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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建筑行业的快速发展，我国建筑工程建设工作已经进入到了新的阶段。一方面，在已经构建完成的建筑项目产品生产建设的产

业链条上，研发并成功应用了建筑项目管理方案；另一方面，通过对总体经济体系建设引领框架的深入学习与研究，逐渐形成了以经济或

资本为主导的效益化运营管理思路。因此，有必要从建筑工程建设效用生产效率提升的角度，分析建筑项目管理的应用效用。本文以加强

建筑项目管理提升建筑工程建设效益作为研究题目，概述了项目管理的内涵；分析了建筑项目管理应用的必要性；提出了几点有利于扩增

建筑工程建设效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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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时期的建筑工程建设过程中，大部分建筑企业将重点集

中于物质效用生产效率的提升方面，通常采用的方法集中在加快施

工进度与提升施工管理效率等方面。进入总体经济体系建设的新时

期，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在宏观调控的角度，建筑行

业的发展需要与总体经济的发展相适应，并于“基建能力”的基础

上，运用建筑项目管理方案，扩增建筑工程建设在生态效益、经济

效益、社会效益等方面的效用。因此，在新时期有必要通过加强建

筑项目管理提升建筑工程建设方面的效用生产效率。下面以此为出

发点对主题展开具体论述。 

1、建筑项目管理内涵 
建筑项目管理方案的设计与应用，一方面包括了具有中国制度

优势的特征，即在实际的项目管理应用中强化了项目施工进度计划

的管理、施工进度计划方案编制的管理、现场实际施工进度情况的

管理，并且按时间间隔，形成了以日、周、月、季度、年度为精准

划分的项目实际生产建设“管理表”。另一方面，项目管理方案的

应用，既包括整体上的系统性应用，即以现行建筑项目产品生产建

设产业链中的生产要素为管理对象，实施针对设计环节、材料与设

备环节、施工建设环节、市场营销环节、运营管理环节的体系化管

理方案；同时，也增加了针对工程造价、安全管理、建筑生态等方

面的专项管理。归纳起来讲，现阶段我国建筑行业采用的项目管理

方案，既体现了中国特色，也显示了管理中对于“项目的大体系管

理”与对于“生产要素的小体系管理”并行的一体化管理模式。 

2、建筑项目管理应用的必要性 
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到了总体经济发展时期，一方

面，要求我国建筑行业在国际市场中逐渐增强建筑工程建设在激烈

竞争环境中的比较优势，也就是以已经输出到全球市场的“基建能

力”为基础，进一步延伸发展出具有争夺建筑项目产品生产制造的

标准制定权的生产管理方案。另一方面，建筑工程的发展，在经历

了规模化发展与高速化发展之后，已经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新

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而发生了市场需求方面的变化，比如，

品质化需求已经成为建筑工程建设的首要考虑因素；再如，社会发

展情况的变化，要求建筑工程与城市规划体系相适应，进而为后续

的智慧城市的建设提供必要的形态等。因此，与传统时期以建筑工

程物质生产效用提升的建设目标定位不同，新时期的建筑工程建设

效益，需要扩增到生态、经济、社会各个层面，使建筑工程本身的

建设，成为高层次的效用生产效率提升的必要生成方式。另外，当

前研发的项目管理方案已经在国内市场与东南亚市场中获得了肯

定与经验实证，所以，在新时期通过加强建筑项目管理提升建筑工

程建设效益，已经成为了大势所趋与必要选择。 

3、建筑项目管理提升建筑工程建设效益措施 
3.1 细致分析项目管理方案，做好体系化应用 

首先，项目管理方案的应用集中于两方面，一是针对建筑工程

建设产业链，进行生产要素管理。在该方面的应用，要求应用项目

管理方案时，按照生产要素清单，对应匹配与其全面考评关联的各

项管理指标，建立起“生产要素——管理指标”之间的一一对应关

系。同时，以此为前提，编制针对总项目、分项目、子项目、生产

要素的体系化项目管理方案。 

二是针对建筑工程建设中的安全管理、造价管理、建筑生态实

施专项应用。具体而言，一方面，要求管理者以“资本”作为中心，

针对建筑工程建设产业链上的各项生产要素，应用造价管理方案，

操作中要求按照项目立项、项目设计、项目建设三个高层管理视角

进行有效应用。另一方面，要求在体系化管理已经保障质量控制的

条件下，充分将安全管理中的“安全理念”贯彻到每一项生产环节

之中，并通过现场管理的方式将其付诸实践。另外，要求采用绿色

管理系统，运用项目管理中的“专项小体系管理”的基本思路，确

保建筑工程建设产业链条上各个环节的环节性与节能性。因此，现

阶段的项目管理方案相对复杂，要求在实际操作中，按照制度规范

条例引领的方式，采用指标化完善评估机制、监督机制，以及激励

机制，从而制定出每日“管理表”，并按照时间间隔制作其它时间

间隔点的“管理表”，确保项目管理应用的精准性与清晰性及有效

性。 

3.2 发掘项目管理方案优势，强化数据化应用 

现阶段项目管理方案的应用已经十分成功，但是，从提升建筑

工程建设效益的角度看，需要紧扣其中的“效益”出发点，进而选

择效用生产效率提升的路径，发掘项目管理方案优势，推进专项化

应用效用。具体而言，一方面，要求将建筑工程建设产业链作为基

本的应用对象，确保应用的全面性。另一方面，应该将各个方面的

可能产生的效用作为前提，进而将其对应的运用到产业链条的各项

生产要素之中。这样就能够确保项目管理应用中的各个独立子系统

的建设与子系统之间的联动。 

总之，在总体经济体系发展的新阶段，我国建筑行业面临着国

际市场与国内市场的双重竞争环节，虽然在全球市场中的“基建能

力”已经领先于世界，但是，在当前的生产管理标准化建设方面，

仍然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当前，通过吸收中国制度优势中的管理要

素，研发的项目管理方案，一方面，可以为生产管理标准化建设提

供有效路径；另一方面，能够借助项目管理方案的实施，从建筑品

质与建设质量控制角度，全面提升我国建筑工程建设效益。结合以

上分析建议在现阶段，除了将项目管理对接到建筑项目产品生产建

设产业链的生产要素管理之外，应该注重项目决策、造价预算、安

全管理等方面的总项目应用与分项目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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