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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PDCA cycle method in the whole 
process management of university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Yan Chen, Ke Yang
Beijing Vocational College of Finance and Trade, Beijing 101101, China

Abstract：Taking the management of major ongoing projects in the infrastructure department of a university in Beijing 
as an example,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DCA cycle method in the entire process management. 
Analyze the risk factors such as cost, schedule, and quality that affect the refined management of engineering, and 
propose key methods such as contract constraints,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the use of BIM technology to build 
a project collaborative management platform, to construct a PDCA cycle closed-loop application model for major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in universities. The application of PDCA method has greatly improved the efficiency of refined 
management throughout the entire process of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ensuring the smooth completion of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and suppor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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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CA循环法在高校基建项目全过程管理中的应用研究

陈岩 杨克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中国·北京 101101

摘 要：以北京某高校基建部门的重大在建项目管理为例，开展 PDCA 循环法的全过程管理应用研究。解析影
响工程精细化管理的成本、进度、质量等风险因素，提出重点采用合同约束、绩效考评、采用 BIM 技术构建
项目协同管理平台等方法，构建高校重大基建项目的 PDCA 循环闭环应用模式。PDCA 法的应用极大的提高了
基建项目全过程精细化管理效能，保障了基建项目顺利完工，助力了学校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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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家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

划，是中国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为建设一批引领改

革、支撑发展、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高等职业学校

和骨干专业（群）的重大决策建设工程，亦是推进中

国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决策。高校基础建设是学校可持

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建设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

校和专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各高职院校凝心

聚力推进“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

国家和地方对高校新建或改扩建项目的数量、规模、

功能、质量等方面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1]。目前高

校精细化管理内容的范围不断扩大，已从制度、经费

管理上升到资源、服务层面的管理[2]，因此，对于影

响高校办学条件、未来发展规模的精细化管理工作成

为各高校重点关注的领域。

PDCA循环法作为管理学中的经典模型，分为Plan

（计划）、Do（执行）、Check（检查）和Act（改

进）四个阶段，是全面进行质量管理和品质提升遵循

的科学程序[3]。应用PDCA循环法进行高校基建项目全

过程管理，不仅可以帮助规范、完善基建项目过程内

控制度，有效提升基建项目精细化管理水平，而且对

基建项目最终顺利竣工验收至关重要，保障高校财政

资金的使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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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校大型基建项目管理的难点

2.1 大型基建项目管理经验不足

高校设定专门的基建部门，定岗定编，组建一个

完整的基建团队进行全过程项目管理。但对于新建或

改扩建量大、投资额大的项目，往往工期紧张，在建

设流程、前期手续、设计施工、和竣工结算等等各方

面进行全过程管理，只靠基建部门在编人员的人手和

力量，其基建工程专业技术相对缺乏，大型项目管

理经验不足[4]，难以按时高效完成全过程项目管理的

需求。

2.2 全过程精细化管理难度大

为了提升高校基建部门的大型项目管理水平，引

入全过程管理公司，对工程项目建设实施专业化监督

管理，严格控制项目投资、工期、质量，竣工验收合

格后交付给建设单位[5]。目前，很多全过程管理公司

仍是将原来各专业咨询工作进行简单的组合，各专业

人员缺乏交叉检查、复核和协同工作，发现问题不及

时。使用单位在工程建设过程中使用需求不断细化，

细化需求可能造成建设项目投资超出预算，难以平

衡投资控制与使用需求，也是高校类基建项目管控的

难点[6]。

3 PDCA循环模式在基建全过程管理中的实践

北京某高职院校“产教融合实训中心”基建项

目，作为国家“十四五”教育强国推进工程，旨在全

心全力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城市副中心建设，属

于国家财政资金全额拨款项目。计划于未来两年内完

工，工程管理比较复杂。

高校基建管理部门在基建项目全过程管理中应用

PDCA循环法，实践应用中具体分为四个阶段。不断

优化项目立项入库、勘察设计、项目报建、项目招

标、合同管理、施工阶段，竣工结算，财务部门的竣

工决算等整个工作流程制度的建设，形成一套切合实

际、科学高效的精细化管理方法。对各阶段出现的风

险因素进行管控，使基建工程整个生命周期形成一个

闭环。每一个阶段都紧紧相扣,上一环节高质量完成，

密切影响着下一环节的有效开展。

3.1 P阶段——工程前期计划制定

基建管理人员从成本管理、进度管理、质量管理

三个方面明确工程管理中可能会出现的常见问题，找

出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制定措施。项目管理人员的关

注重点是进度和质量管理，成本管理往往被排在后

边，而高校基建项目一旦成本超出概算，就会影响高

校在科研和教育方面的投入，因此基建项目成本管理

也同样重要。本阶段主要从成本控制方面进行分析。

3.1.1 成本控制存在的问题

高校在申报基建项目时以基建部门为主，使用单

位参与度较低，对建设内容的描述较为简单，缺乏科

学详细的研究。设计任务书缺少设计深度，影响设计

的准确性。起草合同过程中，缺少对工程造价进行具

体的限定，缺少对设计变更的界限条件进行明确。在

项目建设方面，有关部门制定工程定额有一定的滞后

时间[7]，一些建筑公司利用这个漏洞，增加过多的建

筑预算。这些都会造成项目成本的增加。

3.1.2 成本控制的对策

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依次阐述成本控制的精细

化管理对策：

（一）构建基建项目实施信息平台，接受相关部

门的督查。

从项目负责人立项入库、项目申请、第三方审计

等的程序、最后是出库、完成项目的招标，将学校的

基建管理流程展示在综合信息大平台上，接受财务、

审计、纪委的监督，保质保量，遵纪守法，提高基建

项目的立项估算、招投标信息透明度，打造优质阳光

工程。

（二）项目前期合同的科学签订。

合同管理人员应该具备基本的法律知识，使用国

家规定的合同标准范本，确保必备条款的完整性，结

合工程实际情况，写明合同金额的计算方法、付款

的具体条件、合同风险防范对策、违约责任等，最

大程度的将法律风险、经济损失控制在签订合同的过

程中。在合同实施前，要实施合同的交底，主要包括

关键条款和风险点。组织项目管理人员学习合同中的

工程范围、工程要求、工期、安全要求、合同计价方

法、验收方法、付款方式、委托方和受托方的权益和

义务、工程变更及解决争议的方式、违约责任等。 

（三）重视绩效考评制度。

重视绩效考核是预算法的规范之一，是一种控制

成本的有效措施，因此，高校要根据学校基建项目的

实际状况，重视项目前期、中期、后期的绩效评价

工作。各预算主体在申请预算资金的同时，设置科

学合理的绩效评价目标，尤其要考虑建设项目内容与

学校事业发展规划、校园规划内容相适应，然后根据

目标有针对性的制定出绩效评价指标及预期想达到的

指标值，主要包括产出指标、效益指标、社会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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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中期，是项目执行阶段，是项目立项、设计、招

投标、施工、验收等阶段，对项目全过程的投资、进

度、质量、安全、合同、支付进度等方面进行综合分

析。后期的绩效评价是检验实际指标值与绩效设定的

指标值是否一致，工程质量知否达标，对后续其他项

目的绩效考评管理提供科学有效的建议。

（四）重视项目概算评审工作。

项目概算评审作为全过程公司的基础性工作，建

设方要重点抓好项目概算审核，完善前期设计，减少

后期变更。通过建设方、全过程管理公司、设计单位

和投资部门的协调沟通，确保概算的科学合理性。擅

自进行设计变更是超概算的主要原因之一，对此问

题，必须建立严格的设计变更审批制度，只有经过建

设方、全过程管理公司的协商同意并经过投资主管部

门的批准同意，才能进行合理的设计变更，否则按照

合同要求严格追究全过程管理公司的责任。

3.2 D阶段——项目实施

在实施阶段对建筑工程质量采用专业化管理，是

全过程公司管理工作的主要目标之一。建设方采取及

时跟进项目进展，多次实地查看的方法，从项目进度

控制和质量控制两个层面进行监督和审核：

3.2.1 从进度方面进行控制

施工单位应该严格遵循提前制定的施工计划，展

开施工，但实际施工情况往往不能保证与计划施工内

容一致，主要受到施工材料供应延迟、人员配备不

足、设计变更、环境等因素影响。为尽可能避免这些

影响，管理人员应当通过以下措施，积极解决问题：

与供应商联系，加快材料供应速度；制定详细的施工

计划和人员分配；及时与设计部门沟通，按照制度执

行设计变更的程序。

3.2.2 从管理方面进行控制

（一）施工技术精细化管理

基建工程涉及的施工技术分类多，包括基础施

工、土方施工、混凝土施工等。施工技术是影响施工

质量和施工进度的重要因素，管理人员要结合施工图

纸，掌握施工技术要求，把控好关键施工技术和施工

工序，对施工人员施工技术进行有效监管。

（二）管理人员精细化管理

定期组织管理人员参加有关业务的培训，比如

BIM技术专业人才培训，目前对BIM技术应用最广泛

的是对施工阶段的全面监控。一方面是积极联合相关

职能部门和参建方一起管理协同管理平台，为相关部

门添加一定的功能权限，通过平台提供的数据，帮助

掌握工程进度，与智慧校园网络平台对接，避免建筑

单体交付后二次改造所造成的资金浪费。另一方面，

借助现场智能航拍，对施工现场进行质量督查，发现

不合格施工技术会智能报警，有助于及时改正问题，

避免建筑出现工程质量不达标的隐患。

（三）合同精细化管理

在施工阶段对合同进行管理，是合同管理的重要

环节。在这个阶段精细化管理重点工作是，一方面跟

踪合同签订双方是否按照合同责任履行，工程范围是

否和合同上的工程范围相一致，工程变更是否超出合

同约定；工程进度是否和合同中的进度一致、已完工

工程验收（包括隐蔽工程）是否满足质量标准；工程

款的支付是否与合同条款中规定的支付进度要求一

致；工程可能存在的风险是否在可控范围，风险点采

取的控制措施是否有效。另一方面，把合同责任落实

到个人，督促相关部门和个人工作协调一致，以免出

现违约行为。

（四）全过程管理精细化管理

每周组织一次施工例会，坚持不定期检查项目施

工情况，及时解决施工中出现的问题，确保施工责任

落实到每一个人，对出现严重工作失误的工作人员进

行相应的处罚。主要包括：一方面对项目实施过程中

会出现隐秘性的质量问题，加强质量监督、质量控

制，及时发现问题并处理。另一方面对进场的材料进

行质量检查，核对相关材料的质量文件，加强施工材

料的管理。

3.3 C阶段——项目检查 
影响项目检查阶段的精细化管理要素主要包括项

目的竣工验收、结算审计、项目支付、项目绩效评

价、项目材料的归档工作等。

全过程管理公司在验收阶段的主要工作是组织监

理、设计单位进行项目验收，是对工程质量的把关活

动。竣工验收对施工质量、工程成本进行重点验收。

根据施工设计方案对施工质量进行分项验收，发现问

题要及时查明原因并解决。按照签约合同中的工期核

实是否按时完工。项目验收合格后，完成合同的统计

归档工作，及时结入固定资产科目，后续配合学校财

务完成竣工决算工作，以及需要向上级部门报送的其

他工作。

3.4 A阶段——项目处理阶段

通过对前三个阶段的实施，在A阶段的主要工作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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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分析项目结果、发现问题、提出整改措施，不断论

证和改正，对出现的遗留问题转交到下一个PDCA循

环中，持续改进PDCA循环管理方法内容，为后续基

建项目总结经验教训。

全过程管理公司，虽作为工程建设主体，但高校

要用合同约定代理建设权限范围，在管理过程中要全

程参与并进行监督，做到部分管理工作委托，但责任

不委托。对于提到的在设计、施工、检查阶段需要监

控的指标可能会出现的问题，要重点督查，并提前制

定好处理措施，保证遇到此类突发情况，能够及时处

理。对于在施工中出现的较大的设计变更，严格执行

变更程序，不能影响工程进度，延误工期。

合同能够对整个项目的建设情况进行如实的反

应，因此在履约结束后，高校应展开对合同履约情况

进行评价的工作，找出合同执行过程中遇到的干扰因

素，进行总结经验和教训，持续改进PDCA循环管理

方法内容，将对后续的精细化管理流程和制度的制定

提供重要的参考价值。

4 结束语

PDCA循环法在高校基建管理工作中的应用，

通过主动增强风险管控意识，不断完善风险管控体

系，明确了项目管理单位、使用单位、全过程管理

公司、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等工作分工，强化了项

目建设全过程的动态管控，提升了基建项目精细化

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了高校基建部门的管理效

能，为项目的顺利实施奠定了基础，保障了国有资

金的合理高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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