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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传统的项目组织体系、运作机制和管理模式存在一些弊

端，致使项目管理中的执行力普遍不高。尤其是项目管理中

的执行过程中，由于缺乏内在的执行氛围和外在的监督约束

，各项制度难落实、假落实和落实变形走样的问题时有发生

，这种状况存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管理制度本身不够完善

导致执行的困惑。制度设置与运作的目的在于服务和规范行

为，提高工作效率。当前一些项目管理制度呈现多而全的现

象。但为何执行效果仍不够理想？一是制度本身重复过多。

如某企业项目部的《管理制度汇编》就多达300多页，过多的

重复不要说项目管理者通读觉得累，更不要说文化程度普遍

较低的班组作业人员了。二是部分制度本身缺乏针对性。由

于一些制度制订存在照抄照搬现象，上级说“要怎样”，下

级就照葫芦画瓢“要怎样”，至于是不是适应项目现状，能

不能执行就不再过问。三是制度本身制订不完善。如有的制

度太超前、流程设置太多，执行成本太高；有的则太宽泛，

导致执行困难；有的制度相互之间匹配存在一定的问题，不

能构成有机联系。由于制度本身没有遵循“可达到性”和“

合理性”原则，从而导致执行者的执行困惑。 制度执行缺乏

文化氛围导致执行的偏差。任何施工企业对项目管理制度执

行的标准都是一致的。然而在现实中，由于项目承包形式的

多样性，管理者自身对制度认识的偏差性，以及班组作业利

益的差异性，导致项目规章制度执行不易。如一些项目部由



于自身利益的驱动，对有利的制度执行，不利的就放在一边

。一些项目部一方面热衷于新制度的制定，另一方面仍习惯

听从项目经理的指令行事，所采取的管理不是 “制度管人、

管事”，而是倾向于“人治”。一些项目的管理制度仅用于

装饰墙面或停留在口头上，及时执行也仅满足于应付、凑合

，更不用说执行过程中的具体措施和办法。项目管理制度执

行中的不一致或出现这样那样的偏差，这源于传统的固有文

化、过于宽松的工作习惯和新制度要求的压抑，也是企业执

行文化的缺失，形不成一种雷厉风行、不折不扣执行的良好

氛围。 制度执行缺乏督促机制导致执行的不力。一些项目管

理者往往乐于布置任务，但对完成任务过程中如何执行制度

却交底不多，以为制度早就有，无需多讲。但对执行者来说

，却并非你讲了什么他就做什么。相反常常是你督促检查什

么，他才会干什么、干好什么，这都是因为缺乏强有力的监

督落实机制所造成。监督的不力也极易造成有章不循、违章

指挥、违章操作，如制度要求施工企业作业中安全防护设施

必须齐全到位，但是当进度与安全出现矛盾时，为了进度项

目部对班组的安全管理制度执行就不再过多要求，最终导致

事故的发生。所以项目管理制度宣传到岗到责，并不等于员

工自觉执行到位。规章制度仅靠口头宣讲还不够，必须有相

关管理者来承担监督落实责任，必须对施工操作人员执行规

章制度的过程进行追踪，必须形成责任制衡、督促检查、考

核激励三个环节“闭环运作”的执行链条，才能确保制度的

有效执行。 为制度动手术 由于建筑施工涉及范围很广，国家

、各省市地区都有相应的法规、标准、条例、规范和要求，

项目管理制度要体现这方面的内容与要求是对的，但也要充



分考虑项目工地的流动性和施工作业人员文化程度普遍不高

的特点，规章制度的制定不能太复杂，应适应项目管理特点

，符合生产作业客观规律，便于广大施工人员执行和遵守，

这就需要对项目原有的规章制度进行梳理。 应对管理制度进

行适当“消肿”。对一些打印出来厚厚一叠的管理制度进行

“瘦身”“消肿”是有必要的。其办法就是将其缩减为小册

子，便于携带、便于翻阅、便于记忆，作业人员一看就懂，

拿起来易执行，这是制度执行快速高效所必须具备的基础。 

让管理制度便于操作。提升执行力，强调的是复杂问题简单

化，简单的问题尽可能量化，量化的问题尽可能流程化、规

范化和标准化。对于制度流程的设计与制定不能太复杂，要

具有可操作性、可运行性和可实现性。 不断完善各项规章制

度。制度建设是企业的一项长期性工作，无论何种制度经过

一段时间、一个过程后都要进行必要的修订与完善。每项制

度出台前要多听取实际执行者的意见，出台后对制度执行是

否符合制度设置的本意进行追踪、调研，只有符合法规、标

准、条例和规范要求，能推进项目经营目标的实现，能提高

执行效能和效率的，才能最终固化成易于理解和运用执行的

规章制度。 营造执行氛围 建章立制和完善制度仅是第一步。

重要的是要将制度执行落实到位，发挥其效能。这就需要项

目部形成一种良好的执行文化氛围。执行文化其本质就是一

种制度文化，就是将项目的各项目标转化为具体任务。培育

执行文化理念，并形成执行文化的氛围，就必须坚持以人为

本，培育执行文化的氛围，使项目上下人人形成自觉遵章守

纪的习惯。 加强规章制度的学习培训。通过对管理制度的学

习培训，进一步弄懂项目规章制度的涉及范围、有多少内容



、如何去做，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做到什么程度才算标准，

以此使作业人员认识到“岗岗有标准，事事有规范”，真正

将制度执行理念扎根于行为规范之中。 建立项目的执行氛围

。要强调制度执行中的“三办事”原则，即按制度办事，按

程序办事，按客观规律办事；强调制度执行者对“事”负责

，而不是对“人”负责；强调上下遵守同一规章制度，不断

提高自身素质和改变不良行为习惯，使执行力真正成为每位

执行者的基本功和必备素质，惟此，才能在项目上下形成良

好的执行氛围。 项目管理者要带头执行规章制度。一个好的

执行氛围的形成离不开项目管理者身体力行的实践。提升执

行力并非专门针对班组作业人员。项目管理者其实都有带头

执行、率先垂范的责任和义务。管理者带头执行制度本身便

是在为作业人员创造执行氛围。因而项目经理、班组人员必

须带头严格遵纪守法，带头执行规章制度，以自身规范的行

为来引导项目施工人员将规章制度内化于心，外行于行，并

做到相互配合、相互协作，进而在项目中养成一种人人、事

事、处处自觉遵章守纪的行为习惯。 长效机制孕育执行力 项

目管理制度作为项目经营活动的规范和行为准则，具有很强

的约束性和强制性。因此，无论是企业职能部门，还是项目

部都要着力构建“制度管人、制度管事”的长效监督机制，

加强对制度执行过程中的监督管理，增强对制度执行过程的

监督机制，加强对制度执行过程的监督管理，增强和保障项

目规章制度的有效执行。这是提高项目执行效率，提升制度

执行力的重要手段。 构建以责任制衡为主的执行机制。要夯

实制度管理基础，就必须自上而下地构建起“一级抓一级、

一级对一级负责”的责任制衡、责任追究机制。企业对项目



制度执行的监管负有责任，无论工程大小，都要从严管理。

要使企业各项规章制度都不打折扣地贯彻落实到底，就要切

实做到有章必依、违章必究。不能因时间、地点、对象的变

化，不能因各种理由或碍于情面或怕得罪人而不了了之，在

制度面前必须一视同仁，对谁都不能通融。只有这样才能确

保政令畅通，令行禁止。 构建以督促检查为主的落实机制。

项目部也要经常对制度执行进行督促和检查。督促能有效地

避免执行者工作中的惰性和盲目性；而检查则是确保制度执

行在正常范围内有效运行的保证。检查过程中的督促，既是

对执行者的鞭策，也是增强执行力的保障。要使制度真正掷

地有声、落到实处，督促检查一定要坚持高标准、严要求，

一旦发现问题，应立即采取针对性的修补措施。填补执行过

程中的“木桶短板”，使执行力在每个环节都不会减弱和流

失。 构建以考核激励为主的导向机制。没有评价、考核、激

励的执行力，意味着不能有效激励和引导员工自觉执行。因

而企业和项目部要建立和完善科学的考核评价机制和有效的

激励机制，不断增强执行力的内在动力机制。项目部对班组

制度督促考核的结果，要作为执行力考核的依据，定期公布

各班组执行情况，对各班组执行制度的满意度和执行力进行

点评，而且要与奖惩相挂钩，这将有助于执行者的执行素质

和能力的不断提高。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