民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居住环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绿色环保、节能高效的建筑产品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和目标

消费人群的共识。因此，“绿色施工”在建筑业中有着重要

的意义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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