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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高职高专教育是高等教育重要的组成部分，目标是培养适应生产、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技能
型应用人才。
《建筑工程项目管理》根据教育部高职高专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编写，力求体现以实用为目的，以必需
、够用为度，以掌握基本知识、强化应用为原则，重点突出实践能力和动手能力培养的教育特色；以
此确定编写大纲、结构和内容，宗旨是为学生提供建筑工程项目管理的基本知识和实用技能，满足工
程建设对项目管理应用型人才的需求。
《建筑工程项目管理》根据新的法规、标准、规范及国际项目管理知识和成功的管理思想与经验，全
面、系统地阐述了建筑工程项目管理的原理、方法及应用实践。
《建筑工程项目管理》在编写过程中，紧密结合全国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的要求，注重实用性、
新颖性和可操作性，力求做到内容全面、　　第1章，介绍项目管理涉及的名词术语和概念；　　第2
章，是回答“项目谁去做”的问题；　　第3章、第4章，即确定项目范围，是回答“做什么”的问题
；　　第5章，是回答“项目做成什么样”的问题；　　第6章，是回答“项目什么时间做”的问题；
　　第7章，是回答“项目需要什么资源去做”以及“花多少钱去做的问题；　　第8章、第9章，是回
答“项目如何应对意外”的问题；第10章，是回答“项目如何分享信息”以及“何更好地利用计算机
进行有效项目管理”的问题。
　　总之，第0章是项目管理的“条”，论述了项目管理的基本思想。
而第2～10章是项目管理的“块”，分别从9个方面回答了项目管理要管什么及如何管的问题。
学习本课程时，应该用系统的观点把这门课掌握起来，做到碰到实际问题能够对症下药，各个击破。
另外还要注意将本课程与以前学过的各门专业课程进行融会贯通，逐步内化为项目管理实用技能。
 《建筑工程项目管理》可作为高等职业学校、高等专科学校建筑工程管理、建筑工程技术、工程造价
、房地产经营与估价、建筑经济与管理等专业的教材，还可作为广大建筑工程项目管理者自学、培训
、进修以及参加全国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的参考书。
　　《建筑工程项目管理》由河北建材职业技术学院林立老师担任主编，负责对全书的组织统一，修
改定稿，并编写第1、4、6、8章；大庆石油学院刘琳琳老师编写第7、9章；河北建材职业技术学院张
玉萍老师编写第3章；该校白学敏老师编写第2章；该校高春萍老师编写第5章第1～4节；该校张雪芹老
师编写第5章第5～7节；该校陈久权老师编写第10章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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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建筑工程项目管理》根据新的法规、标准、规范及国际项目管理知识、成功的管理思想与经验
，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建筑工程项目管理的原理、方法及应用实践。
《建筑工程项目管理》在编写过程中，紧密结合全国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的要求，注重实用性、
新颖性和可操作性，具有适合高职高专教育的特点。
　　《建筑工程项目管理》分10章编写，内容包括建筑工程项目管理概论，建筑工程项目管理组织和
项目经理，建筑工程招标与投标，建筑工程合同管理，建筑工程项目质量控制，建筑工程项目进度控
制，建筑工程项目成本控制，建筑工程项目施工安全与现场管理，建筑工程项目风险管理，建筑工程
项目信息管理。
　　《建筑工程项目管理》可作为高等职业学校、高等专科学校建筑工程管理、建筑工程技术、工程
造价、房地产经营与估价、建筑经济与管理等专业的教材，还可作为广大建筑工程项目管理者及参加
全国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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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项目具有特定的生命期项目过程的一次性决定了每个项目都具有自己的生命期，任何项目都有其
产生时间、发展时间和结束时间，在不同阶段都有特定的任务、程序和工作内容。
如建设项目的生命期包括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设计工作、建设准备、建设实施、竣工验收与交
付使用；施工项目的生命期包括：投标与签订合同、施工准备、施工、交工验收、用后服务。
概括地说，项目的生命期包括：决策阶段、规划设计阶段、实施阶段和结束阶段。
　　（4）项目作为管理对象的整体性　　一个项目，既是一项任务整体，又是一项管理整体，即是
一个完整的管理系统，而不能割裂这个系统进行管理；必须按照整体需要配置生产要素，以整体效益
的提高为标准进行数量、质量和结构的总体优化。
　　（5）项目的不可逆性　　项目按照一定的程序进行，其过程不可逆转，必须一次成功。
失败了便不可挽回，因而项目的风险很大，与批量生产过程（重复的过程）有着本质的区别。
　　只有同时具备上述五项特征的任务才称得上是项目。
与此相对应，大批量的、重复进行的、目标不明确的、局部性的任务，不能称作项目，只能称为“作
业”或“操作”。
　　I.1.2工程项目　　项目的种类应当按照最终成果或以专业特征为标志进行划分，包括：科学研究
项目、开发项目、工程项目、航天项目、维修项目和咨询项目等。
分类的目的是为了有针对性地进行管理，以提高完成任务的效果、水平。
　　1.工程项目的定义　　工程项目是指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限定资源、限定时间、限定质量），
具有完整的组织机构和特定的明确目标的一次性工程建设工作或任务。
　　工程项目又称土木工程项目或建筑工程项目，属于项目的一个大类，是以建筑物或构筑物为目标
产出物的、有开工时间和竣工时间的、相互关联的活动所组成的特定过程。
该过程要达到的最终目标应符合预定的使用要求，并满足标准（或业主）要求的质量、供气、造价和
资源等约束条件。
　　这里所说的建筑物，是指房屋建筑物，它占有建筑面积，满足人们的生产、居住、文化、体育、
娱乐、办公和各种社会活动的要求。
这里所说的构筑物，是指通过人们的劳动而得到的公路、铁路、桥梁、隧道、水坝、电站、线路、管
路、水塔、烟囱、构架等土木产出物，以其不具有建筑面积为主要特征而区别于建筑物。
　　2.工程项目的特点　　（1）具有特定的对象　　每一个工程项目的最终产品均有特定的功能和用
途，它是在概念阶段策划并决策的，在设计阶段具体确定的，在实施阶段形成的，在结束阶段交付的
。
　　项目对象确定了项目的最基本特征，并把自己与其他项目区别开来；同时它又确定了项目的工作
范围、规模及界限。
整个项目的实施和管理都是围绕着这个对象而进行的。
　　工程项目的对象通常由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任务书、设计图纸、规范、实物模型等定义和说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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