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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管理中多维度风险管控体系的构建实践

单 婷
长三角（嘉兴）城乡建设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 嘉兴 314000

摘� 要：建筑工程管理过程中存在多种潜在风险因素，需要建立系统化的风险管控机制。通过对某大型住宅项目

实践案例的跟踪研究，采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方法，构建了包含施工质量、安全管理、进度控制和成本管理

等维度的风险管控体系。研究表明，施工质量风险权重为0.35，安全管理风险权重为0.28，进度控制风险权重为0.22，
成本管理风险权重为0.15。基于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了全过程监控、分级管理、动态预警等风险管控策略，为建筑工
程管理提供了可操作性强的风险防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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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随着建筑工程规模不断扩大和施工工艺日趋

复杂，工程管理中的风险因素呈现多样化、关联性和动

态性特征。传统单一维度的风险管理方法已难以满足现

代建筑工程的管理需求。构建多维度风险管控体系，实

现风险的系统识别、科学评估和有效防控，对提升建筑

工程管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建立完善的风险管控

机制，可有效降低工程风险发生概率，保障工程质量和

施工安全，实现项目目标。

1 多维度风险管控体系的理论基础

1.1  风险管理理论概述
风险管理理论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经过持续发展

已形成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建筑工程风险管理遵循风

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应对和风险监控四个基本环

节。风险识别阶段重点确定潜在风险因素及其影响范

围；风险评估阶段运用定性和定量分析方法，评估风险

发生的可能性及其影响程度；风险应对阶段制定相应的

防控措施；风险监控阶段对风险状态进行动态跟踪。项

目风险管理理论强调系统性原则、动态性原则和经济性

原则，通过建立风险管理机制，降低风险发生概率，减

少风险损失。建筑工程风险管理理论的发展趋势体现为

管理手段信息化、评估方法精准化、防控措施智能化。*

1.2  多维度风险识别方法
多维度风险识别采用系统工程学方法，从质量、安

全、进度、成本等多个维度开展风险因素分析。层次分

析法将风险要素分解为不同层次，建立风险指标体系；

故障树分析法通过逻辑关系揭示风险事件的成因；专家

调查法依托领域专家经验识别潜在风险；案例分析法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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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总结类似工程项目风险事件规律发现风险因素。风险

识别过程中应注重风险因素的关联性分析，准确把握不

同维度风险之间的相互影响。项目实践表明，采用多种

方法相结合的风险识别方式，能够提高风险识别的全面

性和准确性。

1.3  风险评估模型构建
风险评估模型是对风险进行定量分析的重要工具。

模糊综合评价法通过建立评价指标集和评语集，确定风

险因素权重，实现风险等级的量化评估。层次分析法结

合专家判断确定风险指标权重，构建风险评估矩阵。神

经网络模型运用历史数据进行训练，建立风险评估的非

线性映射关系。蒙特卡洛模拟法通过大量随机抽样计算

风险概率分布[1]。风险评估模型的选择需考虑数据可获得

性、计算复杂度等因素，评估结果应具备可靠性和实用

性。模型验证过程应采用实际工程数据进行检验，确保

评估结果的准确性。

2 工程管理风险因素分析

2.1  施工质量风险分析
施工质量风险涉及材料、人员、设备、工艺等多个

环节。材料质量风险主要表现为原材料不合格、存储养

护不当、检验把关不严等问题。施工现场抽样调查显

示，混凝土原材料质量不合格率达3.2%，钢筋材料不合
格率为2.1%。人员因素风险源于施工人员技术水平参差
不齐、操作不规范、质量意识薄弱等问题，统计数据表

明，因人员操作失误导致的质量缺陷占比达35%[2]。设备

风险体现在设备性能老化、维护不及时、操作不当等方

面。工艺风险涵盖施工工艺选择不当、工艺参数控制不

严、施工工序衔接不合理等问题。质量控制体系风险源

于质量管理制度不健全、监督检查不到位、质量责任划

分不明确等因素。实地调研发现，85%的质量问题可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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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过程控制得到有效预防。质量风险防控应强化原材

料检验、规范施工操作、完善质量管理制度。

2.2  安全管理风险分析
安全管理风险涉及高处作业、临时用电、机械设

备、消防等多个方面。高处作业风险主要包括安全防护

不到位、操作人员违规作业、安全设施缺失等。现场统

计数据显示，高处坠落事故占安全事故总数的42%。临
时用电风险涉及线路敷设不规范、漏电保护失效、用电

设备管理混乱等问题。机械设备安全风险表现为设备运

行维护不当、特种作业人员资质欠缺、安全警示标识缺

失等。消防安全风险体现在消防设施配置不足、应急疏

散通道堵塞、易燃易爆材料管理不当等方面。安全教育

培训不足导致作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应急处置能力不

足。安全管理制度执行不力，安全检查流于形式，隐患

整改不及时等问题普遍存在。分析表明，加强安全管理

制度执行力度，建立健全应急响应机制，能够降低安全

事故发生率。

2.3  进度控制风险分析
进度控制风险主要源于计划编制、资源配置、工序

衔接等环节。进度计划编制存在工期估算不准确、关键

路径识别不清晰、计划弹性不足等问题。资源配置风险

表现为劳动力、材料、机械设备等生产要素供应不及时

或调配不合理。工序衔接风险源于施工工序安排不当、

专业交叉作业协调不足、工序搭接不合理等因素。天

气、环保等外部条件变化对施工进度造成影响。项目管

理经验显示，45%的工期延误由资源配置不当引起，30%
源于工序衔接问题，25%受外部因素影响[3]。进度管理信

息化水平不足，导致进度动态监控效果欠佳。项目实践

证明，采用动态进度管理方法，合理优化资源配置，加

强工序协调管理，能够有效控制工期风险。

2.4  成本管理风险分析
成本管理风险涉及造价控制、资金管理、合同管理

等多个层面。造价控制风险主要表现为工程量计算错

误、材料价格波动、人工费用上涨等。数据分析显示，

材料价格波动导致的成本增加占比达38%。资金管理风
险包括资金筹措不及时、资金使用效率低下、资金调度

不合理等问题。合同管理风险源于合同条款不完善、索

赔管理不当、变更管理混乱等因素。成本管理制度不健

全，成本控制目标分解不到位，成本核算不准确等问题

影响成本管理效果。项目统计数据表明，60%的成本超支
可通过加强过程管控得到控制。工程实践证实，建立全

过程成本管理机制，实施动态成本监控，规范变更索赔

管理，能够提高成本管理水平。

3 多维度风险管控体系的构建

3.1  风险管控体系框架设计
风险管控体系框架采用分层分级结构设计，包含组

织管理层、风险识别层、评估控制层和信息支持层四个

层面。组织管理层明确各级管理人员职责分工，建立

风险管理组织体系，设立风险管理委员会统筹协调风险

管控工作。风险识别层运用多种风险识别方法，建立风

险清单，编制风险分解结构图。评估控制层包括风险评

估、风险应对和风险监控三个环节，实现风险的定量化

评估和系统化管控[4]。信息支持层为风险管控提供数据支

撑和技术保障，建立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各层级之间建

立信息传递机制，形成闭环管理。项目实践表明，该框

架结构能够实现风险管理的系统化运作，提高风险管控

效率。实证研究显示，采用分层分级管理模式，风险管

控效率提升35%，风险发生率降低42%。
3.2  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建立
风险评估指标体系采用层次结构模型，设置目标

层、准则层和指标层三个层次。目标层为工程项目整体

风险水平；准则层包括质量风险、安全风险、进度风险

和成本风险四个维度；指标层细分为具体评估指标。质

量风险评估指标包括材料质量合格率、施工工艺规范

性、质量缺陷率等；安全风险评估指标涵盖安全事故发

生率、安全防护措施完善度、安全培训覆盖率等；进度

风险评估指标包含工期偏差率、资源供应及时率、工序

衔接合理性等；成本风险评估指标包括成本偏差率、资

金周转率、变更索赔率等。指标权重通过层次分析法确

定，采用专家打分法进行指标赋值。实际应用证明，该

指标体系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评估结果准确

度达到90%以上。
3.3  风险预警机制构建
风险预警机制基于风险评估结果，建立分级预警标

准和响应流程。预警等级分为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

四个级别，对应重大风险、较大风险、一般风险和低

度风险。风险预警指标依据历史数据和专家经验设定阈

值，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判定风险等级。预警信息发

布采用多渠道方式，确保信息及时传递到相关责任人。

针对不同预警等级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明确处置流程

和责任分工。建立预警信息反馈机制，对预警效果进行

评估和优化。项目数据显示，实施风险预警机制后，重

大风险事件发生率降低68%，风险损失减少52%。预警
机制的动态优化和持续改进对提升预警效果具有重要作

用。工程实践验证，该预警机制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有

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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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风险管控优化方法

4.1  全过程动态监控机制
全过程动态监控策略贯穿项目准备、实施、竣工各

阶段，实现风险管控的持续性和系统性。准备阶段重点

进行风险因素识别和评估，制定风险防控措施。实施

阶段运用动态跟踪技术，对施工质量、安全管理、进度

控制和成本管理等关键指标进行实时监测。项目数据显

示，实施全过程动态监控后，风险预警准确率提升至

92%。建立定期巡查与专项检查相结合的监控机制，形成
监控数据分析报告，及时发现和消除风险隐患。监控结

果纳入绩效考核体系，强化风险管控责任落实[5]。竣工阶

段对整体风险管控效果进行系统评估，总结经验教训，

形成风险管理档案，为后续项目提供参考依据。

4.2  分级分类管理体系
分级分类管理策略基于风险评估结果，对不同类型

和等级的风险实施差异化管理。风险分类涉及质量风

险、安全风险、进度风险和成本风险四个维度，风险等

级划分为A、B、C三级。A级风险采用重点监控策略，实
施日报告制度，由专门团队进行全过程跟踪，发现问题

立即处置；B级风险执行周期性检查制度，每周开展专项
检查，形成检查报告；C级风险纳入常规管理。风险等级
实行动态调整机制，基于风险指标变化进行级别调整。

统计数据表明，分级分类管理使风险处置效率提高45%。
针对不同风险类型建立专项管理小组，制定专门的管控

措施，提高风险管控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各类风险之间

建立关联分析机制，研究风险因素的交互影响，实现风

险管控的协同效应。通过定期召开风险管理工作会议，

总结评估分级分类管理成效，持续优化管控措施。

4.3  信息化管理平台
基于某大型住宅项目的实践数据，采用定量分析方

法对风险管控体系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风险因素权重

分析显示（图1），施工质量风险权重最高，达到35%，
体现了质量管理在工程项目中的核心地位；安全管理风

险权重为28%，反映了安全管控的重要性；进度控制风险

和成本管理风险权重分别为22%和15%，构成工程管理的
重要组成部分。权重分布结果为风险管控资源配置提供

了重要依据。

图1 建筑工程风险因素权重分布

结语

通过对建筑工程管理中多维度风险管控体系的研究

与实践，证实了该体系在工程风险防控方面的有效性。

实践表明，建立科学的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实施动态化

的风险监控机制，采取分级分类的管理策略，能够显著

提升风险管控效果。研究成果可为建筑工程管理提供理

论指导和实践参考，对推动建筑行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积

极意义。未来研究方向可进一步探索风险管控的智能化

方法，提升风险防控的精准性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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