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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中国建筑企业借助

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动力，将进一步迎来良好的市场经济氛围

以及广阔的发展前景。建筑企业是中国众多类型企业的重要

组成部分，对中国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并

在中国社会民生改善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与此同时，中国

建筑行业是由众多的建筑企业所组成的，中国建筑企业的蓬

勃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极大地带动了中国建筑行业整体发展水

平的提升，并且伴随着中国人民日常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

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完善，中国人民对建筑行业及建筑工程

管理的要求将会越来越高，中国建筑行业及相关建筑企业为

了能够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审美要求，将进一步加大

建筑工程管理中创新模式的应用，这将不仅有助于中国建筑

企业自身长远健康发展，而且进一步顺应了国际发展趋势，提

高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

2 中国建筑工程管理创新模式

2.1 建筑工程管理创新模式的含义

随着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当前中国新型科学

技术的发展正在不断地冲击着社会各行各业的经营与管理，

其中中国建筑工程管理中的创新模式的应用与发展可以说是

这一方面的应用典范，建筑工程管理中的创新模式具体就是

指利用较为先进的建筑工程管理体系，在实际的建筑工程管

理过程中，任用创新型且高素质的人才，并且在后期的建筑工

程施工中利用效率高、安全性能强、创新性强的管理方式对建

筑工程施工中的工程费用成本、工程质量及安全等进行有效

控制，进而达到有效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建筑设计及管理要

求的一种工程管理模式。建筑工程管理中创新模式应用与发

展的同时，将对相关建筑工程管理者也将提出更高的要求，建

筑工程管理者需要进一步学习并掌握较为先进的管理理念及

方式方法等，不断加强自身建筑工程管理能力，进而为建筑企

业今后的蓬勃发展奉献更大的力量[1]。

2.2 创新模式的应用及发展对建筑工程管理的

作用

著名的生物学家达尔文曾经说过“适者生存”的意思就

是，只有不断适应周围环境等的一系列变化，才能够获得长久

生存的机会及空间。其实在实际的建筑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

这句话依旧适用，对中国建筑企业而言，建筑企业自身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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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定离不开建筑市场，而中国建筑市场的环境并不是一成不变

的，建筑市场环境由于受到有形或者是无形的因素影响，其中

充满着复杂性以及不确定性，进而形成当前激烈的市场竞争环

境。创新是引领社会发展的第一动力，对于中国建筑企业今后

的发展而言，只有不断加强创新模式的应用与发展，才能够获

得充足的发展动力，进而有效推动中国建筑行业的蓬勃发展[2]。

2.3 建筑工程管理中创新模式的形成说明

建筑工程管理不同于其他类型的工程管理，与其他工程

管理相比更加复杂化以及系统化，而对于当前中国建筑工程

管理中创新模式的形成来说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在多种因素

共同作用之下形成的，其中就包括了中国先进的科学技术、较

为复杂的建筑环境、建筑工程管理与施工的相关人员等。关于

建筑工程管理中创新模式的形成具体可以分为以下三步：第

一，建筑企业在实际的工程管理过程中引进更加先进的工程

管理的机械设备，为建筑企业工程管理中创新模式的形成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二，聘用建筑工程管理能力过硬及综合素

质较高的创新型人才，并且在实际的建筑工程管理中进一步

重视专业人才的培养与人才队伍的建设等；第三，加强建筑企

业创新型文化建设。关于加强建筑企业创新型文化建设具体

可以从这几方面展开，即进一步加强中国建筑企业整体价值

观的创新、加强建筑企业内部文化体制的创新以及采用创新

型建筑企业发展的路线等，在综合协调的情况下就可以建设

创新型的建筑工程管理模式。

3 当前中国建筑工程管理的现状

3.1 缺乏较为完善的建筑工程管理体系

由于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原因，中国建筑企业长期坚持采

用比较传统的建筑工程管理体系，随着中国建筑市场内部竞

争不断激烈，中国传统型的建筑工程管理体系已不能够给予

中国建筑企业充足的发展动力，倘若对现有的建筑工程管理

体系不加以创新，就会严重影响中国建筑企业日常的经营管

理活动及相应的经济效益等。从目前的建筑企业建筑工程管

理现状来看，进一步加强中国建筑工程管理体系创新并没有

得到具体落实，其中缺乏较为完整的建筑工程管理体系是重

要原因，进而导致建筑企业工程管理方面出现更多的问题。

3.2 建筑工程管理意识及方式相对落后

近年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中国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发展水平越来越高，借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趋

势，中国建筑企业建筑工程管理水平也将得到极大提升。但

是中国建筑工程管理整体水平依旧比较落后，这种落后体现

在多方面，在这里主要从两方面说明：即管理方式与管理理

念。第一，建筑工程管理方式落后。当前中国众多的建筑企业

依旧采用命令式的管理方式，在实际的建筑工程管理中往往

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并不利于中国建筑企业的长期发展。第

二，建筑工程管理理念落后。建筑工程管理方式落后进一步

导致了建筑工程管理理念的落后，管理理念并不科学合理，

极易出现包括建筑工程设计、施工、验收等环节都存在管理不

到位的情况。

4 加强建筑工程管理中创新模式应用及

发展的对策

4.1 进一步加强当前建筑工程管理的改进

创新是引领社会发展的第一动力。对于当前的建筑工程

管理而言，只有不断加强创新，才能够给予相关建筑企业充足

的发展动力，进一步做好中国建筑工程管理的改进工作也是

十分必要的。对于这一方面而言，建筑企业必须要立足于企业

自身的实际发展状况，对于社会生产力、建筑市场环境变化状

况等进行细致的了解，并且针对这种状况，必须建立一个完善

的生产经营结构，对中国建筑行业中的管理问题进行有效治

理，从而不断提升建筑工程管理的质量[3]。

4.2 及时有效地调整建筑工程管理理念

在实际的建筑工程管理过程中，除了先进的建筑工程管

理体系对建筑工程管理产生重要影响之外，进一步及时有效

地调整建筑工程管理理念也是非常重要的，其中必须做到的

一点就是需要进一步加强建筑企业项目管理人员的管理理

念，并且对建筑工程项目施工中的各种关系进行有效的调节，

尤其是对一些影响施工的因素进行分析，制订出有效的解决

措施，保证施工的质量与效率。

5 结语

总而言之，建筑工程管理中创新模式的应用及发展是一

项长期而又复杂的任务，这不仅仅对于中国建筑企业自身长

远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同时这也是一个建筑企业为社会造

福、为人类作贡献的必由之路，在今后的建筑工程管理中，需

要进一步加大创新力度，提高建筑工程管理质量与效率，进而

推动中国建筑行业蓬勃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黄锐.建筑工程管理的制约因素及其应对措施[J].科技经济导

刊,2016(10):55-56.

[2]李世义.对建筑工程管理现状及控制对策的探讨[J].河南建材,

2016(3):65-66.

[3]王少维.加强做好建筑工程管理的措施研究[J].中外企业家,

2016(15):30-31.

工程管理 Engineering Management

1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