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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ield of infrastructure represented by housing construction is an important breakthrough di-
rection in the business transformation of electric power design enterprises. Constructed engi-
neering and power engineering has some differences in the thinking of the project management. 
Combined with housing construction project implementation experience, this paper elaborated 
from the application of BIM technology, cost control, quality control, design control, personnel 
training and several other aspects, hoping for providing some useful reference to the rapid devel-
opment of electric power design enterprises in the housing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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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房建为代表的基础设施领域，是电力设计企业业务转型的重要突破方向。房建工程与电力工程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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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思路方面有一些差异，本文结合房建项目执行的经验从包括BIM技术应用、造价控制、质量管控、

设计管控、人才培养等几个方面阐述，希望能为电力设计企业迅速在房建行业长足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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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电力设计企业纷纷走在业务转型升级的道路上。而以房建为代表的基础设施领域，与经济社

会的迅速发展紧密关联且具有项目数量多、投资额度大等特点，成为电力设计企业转型的重要突破方向。

但是，电力设计企业基本处于参与房建工程的起步阶段，参与的项目体量小、技术复杂性不高，参与的

方式多为与施工企业组成联合体，短期内的目标是通过联合参与项目逐步进入房建行业，然后积累房建

工程业绩后提升企业的施工资质，并培养一批房建项目管理人才，最终的目的还是希望房建工程能成为

电力设计企业的一个重要业务增长极。房建工程的复杂性比较高，涉及到多个专业、多个工种，需要高

度的配合，具有以下五个特征：单项性、寿命周期长、投入高、生产方式特殊、风险大[1]。相较于电力

工程，房建工程市场开放度更高、行业内施工企业的水平参差不齐，因而存在管理职责不明确、一线施

工人员素质低、缺少专业技术人员、施工管理严重不规范等问题，在项目管理的思路中与电力工程存在

一些差异，值得高度关注。 

2. 房建工程项目管理的几个重点 

通过仔细分析电力设计企业与房建施工企业的人才结构、技术储备以及电力项目与房建项目的项目

特点、项目管控模式、项目管理侧重点等诸多要素，发现两者在整体的管理思路上基本是一致的，但对

于项目管理的各个要素，特别是在 BIM 应用、造价控制、质量管控、设计管控、人才培养等方面，还是

有着房建工程独特的要求。而这几个要素之间，也不是孤立存在的，互相影响。比如，人才培养，是为

了更好的实现设计、质量、造价等控制结果；而设计管控，是为了实现造价控制和质量控制等目标。因

而，房建工程项目管理的几个重点，对整个项目最终的执行结果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1. BIM 应用 

建筑信息模型(简称：BIM)从 2008 年开始逐渐被广泛提及，经过 10 年左右的时间 BIM 已然成为建

筑行业内炙手可热的词汇。国家先后出台一系列相应政策文件来推广与应用 BIM 技术，并重点提出 2020
年末新立项项目勘察设计、施工、运营维护中，集成应用 BIM 的项目比率达到 90%。 

但迄今为止，房建行业对 BIM 的应用主要还是在设计单位，施工企业运用的情况并不理想。而对于

国内的电力设计企业而言，数字化设计并不陌生，在大型的电力项目设计中，我们早已进行了多年的数

字化设计，部分电力设计院还取得了很好的业绩和影响力。因而，电力设计企业从事房建项目，在 BIM
应用上是有先天优势的，而且很容易占据制高点。 

从 BIM 技术本身而言，其应用可以深入到房建项目的设计、施工、运营及维护等多个阶段，非常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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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以某在建的工业地产项目而言，其运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全场模型建立和三维视图查看；

2) 全场三维巡游展示及安全定制巡游模拟：按照要求来设定直行速度、转弯速度等参数，制定巡游路线，

动态的观察整个项目三维模型；3) 施工模拟及现场实际进度与模拟进度比对；4) 预算在进度和模型视角

上的应用：通过 BIM 获得的准确的工程量统计可以用于前期设计过程中的成本估算、在业主预算范围内

不同设计方案的探索或者不同设计方案建造成本的比较，以及施工开始前的工程量预算和施工完成后的

工程量决算，实现项目预算费用、量等与实际费用、量价差异的比对工作；5) 完成模型碰撞校验及深化

设计；6) 网页端驾驶舱的查看，手机端信息端收集：随时收集记录现场质量安全问题、传递现场进度照

片，并同步到 BIM 5D，有效实现了项目部与公司总部相关部门人员的协同工作。 
从应用成效来看，确实对项目管理的进度、质量、安全、费用等多个维度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并且还有很大的应用提升空间。对于电力设计企业而言，尽快推广 BIM 是提高设计品质、提升设计竞争

力、管理房建工程项目的有效手段，对企业发展有长远的意义。 

2.2. 造价控制 

美国《经济学人》曾调查过建筑行业施工过程中资源浪费情况，结果表明，建筑生产中的返工工作

就占到工序流程的 25%~30%，而劳动浪费率达到 30%~60%，材料浪费占 10% [2]。随着房建行业市场竞

争的不断激烈，项目利润也越来越低，因而做好项目的造价控制，也就成了企业生存的根本。 
与电力工程多采用总价包干的合同模式不同，房建行业似乎更倾向于定额下浮的模式，特别是政

府投资为主的项目，这类项目是投资方将利益风险更多的转移给了承建方，对承建方的造价控制要求

更高。并且目前的建筑工程项目造价控制主要是会计成本核算控制，即对已经发生过的成本进行归集

和计算，实质上是一种事后控制，效果并不好。因此，造价控制必须是全过程的，每个阶段都必须高

度重视。 
对于定额下浮的合同模式，在投资决策阶段，一定要保证项目建议书或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准确性，

这是做投资概算的基础，概算可以略大，有一定的预留空间，要能包得住。在设计阶段，重点是做好设

计的合理性和优化，避免不必要的资源浪费。 
施工阶段是造价控制最关键也是最直接的阶段，特别是对合同管理、施工组织、材料管控等。从人

力资源配置的角度，电力设计企业的造价人员数量和技术水平，可能达不到复杂房建项目的管理要求，

特别是项目层级的造价人员。可以借助外部市场资源，聘请专业的造价咨询团队为项目执行提供强有力

的支撑，参与全过程的成本控制，包括前期的施工图预算编制、施工过程中的变更、签证确认、预算动

态调整、竣工结算等。优势是节约了企业成本，劣势是多为特定项目服务，没有经验的传承，而且外来

的和尚考虑问题的角度和立场未必能和企业的需求完全一致，可能会造成一定的潜在损失。更好的方法

应该是招聘少量经验丰富的造价人员，下沉到项目级，以师带徒、点带面的方式，既能全身心的为项目

本体服务，还能以此带动锻炼一批有实战经验的造价人员，提升企业整体的造价控制能力。施工过程中，

紧盯现场发生的变更、签证，讲究申报策略，从工程量、计价方式、措施费等角度，比如桩基础的结算，

通过施工记录、现场图片等支撑资料，以及与监理、审计的深入沟通，争取有利的结果，并请业主在过

程中签字确认后直接计入最终的竣工结算。对每一项专业分包，如门窗、电梯、装修等，在确定招标控

制价前，都必须准确测算定额价或材料信息价，明确能从业主方拿回的价格，在此基础上，充分考虑己

方的利润平衡点以及必要的市场询价后，最终确定招标控制价，以保障企业利润。 

2.3. 质量管控 

工程的实体质量，是企业项目管理能力的名片。而房建项目，相较于电力工程，受地方住建部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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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更为严格，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企业在住建系统的评价。施工质量受到环境因素(如地质条件、气象

水文等)、机械材料、人为因素、成本进度等多方面影响[3]。尤其是人为因素，建筑行业普遍存在施工管

理人员自身素质偏低、劳务班组水平参差不齐等现象，质量也就难以得到保证。 
对于电力设计企业而言，虽然有过很多电力 EPC 项目的管理经验，但往往优势是在设计和采购，

施工管理是短板。而房建项目的管理重点即是施工管理，涉及的专业多，需要的劳务人员也多，管

理难度较大。但相较于粗犷式的施工企业，设计企业做项目管理的优点在于，体系完善，严格执行

到位。 
在施工开始之前，要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做好质量控制体系的相关工作，依据质量管理体系和质量

策划制定切实可行的施工计划和施工进度方案；在施工过程中也可以根据施工管理体系制定一些奖惩和

考核制度，通过设定质量指标和奖惩考核来提高施工人员、技术人员和质量管理人员的质量意识，提高

房建工程参与人员对工程质量的重视。施工过程中，严格执行交底制度和三检制，并联合业主监理进行

不定期的质量抽查，必要时可借助外部质监站的力量，对分包队伍给予压力。推行质量样板引路，使质

量交底和培训可视化。同时，在日常的质量管理动作之外，鼓励大家深入挖掘质量亮点，从细微处控制

质量。 

2.4. 设计管控 

设计是龙头，也是设计企业安身立命之本。电力行业的设计，可复制性较高，比如国网的典型设

计，是从安全可靠的角度经过不断优化得出的普遍认可的设计成果。但房建行业有所不同，个性化比

较明显，不同业主的需求各不相同。如果还是用电力设计的思维来进行房建的设计，可能会出现成果

复用后改动量非常大，对现场的施工造成极大的不便。在房建业务开拓的初期，设计有时会采取外委

的形式，既能降低成本也能锻炼自身队伍，但鉴于外委单位的出图质量和设计优化思想亟待增强，大

多数情况下需要公司设计经理的深度管理和长时间有效沟通，因而一方面需要加强对建筑工程等基础

设施领域设计人才培养，在可能的情况下总承包项目的工程主体尽量自主设计，配套或者附属部分进

行外委；另一方面，加强对外委单位的设计管理，进而提升公司整体设计质量及效率。此外，施工单

位虽然是设计图纸的执行者，必须按图施工，但往往设计意图能否实现、是否有更好的办法，其实施

工单位是最清楚的，毕竟熟能生巧，所以在设计优化方面，应多听取一线施工班组的意见，兴许能有

意想不到的收获。 

2.5. 人才培养 

电力与房建毕竟是两个不同的行业，其行业特性决定了其对人才的需求不尽相同。电力设计企业是

智力密集型企业，它的优势是人员素质高，学习能力强，适应性和可塑性也很强。所以在早期的房建项

目人才培养方面，一是要向外取经，向房建行业优秀成功的企业学习，最好是能采取联合体的合作模式，

将拟培养的人才放到对方的项目环境中学习，学习其管理模式，感受其企业文化；二是向外招聘，这种

方式简单粗暴，招来即用，能很快产生效果，但也可能出现水土不服留不住人的情况；三是自身培养，

以项目带动自身的人才成长，往往经过一个完整项目的历练，就能锻炼出一支实力强劲的队伍，进而开

枝散叶，以点带面。 

3. 结语 

以房建项目为代表的基础设施项目，对转型升级中的电力设计企业是机遇也是挑战。从项目管理的

理论角度来看，虽有部分差异，但管理思路是相通的，相信在经历过短暂的适应和一两个项目的历练后，

电力设计企业能快速的在房建行业中站稳脚跟并长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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