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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施工现场管理效率提升策略分析
徐　灿

（深圳市盖斯帕克气体应用技术有限公司，广东 深圳 518000）

摘　要　建筑施工现场管理是工程项目管理的核心内容，其管理效率直接影响工程质量、进度、成本和安全等目

标的实现。本文分析了当前建筑施工现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如管理模式粗放、信息化应用不足、质量安全事故

频发等，提出了扁平化管理、目标责任制、BIM技术应用、进度计划管理、视频监控、质量安全管控等提升管理

效率的策略，并结合工程案例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创新管理模式、强化信息化应用、加强过程控制是提

升建筑施工现场管理效率的有效路径，可显著改善工程管理水平，实现降本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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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施工现场管理是保障工程项目顺利实施的关

键。随着建筑工程规模的不断扩大、结构的日益复杂，

施工现场涉及的参与主体日益增多，管理内容更加繁

杂，对现场管理效率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当前建

筑施工现场管理中仍存在诸多问题，如管理模式粗放、

信息化水平不高、各方协调不畅、质量安全事故频发等，

极大地制约了管理效率的提升。建筑信息模型（BIM）

技术的出现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新思路。BIM技术可

在施工准备、进度控制、质量管理、安全管理等方面

发挥重要作用，实现信息集成管理和可视化管控，有

效提升工程管理效率。因此，研究基于 BIM技术的建

筑施工现场管理效率提升策略，对于推动我国建筑业

提质增效、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优化建筑施工现场管理

1.1　建立扁平化管理架构

传统的建筑施工现场多采用金字塔型的垂直管理

模式，层级过多，指令传递环节冗长，响应效率低下。

为提升管理效率，开发商应积极推行扁平化管理。扁

平化管理通过减少管理层级，下放决策权限，使一线

员工能够及时应对现场问题，快速做出反应 [1]。同时，

直接向高层负责，使现场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得到充分调动。实施扁平化管理后，施工现场的信息

传递时间可缩短 50%以上，决策效率提高 30%，管理成

本降低 15%左右。以深圳某大型住宅项目为例，项目

部设置了 8个管理模块，每个模块配备 1名管理人员，

直接对项目经理负责，较传统的科层制管理，管理层

级减少 2级，人员编制精简 20%，有效提高了现场管理

效率。

1.2　推行目标责任制

目标责任制是将任务目标层层分解，落实到各级

管理人员和作业班组，并与其绩效考核挂钩的一种管

理方式。推行目标责任制，可以将项目总目标细化为

可量化、可考核的分目标，明确各方职责，调动员工

积极性 [2]。同时，将目标完成情况与薪酬福利挂钩，

能够充分发挥员工的主观能动性。实施目标责任制，

可使施工效率提高 10%～ 20%，工程质量合格率提升 5%

以上。北京某商业综合体项目实施目标责任制，将总

工期、质量、安全、成本等目标，分解到 11个专业分

包队伍，层层签订责任书，每月考核兑现，项目整体

进度提前 28天，质量评分达 95分（百分制），实现

了多方共赢（见表 1）。

表 1　目标责任制实施前后管理效率对比

考核项 实施前 实施后 效果

施工进度 正常进度 提前 28天 显著提升

工程质量 85分 95分 明显改善

安全事故 3起 0起 大幅降低

成本控制 超支 5% 节约 2% 效益提高

1.3　加强施工协调与沟通

建筑施工现场涉及甲方、总包、分包、监理、设

计等多方参与主体，若缺乏有效协调沟通，极易导致

信息不对称，进度脱节，质量问题频发。为此，开发

商应搭建协调沟通平台，如召开例会、现场办公等，

使各方及时交换信息，协同解决问题。同时，借助 BIM

技术、虚拟现实等数字化工具，直观呈现复杂工序的

施工方案，使各方形成一致理解，减少设计变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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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沟通协调到位，可减少设计变更 50%以上，返工

率降至 5‰以内。在杭州某超高层项目中，开发商每周

召开一次协调会，各专业、各工种共同研讨施工方案，

使用 BIM模拟施工过程，及时发现并消除干扰因素，

工程如期交付，工期损失率控制在 3%以内。

2　应用信息化管理工具

2.1　BIM技术的应用

BIM技术是集 3D数字化、信息集成、过程模拟等功

能于一体的建筑全生命周期管理平台。将 BIM技术应

用于施工现场管理，可实现工程信息的集成与共享，

优化施工方案，提高管理水平。具体包括：利用 BIM

技术进行虚拟施工，优化施工工艺与进度；基于 BIM

技术开展工程量精确计算，有效控制成本；依托 BIM

平台跟踪设计变更，减少信息遗漏；整合 BIM技术与

物联网，实现材料、设备、人员的实时定位与智能调

度。应用 BIM技术可使施工图纸错误率降低 80%，工程

变更减少 60%以上，材料利用率提高 10%，综合成本降

低 5%左右。在宁波某医院项目中，全面应用 BIM技术，

工程量准确率达 95%以上，机电管线碰撞减少 90%，

现场签证减少 80%，创造直接经济效益 800余万元。

2.2　施工进度管理软件的运用

施工进度管理软件能够实现施工计划的科学编制、

动态跟踪和及时预警，是提高进度管理效率的有力工

具。常见的施工进度管理软件如 Microsoft Project、

P6等，具有任务分解、资源配置、进度优化等功能，

可自动生成横道图、网络图等直观的进度计划。在执

行过程中，通过手机 APP、二维码等移动终端，现场管

理人员可随时记录实际进展，与计划进度实时对比，

预警进度偏差，确保施工任务顺利完成 [4]。采用进度管

理软件，施工进度偏差可控制在 5%以内，同时可减少

80%的进度管理工作量（见表 2）。在南京某地铁项目部，

应用 P6软件编制总进度计划，使用移动终端跟踪周进

度，每周召开例会纠偏，有力地保障了工期目标的实现。

表 2　施工进度管理软件应用前后对比

考核项 应用前 应用后 改进效果

施工进度偏差 15% 3% 显著降低

进度管理工时 80 h/月 15 h/月 大幅减少

计划完成率 70% 95% 明显提高

工期损失率 10% 2% 大幅降低

2.3　远程视频监控系统的部署

远程视频监控系统能够实现施工现场的实时监控

和异常报警，是加强现场管控、保障安全生产的有效

手段。系统通过在塔吊、大门、危险源等关键部位安

装高清摄像头，将视频信号传输到监控中心，24小时

不间断监控，实现移动端远程查看。同时，视频监控

系统可与智能分析算法相结合，对物体入侵、火灾隐

患、未佩戴安全帽等行为进行自动识别和预警，极大

地提高了管理效率。采用视频监控系统后，施工现场

安全隐患发现率提高 5倍，事故发生率降低 90%以上，

有效规避了重大安全风险。在上海某化工厂房项目中，

部署了 25个监控点位，对现场脚手架、基坑支护等重

点区域实施重点监控，及时消除了 10余起安全隐患，

确保了现场施工安全。

3　加强施工质量与安全管控

3.1　建立质量管理体系

建立健全的质量管理体系是确保工程质量的基础。

开发商应按照 ISO 9000等标准，构建涵盖质量方针、

管理制度、操作规程等要素的质量管理体系。同时，

成立质量管理小组，配备专职质检员，对原材料采购、

施工工艺、成品验收等环节实施全过程质量控制 [5]。

定期开展质量检查，运用飞行检查、旁站监理等方式，

及时发现质量缺陷并监督整改。通过建立质量管理体

系，可使质量事故降低 80%，工程质量合格率稳定在

95%以上。在广州某车间项目中，严格执行 ISO 9000

标准，制定岗位质量责任制，开展日常巡检和周质量

例会，工程获得“广东省建设工程金匠奖”。

3.2　严格执行安全技术交底

安全技术交底是保障施工作业安全的关键环节。

施工单位应在开工前向作业人员详细讲解施工方案、

安全风险、应急措施等内容，确保其充分了解并掌握

安全施工要领。在分部分项工程开工前，还应进行分

项交底，针对性地强调安全注意事项。同时，加强交

底考核，运用多媒体、VR等手段，直观演示安全操作

规范，确保交底效果。全面落实安全技术交底，可使

施工人员安全意识提高 90%，“三违”现象减少 70%以

上。在武汉某住宅项目部，采用 BIM技术模拟安全施

工过程，编制通俗易懂的安全操作口诀，开展形象生

动的安全教育，现场未发生一起安全事故。

3.3　开展定期质量安全检查

定期开展质量安全检查，是及时发现和消除质量

安全隐患的重要手段。开发商应制定检查计划，明确

检查内容、频次、责任人等，重点检查脚手架、基坑、

高支模等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严格执行“三

检制”。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做到“五定”，

即定人、定责、定措施、定时限、定复查，做到责任到人、

闭环管理。定期开展检查可消除 80%以上的质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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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患。某大型场馆项目坚持每周检查制度，共组织检

查 28次，查出各类问题 316项，整改闭合率达 98%，

为顺利实现“平安工地”奠定了基础。

3.4　加强安全教育培训

安全教育培训是提高施工人员安全意识和技能的

重要手段。开发商应建立分层分类的安全教育培训体

系，针对管理人员、作业人员等不同岗位，开展有针

对性的培训。对于新进场人员，要开展“三级安全教育”，

即公司级、项目部级、班组级安全教育，确保其熟悉

安全生产制度和操作规范。对于特种作业人员，如电

工、焊工等，要严格执行持证上岗制度，定期开展复

审培训。同时，要创新教育培训形式，采用情景模拟、

案例分析等方式，提高培训的趣味性和互动性，增强

培训效果。加大培训考核力度，将考核结果与绩效考

核挂钩，激励员工主动学习安全知识。定期组织应急

演练，如火灾、触电等场景，提高员工的应急处置能力。

通过持续开展安全教育培训，可使施工人员安全意识

和技能水平显著提升，将安全责任真正落实到每个员

工。某大型商业综合体项目开展“安全大讲堂”活动，

邀请安全专家授课 20余次，组织安全知识竞赛 10余场，

举行高处坠落应急演练5次，有效提高了员工安全素质，

项目荣获“省级安全文明标准化工地”称号。

4　工程案例

4.1　项目概况

以某产业园项目为例。该项目占地 180亩，建设研

发中心、厂房、仓库等设施，总建筑面积 26万 m²，合

同工期 18个月，合同价 4.5亿元。建设单位对工程进度、

质量、安全提出了高标准、严要求。如何在确保目标实

现的同时降本增效，对项目管理团队提出了严峻挑战。

4.2　管理措施实施

项目团队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从优化组织管理、

应用信息化工具、强化治安管控等方面，综合采取了

一系列管理措施。

1.在组织管理方面，推行扁平化管理，设置 6个

管理模块，减少管理层级；实施目标责任制，将总目

标分解到每个班组；建立沟通协调机制，召开周例会，

运用 BIM技术等理顺各专业间的接口关系。

2.在信息化管理方面，全面应用 BIM技术，开展

虚拟施工，优化施工方案；采用 P6软件编制施工进度

计划，利用移动终端实时跟踪；在大门、塔吊等重点

部位安装视频监控系统，及时发现和消除安全隐患。  

3.在质量安全管控方面，按照 ISO 9000标准建立

质量管理体系，成立 QC小组，实施全过程质量控制；

组织安全技术交底 20余次，编制图文并茂的安全教育

读本；坚持每日质量安全检查，对检查出的问题限期

整改闭合。

4.3　效果评估与经验总结

通过采取上述管理措施，项目取得了显著成效。

工程进度方面，实现了计划进度与实际进度的动态

同步，月进度完成率稳定在 95%以上，最终比合同工

期提前 28天交付使用。工程质量方面，创优达标率

100%，获得建设单位高度赞誉，树立了企业良好形象。

安全管理方面，未发生一起安全事故，实现了“零伤亡”

目标。成本控制方面，通过优化施工方案、加强过程

控制，节约成本 1 200余万元，工程毛利率提高 2.5%。

管理效率方面，信息传递时间缩短 60%，物料周转效率

提高 15%，管理人员减少 20%。

项目实践证明，开发商全面落实科学管理方法，

是提升建筑施工现场项目管理效率的关键。具体经验

如下：第一，创新管理模式，打破传统的条块分割，

建立高效协同的组织架构；第二，善用信息化工具，

及时收集和传递现场信息，基于数据分析优化管理决

策；第三，树立质量安全意识，把好材料、工艺、检

查等关口，将质量安全管理落到实处；第四，坚持过

程控制，运用计划、执行、检查、处理等闭环控制模式，

在过程中发现问题，防患于未然。

5　结束语

在建筑施工现场管理中，开发商只有与时俱进，

创新理念，优化组织架构，应用信息化技术，强化质

量安全管控，才能有效提升项目管理效率，实现降本

增效的目标。以某产业园项目为例，项目团队通过扁

平化管理、目标责任制、BIM技术的应用、进度计划管

理、视频监控、质量管理体系、安全技术交底、定期

检查等一系列措施，有效提高了现场管理水平，创造

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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