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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为了加强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提高工程项目总承包及施工管理专业技术人员素质，规

范施工管理行为，保证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质

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和国家有关执业资格考试制度的规定，2002

年，人事部和建设部联合颁布了《建造师执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人发[2002]111号),

对从事建设工程项目总承包及施工管理的专业技术人员实行建造师执业资格制度。

注册建造师是以专业工程技术为依托、以工程项目管理为主的注册执业人士。注册

建造师可以担任建设工程总承包或施工管理的项目负责人，从事法律、行政法规或标准

规范规定的相关业务。实行建造师执业资格制度后，我国大中型工程施工项目负责人由

取得注册建造师资格的人士担任。建造师执业资格制度的建立，将为我国拓展国际建筑

市场开辟广阔的道路。

按照《建造师执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人发[2002]111号)、《建造师执业资格
考试实施办法》(国人部发[2004]16号)和《关于建造师资格考试相关科目专业类别

调整有关问题的通知》(国人厅发[2006]213号)的规定，本编委会组织全国具有较高

理论水平和丰富实践经验的专家、学者，依据“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大纲(2024年

版)”,编写了“2024年版全国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用书”(以下简称“考试用书”)。

在编撰过程中，遵循“以素质测试为基础、以工程实践内容为主导”的指导思想，坚持

“模块化与系统性相结合，理论性与实操性相结合，指导性与实用性相结合，一致性与特

色化相结合”的修订原则，旨在引导执业人员提升理论水平和施工现场实际管理能力，

切实达到加强工程项目管理、提高工程项目总承包及施工管理专业技术人员素质、规范

施工管理行为、保证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的目的。

本套考试用书共14册，书名分别为《建设工程经济》《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建设工程

法规及相关知识》《建筑工程管理与实务》《公路工程管理与实务》《铁路工程管理与实务》

《民航机场工程管理与实务》《港口与航道工程管理与实务》《水利水电工程管理与实务》《矿

业工程管理与实务》《机电工程管理与实务》《市政公用工程管理与实务》《通信与广电工程

管理与实务》《建设工程法律法规选编》。本套考试用书既可作为全国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

试学习用书，也可供从事工程管理的其他人员学习使用和高等学校相关专业师生教学参考。

考试用书编撰者为高等学校、行业协会和施工企业等方面的专家和学者。在此，谨

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

在考试用书编写过程中，虽经反复推敲核证，仍难免有不妥甚至疏漏之处，恳请广

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全国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用书编写委员会



前言

根据《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大纲(建筑工程专业)》(2024年版),结合理论联

系实际、“考”“干”结合的方针，遵循建造师考试原则，参照最新颁布施行的法律法规、

标准规范，由中国土木工程学会总工程师工作委员会牵头组织业内专家及相关院校学者，

对《建筑工程管理与实务》一书进行了改版修订，用于指导考生参加一级建造师执业资

格考试。

2024年版《建筑工程管理与实务》考试用书按照新大纲要求，采用新大纲的章节

划分，在 2023年版考试用书的基础上，调整了篇章排序，新增约50节，调整约20节，

删除约30节。新版用书更新了标准规范内容，对原版考试用书的知识点进行了较大修订，

以适应新大纲和行业发展的新变化。

新版用书分为三篇。第一篇，建筑工程技术。包括建筑工程设计技术、主要建筑工

程材料的性能与应用、建筑工程施工技术，侧重于对本专业基础知识、工程材料、施工

技术的掌握。第二篇，建筑工程相关法规与标准。包括相关法规和相关标准内容，以最

新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为依据，增加了建筑工程通用规范的内容解读。第三篇，建筑工

程项目管理实务。包括建筑工程企业资质与施工组织、工程招标投标与合同管理、施工

进度管理、施工质量管理、施工成本管理、施工安全管理、绿色建造及施工现场环境管

理、施工资源管理，对建筑工程项目管理实务进行解析。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通过多种方式征求了在职项目经理及有关工程技术人员和业界

专家的意见，吸收了广大读者提出的合理化建议，调研听取了考试主管部门的指导要求，

书稿完成后又组织专家进行了评审。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各主管部门的指导以及业
界诸多专家的支持和参与本书审稿同志们的帮助。在本书出版之际，对各位领导、专家

和同志，以及广大读者表示衷心感谢!

虽经长时间准备和研讨、审查与修改，书中仍难免存在疏漏与不足，恳请广大读者

提出宝贵意见，以便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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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建筑工程技术

二第1章聚建筑工程设计技术

1.1建筑物的构成与设计要求

1.1.1 建筑物分类与构成

第1章
1. 建筑物的分类 看本掌精讲课

配衰掌节自测1)按建筑物的用途分类

按建筑物的用途通常可以将建筑物分为民用建筑、工业建筑和农业建筑。

(1)民用建筑
民用建筑是为人们大量使用的非生产性建筑。根据具体使用功能的不同，它分为

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两大类。

① 居住建筑主要是指供人们居住使用的建筑，可分为住宅类居住建筑和非住宅类

居住建筑(如宿舍类建筑和民政建筑)。

② 公共建筑主要是指供人们进行各种公共活动的建筑。公共建筑包含教育、办公

科研、商业服务、公众活动、交通、医疗、社会民生服务、综合类等场所的建筑。

(2)工业建筑
工业建筑是指为工业生产服务的各类建筑，也可以称为厂房类建筑，如生产车间、

辅助车间、动力用房、仓储建筑等。

(3)农业建筑

农业建筑是指用于农业、牧业生产和加工的建筑，如温室、畜禽饲养场、粮食和

饲料加工站、农机修理站等。

2)按建筑物的层数或高度分类

(1)根据《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 50352—2019,民用建筑按地.上层数或高

度(应符合防火规范)分类划分应符合下列规定：

①建筑高度不大于27m的住宅建筑、建筑高度不大于24m的公共建筑及建筑高度

大于 24m的单层公共建筑为低层或多层民用建筑。

②建筑高度大于 27m的住宅建筑和建筑高度大于24m的非单层公共建筑，且高度

不大于100m,为高层民用建筑。

③ 建筑高度大于100m 的民用建筑为超高层建筑。

(2)根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2018年版)》GB50016—2014,民用建筑根据其

高度和层数可分为单、多层民用建筑和高层民用建筑。高层民用建筑根据其建筑高度、

使用功能和楼层的建筑面积可分为一类和二类。民用建筑的分类见表1.1-1。

建筑高度的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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