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项目管理高频考点

第三章
1Z203000 建设工程项目进度控制

【分值分布】

题型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2015 年 2014 年 2013 年

单选题 2 10 10 11 10 7

多选题 1 10 8 8 8 6

总分数 20 20 18 18 18 13

高频考点一、进度动态控制过程

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多种类型，代表不同利益方的项目管理（业主方和项目参与各方）都有进度控制的任务，

其控制的目标和时间范畴并不相同。建设工程项目是在动态条件下实施的，因此进度控制也就必须是一个动态的管

理过程。

进度控制也就必须是一个动态的管理过程。它包括：

（1）进度目标的分析和论证，其目的是论证进度目标是否合理，进度目标有否可能实现。

（2）在收集资料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编制进度计划；

（3）进度计划的跟踪检查与调整；它包括定期跟踪检查所编制进度计划的执行情况，若其执行有偏差，则采取

纠偏措施，并视必要调整进度计划。

1Z203010 建设工程项目进度控制与进度计划系统

高频考点一、项目参建各方进度控制的任务

（1）业主方进度控制的任务：控制整个项目实施阶段的进度（包括设计准备、设计、施工、采购、动用前准备

阶段的工作进度）

（2）设计方的任务：依据设计任务委托合同，控制设计进度；设计方应尽可能使设计工作的进度与招标、施

工和物资采购等工作进度相协调；在国际上，设计进度计划主要是确定各设计阶段的 “出图计划”，“出图计划”

是设计方进度控制的依据，也是业主方控制设计进度的依据。

（3）施工方进度控制的任务：依据施工任务委托合同，控制施工进度。施工方应编制深度不同的控制性、指

导性和实施性施工的进度计划，以及按不同周期（年度、季度、月度和旬）的施工计划。

（4）供货方进度控制的任务：是依据供货合同对供货的要求控制供货进度。供货计划包括供货的所有环节，

如采购、加工制造、运输等。

高频考点二、不同类型的建设工程项目进度计划系统

业主方和项目各参与方可以构建多个不同的建设工程项目进度计划系统：

1．由不同深度的计划构成进度计划系统，包括：

（1）总进度规划（计划）；

（2）项目子系统进度规划（计划）；

（3）项目子系统中的单项工程进度计划等。

2．由不同功能的计划构成进度计划系统，包括：

（1）控制性进度规划（计划）；

（2）指导性进度规划（计划）；

（3）实施性（操作性）进度计划等。



3．由不同项目参与方的计划构成进度计划系统，包括：

（1）业主方编制的整个项目实施的进度计划；

（2）设计进度计划；

（3）施工和设备安装进度计划；

（4）采购和供货进度计划等。

4．由不同周期的计划构成进度计划系统，包括：

（1）5 年建设进度计划；

（2）年度、季度、月度和旬计划等。

1Z203020 建设工程项目总进度目标的论证

高频考点一、建设项目总进度目标论证

工程项目的总进度目标指的是整个工程项目的进度目标。在进行建设工程项目总进度目标控制前，首先应分析

和论证进度目标实现的可能性。

总进度目标论证并不是单纯的总进度规划的编制工作，它涉及许多工程实施的条件分析和工程实施策划方面的

问题。

大型工程项目总进度目标论证的核心工作是通过编制总进度纲要论证总进度目标实现的可能性。总进度纲要的

主要内容包括：

（1）项目实施的总体部署；

（2）总进度规划；

（3）各子系统进度规划；

（4）确定里程碑事件的计划进度目标；

（5）总进度目标实现的条件和应采取的措施等。

高频考点二、建设工程项目总进度目标论证的工作步骤

工作步骤如下：

（1）调查研究和收集资料；

（2）项目结构分析；

（3）进度计划系统的结构分析；

（4）项目的工作编码；

（5）编制各层进度计划；

（6）协调各层进度计划的关系，编制总进度计划；

（7）若所编制的总进度计划不符合项目的进度目标，则设法调整；

（8）若经过多次调整，进度目标无法实现，则报告项目决策者。

调查研究和收集资料包括如下工作：

（1）了解和收集项目决策阶段的有关项目进度目标确定的情况和资料。

（2）收集与进度有关的该项目组织、管理、经济和技术资料。

（3）收集类似项目的进度资料。

（4）了解和调查该项目的总体部署。

（5）了解和调查该项目实施的主客观条件等。

大型建设工程项目的结构分析，是将整个项目进行逐层分解，并确立相应的工作目录。

项目的工作编码，指的是每一个工作项的编码。



1Z203030 建设工程项目进度计划的编制和调整方法

高频考点一：双代号网络计划的计算

1．最早开始时间、最早完成时间的计算

（1）起节点最早开始时间为 0： ESi-j= 0

“最早完成”等于“最早开始”加持续时间：EFi-j= ESi-j + Di-j

（2）但某工作有多个紧前工作时，则该工作“最早开始”等于各紧前最早完成的最大值：ESi-j =max（EFh-i）= max

（ESh-i +Dh-i ）

记忆：顺加取大

2．确定计算工期 Tc

（1）计算工期等于终点节的各个工作的最早完成时间的最大值：Tc = max（EFi-n）

（2）当无要求工期时，取计划工期等于计算工期：Tp = Tc

3．最迟开始时间、最迟完成时间的计算

（1）终节点的各紧前工作的“最迟完成时间”等于计划工期：LFi-j = TP

（2）但某工作有多个紧后工作时，则该工作“最迟完成时间”等于各紧后工作“最迟开始时间”的最小值：LFi-j =

min（LSj-k ）= min（LFj-k – Dj-k）

（3）“最迟开始时间”等于“最迟完成时间”减去持续时间：LSi-j= LFi-j – Di-j

记忆：逆减取小

4．计算工作总时差

总时差等于”最迟开始时间”减去”最早开始时间”，或等于”最迟完成时间”减去”最早完成时间”：

TFi-j = LSi-j – ESi-j 或者 TFi-j = LFi-j – EFi-j

记忆：总时差=“最迟” – “最早”

5．计算工作自由时差

（1）以终点节点为箭头节点的工作，其自由时差：

FFi-n = Tp – EFi-n

（2）当工作有紧后工作时，其自由时差应为：紧后工作的“最早开始时间”减去本工作的“最早结束时间”：FFi-j

= ESj-k – EFi-j

记忆：自由时差=“后早始” – “本早完”

7．关键工作

网络计划中总时差最小的工作是关键工作。

当计划工期等于计算工期时（Tp=Tc），总时差为零的工作为关键工作。（前提别忘掉）

8．关键线路

（1）自始至终全部由关键工作组成的线路为关键线路；

（2）线路上总的工作持续时间最长的线路为关键线路。

高频考点二：单代号网络计划的计算

在单代号网络中，除标注出 6 个主要时间参数外，还应在箭线上方标注出相邻两工作之间的时间间隔。

1．计算最早开始时间、最早完成时间（与双代号相同）

2．确定计算工期 Tc（与双代号相同）

3．计算相邻工作之间的时间间隔 LAGi-j

相邻工作 i 和 j 的时间间隔 LAGi-j 等于紧后工作 j 的“最早开始时间”减去本工作的“最早完成时间”。

LAGi-j = ESj – EFi （即 LAG=“后早始”-“本早完”）

4．计算工作总时差 TFi



（1）总时差的计算应从终节点开始，逆向计算；

（2）终节点工作总时差为 0：TFn = 0

（3）其它工作总时差等于各紧后工作总时差加该工作与紧后工作时间间隔 LAGi-j 之和的最小值：

TFi = min{ TFj + LAGi-j }

5．计算工作自由时差

自由时差 FFi 等于该工作 i 与其紧后工作 j 之间的时间间隔 LAGi-j 的最小值。

FFi = min{ LAGi-j }

6．计算最迟开始时间、最迟完成时间

工作 i 的最迟开始时间:LSi=ESi+TFi

工作 i 的最迟完成时间:LFi=EFi+TFi

7．关键工作和关键线路的确定

（1）关键工作：总时差最小的工作是关键工作。

（2）关键线路：从起点节点到终点节点均为关键工作，且所有工作的时间间隔 LAGi-j 为零的线路为关键线路。

高频考点三：网络计划调整的方法

1．调整关键线路的方法

（1）当关键线路进度拖后时，应选择资源强度小或费用低的工作，缩短其持续时间。

（2）当关键线路的进度提前时，若不提前工期，应选用资源占用量大或费用高的工作，延长其持续时间。

2．非关键工作时差的调整方法

非关键工作时差的调整应在其时差的范围内进行，每一次调整后都必须重新计算时间参数，可采用以下几种调

整方法：

（1）将工作在其最早开始时间与最迟完成时间范围内移动；

（2）延长工作的持续时间；

（3）缩短工作的持续时间。

3．增、减工作项目时的调整方法

（1）不打乱原网络计划总的逻辑关系，只对局部逻辑关系进行调整；

（2）在增减工作后应重新计算时间参数，分析对原网络计划的影响。

4．调整逻辑关系

逻辑关系的调整只有当实际情况要求改变施工方法或组织方法时才可进行。

5．调整工作的持续时间

6．调整资源的投入:当资源供应异常时，应采用资源优化方法对计划进行调整，或采取紧急措施，使其对工期影响

最小。

1Z203040 建设工程项目进度控制的措施

高频考点一：项目进度控制的措施区分

1．组织措施

①健全项目管理的组织体系；

②落实任务分工、管理职能分工；

③编制进度控制工作流程；

④进行进度控制会议的组织设计。

2．管理措施

①合同管理；



②工程进度风险分析；

③应用网络计划技术；

④选择承发包模式；

⑤选择工程物资的采购模式；

⑥选择合理合同结构；

⑦应用信息技术(包括相应的软件、局域网、互联网以及数据处理设备等)进行进

度控制。

3．经济措施

①编制资金需求计划；

②编制人力和物力资源需求计划；

③采取经济激励措施。

4．技术措施

①设计理念、设计技术路线、设计方案；

②合理选用施工方案、施工技术、施工方法和施工机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