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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沟通概念的理解，结合施工过程，对沟通管理做了浅

薄分析、应用，最后说明了沟通管理的两个基本原则和沟通管理所追

求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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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作战时常有“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说法，可见人

和在作战时是起决定作用的。而人和，就是人心所向，团结一致。在

施工过程中，就是沟通管理，沟通技术应用的好坏，直接决定施工活

动能否顺利有序的进行。 

1、沟通管理概念 

保证信息能够被及时、适当地生成、收集、分发、储存和最终处

理所需要的过程就是沟通管理。实质就是人际之间传递和理解信息的

过程，其目的是协调内外部关系，互通信息，排除误解、障碍，解决

矛盾，保证管理目标的实现。 

2、沟通管理技术内容 

沟通管理具有复杂和系统的特征，沟通管理技术具有多变性、抽

象性。沟通方式包括：①正式沟通和非正式沟通。正式沟通是通过明



文规定的渠道进行信息传递和交流的方式，如汇报制度、例会制度、

报告制度及相关方文件来往，其沟通效果好，但效率低。非正式沟通

是在正式沟通外进行的信息传递和交流，如人际间的私下交谈、小道

消息等，其沟通方便、速度快，但准确性差。②上行沟通、下行沟通

和平行沟通。上行沟通是指下级的意见向上级反映，有层层传递和越

级反映两种形式。下行沟通是指领导者对员工进行的自上而下的信息

沟通。平行沟通是指组织中各平行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③单向沟通

与双向沟通。单向沟通是指一方只是发送信息，另一方只是接收信息，

信息是单向传递的，其特点是传递速度快、准确性差。双向沟通是指

发送者和接收者两者之间的位置不断交换，且发送者是以协商和讨论

的姿态面对接收者，信息发出以后还需及时听取反馈意见，必要时双

方可进行多次重复商谈，直到双方共同明确和满意为止，其特点是沟

通信息准确性高、利于意见反馈、沟通双方有平等感。④书面沟通和口

头沟通。书面沟通是指以书面的形式进行信息传递和交流。口头沟通

是指用口头表达进行信息传递和交流，其特点是灵活、速度快、较准

确，双方可以自由地交换意见。⑤语言沟通和体语沟通。语言沟通是

借助于语言、文字、图画、表格等形式进行的沟通。体语沟通是借助

于动作、表情姿态等非语言方式进行的沟通。 

3、沟通管理在施工中的应用 

施工活动是决定项目建设成败的重要环节，其主要内容包括：项

目启动，任命项目经理，组建项目部，编制项目计划；实施采购、施



工、调试运行管理；进行项目进度、成本、质量、安全、职业健康和

环境保护、人力资源、风险、沟通与信息、材料、资金、合同、现场

的管理及项目收尾竣工验收等。在这样庞大的体系中，熟练掌握项目

沟通管理技术，将项目建设有关的所有信息，特别是需要在所有相关

方之间共享的核心信息进行有效沟通，是整个施工活动成功的关键。 

3.1、施工中材料设备采购阶段的沟通管理 

在项目施工过程中，采购部门收到材料计划时，首先应与技术质量及

生产部门沟通。生产技术部门负责采购文件的编制、技术指标评审和

技术谈判、供货商图纸资料的审查和确认等工作。但是，往往会因沟

通工作不到位，导致矛盾的存在，比如采购回来的材料或设备型号、

技术参数不符合要求等，这就需要项目经理在此问题沟通上多下功夫，

确保采购合同的顺利签订。另外，采购部门要主动地和供应商多沟通，

一定要在思想认识上消除市场经济中的“上帝”地位，了解掌握更多

的市场信息，避免一味采取压价手段，来迎合领导意愿，导致采购到

劣质或淘汰产品。只有在市场经济杠杆的调节下，和供应商充分沟通，

采购工作才能实现预期的目标。 

3.2、施工执行阶段的沟通管理 

施工阶段是项目管理的关键和重要环节，是将项目的规划蓝图变成现

实的主要阶段。项目经理负责对施工进度，施工质量和施工成本以及

施工安全进行全面监控，其主要任务是对于人力、机具、材料等各种

资源的协调，解决工期、质量、安全、环保、成本各要素之间的矛盾，



除此之外还要与业主、监理、分包、建设主管部门等进行广泛的沟通，

保持各要素的信息畅通。项目经理不经常沟通，不掌握足够的确切信

息，它将无法对现场工程的进度、资源进行有序合理的安排，要么会

导致现场停窝工现象频繁发生，要么会使现场的返工现象长期存在。

此阶段既要有像例会制度和报告制度那样的正式沟通，也要有谈心、

拉家常般的非正式沟通，或情感沟通；既有下达生产任务那样的单向

沟通，也有协商形式的双向沟通；既有同建设主管部门的上行沟通，

又有同业主、监理的平行沟通，还有同分包商的下行沟通。总之，项

目管理的沟通技术在此阶段应用的十分广泛，只有有效进行沟通，项

目工期、质量、安全、成本等目标的实现才有保证。 

3.3、施工任务完成后调试运行阶段的沟通管理 

试运行阶段是项目部按合同约定的范围与目标向业主提供试运行过

程的指导和服务。通常项目试运行以业主为领导，组建统一指挥体系，

明确各相关方的责任和义务。因此，业主方是试运行阶段沟通与协调

的主要对象，项目部在自己的责任范围内配合业主对人力、机具、物

资，以及设备操作手册、维修手册、安全手册等文件予以充分准备；

特别是业主委托事项及存在问题，更应加倍重视。其次，项目经理根

据试运行计划的安排，同分包单位进行广泛地沟通，以便充分注意辅

助配套设施试运行的协调，合理安排试运行程序和周期，确保调试运

行目标的实现。 

4、结论 



沟通管理技术虽说复杂抽象，沟通方式和沟通工具各式各样，但在施

工过程中，管理人员一定要抓住沟通对象的核心问题，坚持“尽早沟

通”和“主动沟通”两个基本原则。  

总之，作为项目管理者，我们要熟练掌握项目沟通管理技术，善于应

用沟通技巧，使项目沟通管理由“沟而不通”向“不沟而通”管理层

次和境界发展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