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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敏捷管理是一种通常被应用于软件开发项目管理的模

式，这种管理模式与传统的瀑布型项目管理最大的区别就在

于敏捷管理是允许项目有一个从模糊到清晰的过程，而传统

的瀑布型的项目管理则必须让整个过程都完全清晰。但是，

其实传统的瀑布型管理模式所要求的整个工程的 WBS 框架

下的各个工作包都完全清晰并不现实，大多数的项目都会在

项目进行中的时候调整施工的方案。然而，在敏捷管理模式

下，对整个项目拥有一个框架上的认知，之后再聚焦于当前

最近的一个任务。随着任务完成度越来越高，下一个小的任

务的目标也会更加清晰，这样能够有效地减少对资源的浪

费，且对于项目需求调整的包容性也会更高。对此，论文提

出在对大型或者具有创新型的建筑项目中可以采用传统瀑

布型项目管理与敏捷项目管理相结合的形式进行工程管理，

现叙述如下 [1]。

2 建筑工程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2.1 项目团队内部会议的效率较低且缺少聚焦点
在建筑工程管理中普遍存在着一个问题，即项目团队

在召开会议的时候，会前准备不充分，会议的时间较长，问

题不聚焦，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之后，会议中原本计划要讨论

解决的问题并没有得到一个确定的回答。这其实就是会议效

率低下的一个表现，不仅导致问题难以及时地被解决，还白

白地浪费了大家的时间 [2]。

2.2 项目的需求变更较为频繁
在越大型的建筑工程管理中，需要变更的需求越多，

导致需求需要变更的原因有很多，有可能是设计因素、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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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也有可能是环境因素，还有可能仅仅是因为项目初期

没有对齐需求，也有可能是某一个利益方发现了一些新的利

益点所以需要修改需求，但是其所提出的需求可能会影响到

其他利益方的利益，导致工程管理团队所有为难 [3]。

2.3 项目风险控制能力仍然有待提升
对于建筑工程而言，工程量越大，工程所进行的时间

越长，其可能需要面临更大的风险。许多建筑工程最终都是

毁于风险管理失控，因为没有做好风险管理工作，导致项目

超出预算、质量不合格或者延期等问题，如果能够及时发现

这些问题并且制定出合适的风险应对机制，就可以有效地提

升项目的风险控制能力 [4]。

3 建筑工程管理中创新模式的应用策略

3.1 项目内部会议鱼骨图分析汇报模式
为了能够有效地提升项目内部会议的效率，可以在开

会之前的 2~3 天将会议的时间和议题通知给需要参与会议

的人员，帮助其了解在会议中需要讨论和解决的问题。对于

这些问题的提出者，其应当将问题产生的原因以鱼骨图的形

式梳理出来，这样能够帮助其他参会人员更加快速地理解问

题，能够从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入手去讨论出能够解决问题

的方案。每一个导致问题的原因的措施都需要记录在鱼骨图

对应的鱼刺旁边。会议主持人主要组织所有参会人员将注意

力都集中在讨论的每一根鱼刺上，因此鱼骨图上的内容就是会

议的核心落脚点。这样能够帮助会议人员在讨论的时候及时地

将注意力集中到核心事件上，且能够在清晰地了解了问题之

后，探讨出问题的解决方案。会议的时效性能够明显提升 [5]。

3.2 IWBS 结构对项目进行拆分
这里的 IWBS 结构就是在原本的 WBS 结构上增加

Iteration 的属性。对于大型的建筑工程而言，出现需求变更

是必然的事情，工程管理团队不要一味地想着如何去避免发

生需求变更将需求方劝退，还应该寻找科学有效的方法应对

需求变更。在 IWBS 框架中，所有的工作包都不固定，其具

有灵活调整的特性，工程管理团队仅需要努力确保当前所施

工中的工作包的前后任务不会发生较大的变更即可，对于后

续的工作包的变更，只要资源足够且各个利益方的口径基本

统一即可。这样能够让整个项目的结构变得更加具有灵活

性。在针对 IWBS 结构资源的时候，应当对后续的工作包所

需要使用的资源预留出一定的余地专门用于对抗需求调整，

提升工程计划的包容性。

3.3 推行 IRL 制度
IRL 制度就是 Iteration Risk Log，即迭代风险日志。传

统的项目管理模式下，工程的风险通常在项目刚开始的时候

会对其进行风险评估，并且制定出风险应对的方案，但是对

于这个在项目初期所建立的风险管理表的后期维护工作却

并不到位，许多风险其实在项目一开始的时候并不能被及时

地发现。因此，为了提升工程管理团队对于项目的风险控制

能力，需要对风险日志进行迭代维护管理，项目每推进到一

个新的里程碑，都应当对已经完成的项目和未完成的项目部

分进行风险评估，即针对项目建设不同阶段的进度所遇到的

不同风险，动态识别风险，提前化解风险，针对性地提出风

险应对措施，制定出工程管理过程中的动态调整的新方案。

4 建筑工程管理中创新模式的发展

4.1 进一步扩展融合精益项目管理模式
精益项目管理模式可以有效地控制项目成本，将项目

中存在浪费的行为努力杜绝。在未来的项目管理工作中，可

以尝试融合精益项目管理模式，对项目也进行精益管理。这

种精益管理模式还有助于控制项目的进度，将项目事件上的

浪费或不合理技术方案也识别出来，逐项分析，制定科学的

技术管理措施，优化项目管理环节，因此对于项目进度控制

也会起到很大的帮助。

4.2 加强六西格玛理论的应用水平
六西格玛理论主要用于质量控制，并且致力于提升价

值。这有助于提升建筑的整体质量，且能够站在利益方的角

度去思考问题，让建筑的价值更大程度化地彰显出来。在未

来的项目管理工作中，也可以尝试融入这种理论，进一步挖

掘项目的价值。

4.3 升级瀑布型管理模式在建筑工程中的知识体系
在传统的瀑布型管理模式中有的九大知识体系新增了

相关方管理，已经补充到了十大知识领域，随着后续的发展，

项目管理知识体系很有可能进一步增加，每一个知识领域对

于工程管理团队而言都十分重要，且其中的精髓需要时间的

沉淀来进行理解。

5 结语

建筑工程管理中当前有一些普遍性存在的问题，即项

目团队内部会议的效率较低且缺少聚焦点，项目的需求变

更较为频繁，以及项目风险控制能力仍然有待提升。对此，

建筑工程管理中创新模式的应用策略为，项目内部会议鱼骨

图分析汇报模式，用 IWBS 结构对项目进行拆分，以及推行

IRL 制度。在未来，建筑工程管理中创新模式的发展可能为：

进一步扩展融合精益项目管理模式，加强六西格玛理论的应

用水平，以及升级瀑布型管理模式在建筑工程中的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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