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  例 

建造精品——属于自己的工程 

施工组织设计是用以指导施工组织与管理、施工准备与实施、施工控制与协调、资源的

配置与使用等全面性的技术、经济文件，是对施工活动的全过程进行科学管理的重要手段。

由于受建筑产品及其施工特点的影响，每一个工程项目开工前，都必须根据工程特点与施工

条件来编制施工组织设计。 

◇设想一下你组织建造的未来工程。 

               

       

◇活动规则如下： 

（1）每人准备一张 A4 的白纸，发挥自己的想象，开动脑洞，绘制一幢属于自己的未来

建筑； 

（2）思考自己未来建筑的结构形式、建造工期、需要的资源； 

（3）思考建造该建筑的成本，怎样可以最大限度地节省资金； 

（4）列出该建筑在建造过程中的计划安排； 

（5）检视你的计划安排能否支撑你项目的实施； 

（6）将以上内容写在白纸的背面，时长 30min； 

（7）教师选择有代表性的作品，进行介绍陈述； 

（8）活动结束后作品统一提交由任课教师保存，以供课程结束后进行回顾与对比。 



 

模块 1  建筑施工组织概述 

【学习描述】 

教学内容  本模块主要介绍基本建设及建设项目的相关知识，阐述基本建设程序及其相

互间的关系；根据建筑产品及其施工的特点，叙述施工组织设计的必要性；介绍施工组织设

计的概念、分类、作用、编制原则及编制依据。 

教学要求  本模块让学生了解基本建设及基本建设项目，掌握基本建设程序的主要阶段；

了解建筑产品及其施工特点与施工组织的关系，明确施工组织设计的概念、作用、分类及编

制原则等。 

实践环节  熟悉工程施工的特点，熟悉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程、规范、标准。 

1.1  建设项目的建设程序 

1. 项目 

项目是指在一定的约束条件（如限定时间、限定费用及限定质量标准等）下，具有明确

目标和完整的组织结构的一次性任务或管理对象。 

项目的种类应当按其最终成果或专业特征为标志进行划分。按专业特征划分，项目主要

包括科学研究项目、工程项目、航天项目、维修项目、咨询项目等，还可以根据需要对每一

类项目进一步分类。对项目进行分类的目的是有针对性地进行管理，以提高任务完成的效果

和水平。 

工程项目是项目中数量最大的一类，既可以按照专业将其分为建筑工程、公路工程、水

电工程、港口工程、铁路工程等项目，也可以按管理的差别将其划分为建设项目、设计项目、

工程咨询项目和施工项目等。 

2. 建设项目 

1）建设项目的概念 

建设项目是指按一个总体设计组织施工，建成后具有完整的系统，可以独立地形成生产



 

能力或者使用价值的建设工程。例如：工业建设中的一座工厂、一座矿山，民用建设中的一

个居民区、一幢住宅、一所学校，均为一个建设项目。 

2）建设项目的分类 

基本建设的分类方法很多，按建筑性质划分为新建项目、扩建项目、改建项目、迁建项

目和恢复（重建）项目，按建设项目的用途划分为生产性建设项目和非生产性建设项目，按

国民经济各行业性质和特点划分为竞争性项目、基础性项目和公益性项目，按项目的规模大

小划分为大型、中型和小型建设项目。 

3）建设项目的组成内容 

按照建设项目分解管理的需要，可将建设项目分解为单项工程、单位工程（子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子分部工程）、分项工程和检验批。图 1-1所示为以一个学校为例的项目分解。 

 

图 1-1  建设项目的分解 

（1）单项工程。 

具有独立的设计文件，竣工后可以独立发挥生产能力或效益的一组工程项目，称为一个

单项工程。一个建设项目，可由一个单项工程组成，也可由若干个单项工程组成。单项工程

体现了建设项目的主要建设内容，其施工条件往往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如某学校建设项目中

的图书馆、教学楼、实训大楼、宿舍等。 

（2）单位（子单位）工程。 



 

具备独立单施工条件（具有单独设计，可以独立施工），并能形成独立使用功能的建筑物

及构筑物为一个单位工程，它是单项工程的组成部分。如教学楼的单项工程一般由土建工程、

给排水及暖卫工程、通风空调工程、电器照明工程和机械设备及安装工程、电气设备及安装

工程、热力设备及安装工程等单位工程组成。 

（3）分部（子分部）工程。 

组成单位工程的若干个分部称为分部工程。国家标准《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GB 50300—2013）将建筑工程划分为地基与基础、主体结构、建筑装饰装修、建筑屋面、

建筑给排水及采暖、建筑电气、职能建筑、通风与空调、电梯等 9个分部工程。 

当分部工程较大或较复杂时，可按材料种类、施工特点、施工程序别等划分为若干子分

部工程，如主体结构分部工程可划分为混凝土结构，劲性混凝土结构、砌体结构、钢结构、

木结构及网架和索膜结构等子分部工程。 

（4）分项工程。 

组成分部工程的若干个施工过程称为分项工程。一般是按主要工种、材料、施工工艺及

设备类别等进行划分，如主体混凝土结构可以划分为模板、钢筋、混凝土、预应力、现浇结

构及装配式结构等分项工程。 

分项工程的具体划分见国家标准《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2013）。 

（5）检验批。 

按国家标准《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2013）的规定，建筑工程

质量验收时，可将分项工程进一步划分为检验批。检验批是指按同一的生产条件或按规定的

方式汇总起来供检验用的，由一定数量样本组成的检验体。一个分项工程可由一个或若干个

检验批组成。检验批可根据施工及质量控制和专业验收需要按楼层、施工段、变形缝等进行

划分。 

1.2  基本建设程序 

基本建设程序是指一个项目从决策、实施、验收到交付使用的全部过程。整个建设工程

工作量大、涉及面广、活动空间有限、协作关系复杂且工程风险较大，因此工程建设必须分

阶段、按步骤地进行。根据中国现行工程建设法规规定，基本建设程序可划分为项目建议书、

可行性研究、勘查设计、施工准备（包括招投标）、建设实施、生产准备、竣工验收和后评价

八个阶段。这八个阶段基本上反映了建设工作的全过程。这八个阶段还可以进一步概括为项

目决策、建设准备、工程实施三大阶段。 

1. 项目决策阶段 

项目决策阶段包含提出项目建议书和进行可行性研究两项工作。项目决策阶段以可行性

研究为工作中心，还包括调查研究、提出设想、确定建设地点、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等内容。 



 

1）项目建议书 

项目建议书是建设单位向主管部门提出的要求建设某一项目的建议性文件，是依据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远规划、行业规划、产业政策、生产力布局、市场、所在地的内外部条

件等要求，经过调查、预测分析后，提出的某一项目的建设文件。建议书经批准后才能进行

可行性研究，也就是说，项目建议书并不是项目的最终决策，可以作为政府选择项目和可行

性研究的依据。项目建议书的内容一般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① 建设项目提出的必要性和依据； 

② 拟建工程规模和建设地点的初步设想； 

③ 资源情况、建设条件、协作关系等的初步分析； 

④ 投资估算和资金筹措的初步设想； 

⑤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估计。 

项目建议书按要求编制完成后，应即时报送有关部门审批。 

2）可行性研究 

项目建议书获得批准后，对项目在技术上是否可行和经济上是否合理进行科学的分析和

论证。通过对建设项目在技术、工程和经济上的合理性进行全面分析论证和多方案的比选，

提出科学的评价意见。可行性研究报告的主要内容是： 

① 建设项目提出的背景、必要性、经济意义和依据； 

② 拟建项目规模、产品方案、市场预测； 

③ 技术工艺主要设备、建设标准； 

④ 资源、材料、燃料供应和运输及水、电条件； 

⑤ 建设地点、场地布置及项目设计方案； 

⑥ 环境保护、防洪、防震等要求与相应措施； 

⑦ 劳动定员及培训； 

⑧ 建设工期和进度建议； 

⑨ 投资估算和资金筹措方式； 

⑩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分析。 

可行性研究的主要任务是对多种方案进行分析、比较，提出科学的评价意见，推荐最佳

方案。在可行性研究的基础上，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我国对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审批权限做

出明确规定，必须按规定将编制好的可行性研究报告送交有关部门审批。经批准的可行性研

究报告是初步设计的依据，不得随意修改和变更。如果在建设规模、产品方案等主要内容上

需要修改或突破投资控制数时，应经原批准单位复审同意。 

2. 建设准备阶段 

这个阶段主要是根据批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成立项目法人，进行工程地质勘查、初步

设计和施工图设计，编制设计概算，安排年度建设计划及投资计划，进行工程发包，准备设



 

备、材料，做好施工准备等工作，这个阶段的工作中心是勘查设计。 

1）勘查设计 

设计文件是安排建设项目和进行建筑施工的主要依据。设计文件一般由建设单位通过招

投标或直接委托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进行设计。编制设计文件是一项复杂的工作，设计之

前和设计之中都要进行大量的调查和勘测工作，在此基础之上，根据批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将建设项目的要求逐步具体化成为指导施工的工程图纸及其说明书。 

设计是分阶段进行的。一般项目进行两阶段设计，即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技术

上比较复杂和缺少设计经验的项目采用三阶段设计，即在初步设计阶段后增加技术设计

阶段。  

（1）初步设计：初步设计是对批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所提出的内容进行概略的设计，作

出初步的实施方案（大型、复杂的项目，还需绘制建筑透视图或制作建筑模型），进一步论证

该建设项目在技术上的可行性和经济上的合理性，解决工程建设中重要的技术和经济问题，

并通过对工程项目所作出的基本技术经济规定，编制项目总概算。 

初步设计由建设单位组织审批，初步设计经批准后，不得随意改变建设规模、建设地址、

主要工艺过程、主要设备和总投资等控制指标。 

（2）技术设计：技术设计是在初步设计的基础上，根据更详细的调查研究资料，进一步

确定建筑、结构、工艺、设备等的技术要求，以使建设项目的设计更具体、更完整，技术经

济指标达到最优。 

（3）施工图设计：施工图设计是在前一阶段的设计基础上进一步形象化、具体化、明确

化，完成建筑、结构、水、电、气、工业管道及场内道路等全部施工图纸、工程说明书、结

构计算书以及施工图预算等，在工艺方面，应具体确定各种设备的型号、规格及各种非标准

设备的制作、加工和安装图。 

2）施工准备 

施工准备工作在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准后就可着手进行，通过技术、物资和组织等方面的

准备，为工程施工创造有利条件，使建设项目能连续、均衡、有节奏地进行。其主要工作内

容是： 

① 征地、拆迁和场地平整； 

② 工程地质勘查； 

③ 施工用水、电、通信及道路等工程； 

④ 收集设计基础资料，组织设计文件的编审； 

⑤ 组织设备和材料订货； 

⑥ 组织施工招投标，择优选定施工单位； 

⑦ 办理开工报建手续。 

施工准备工作基本完成，具备了工程开工条件之后，由建设单位向有关部门交出开工报

告。有关部门对工程建设资金的来源、资金是否到位及施工图出图情况等进行审查，符合要

求后批准开工。 



 

做好建设项目的准备工作，对于提高工程质量，降低工程成本，加快施工进度，都有着

重要的保证作用。 

3. 工程实施阶段 

工程实施阶段是项目决策的实施、建成投产发挥投资效益的关键环节。该阶段是在建设

程序中时间最长、工作量最大、资源消耗最多的阶段。这个阶段的工作中心是根据设计图纸

进行建筑安装施工，还包括做好生产或使用准备、试车运行、进行竣工验收、交付生产或使

用等内容。 

1）建设实施 

建设实施即建筑施工，是将计划和施工图变为实物的过程，是建设程序中的一个重要环

节，要做到计划、设计、施工三个环节互相衔接，投资、工程内容、施工图纸、设备材料、

施工力量五个方面的落实，以保证建设计划的全面完成。 

施工之前要认真做好图纸会审工作，编制施工图预算和施工组织设计，明确投资、进度、

质量的控制要求。施工中要严格按照施工图和图纸会审记录施工，如需变动应取得建设单位

和设计单位的同意；要严格执行有关施工标准和规范，确保工程质量；要严格按合同规定的

内容全面完成施工任务。 

2）生产准备 

生产准备是项目投产前由建设单位进行的一项重要工作。它是衔接建设和生产的桥梁，是

建设阶段转入生产经营的必要条件。建设单位应及时组成专门班子或机构做好生产准备工作。 

生产准备工作的内容根据工程类型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一般应包括下列内容： 

① 组建生产经营管理机构，制定管理制度和有关规定； 

② 招收并培训生产和管理人员，组织人员参加设备的安装、调试和验收； 

③ 生产技术的准备和运营方案的确定； 

④ 原材料、燃料、协作产品、工具、器具、备品和备件等生产物资的准备； 

⑤ 其他必需的生产准备。 

3）竣工验收 

竣工验收是全面考核建设成果、检验设计和工程质量的重要步骤，是投资成果转入生产

或使用的标志。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应符合以下要求： 

① 参加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的各方人员应具备规定的资格； 

② 单位工程完工后，施工单位应自行组织有关人员进行检查评定，并向建设单位提交工

程验收报告； 

③ 建设单位收到工程验收报告后，应由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组织施工（含分包单位）、

设计、监理等单位（项目）负责人进行单位（子单位）工程验收； 

④ 单位工程质量验收合格后，建设单位应在规定时间内将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和有关文件



 

报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4）后评价 

建设项目一般经过 1～2年生产运营（或使用）后，要进行一次系统的项目后评价。建设

项目后评价是我国建设程序新增加的一项内容，目的是肯定成绩、总结经验、研究问题、吸

取教训、提出建议、改进工作，不断提高项目决策水平和投资效果。项目后评价一般分为项

目法人的自我评价、项目行业的评价和计划部门（或主要投资方）的评价等三个层次组织实

施。建设项目的后评价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① 影响评价：对项目投产后各方面的影响进行评价。 

② 经济效益评价：对投资效益、财务效益、技术进步、规模效益、可行性研究深度等进

行评价。 

③ 过程评价：对项目的立项、设计、施工、建设管理、竣工投产、生产运营等全过程进

行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