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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建筑企业管理任务也愈发的艰巨，施工现场的合同管理、施工质量管理、施工安全管理等
关键性管理，将成为推动建筑企业健康、长远发展的关键。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arket economy, construction enterprise management task is increasingly difficult, construction 
site contract management, construction quality management, construction safety management and other key management, will 
become the key to promote the healthy and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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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中国城镇化政策的落幕，民建领域的发展和生存也

越来越艰难，老旧的管理模式存在的弊端也大量的暴露出

来。建筑企业需要适应新形式发展，开展创新管理模式，确

保企业重点管理项的不断完善，也能够为建筑企业的整体质

量提供有力的保障。因此，对建筑施工现场的管理存在的问

题及应对策略进行探究是非常有意义的。

2 现场合同管理
施工合同管理存在一定的特殊性，同其他行业的合同而

言，工程合同规模大、长履行周期、内容繁杂、容易受到外

界条件影响。具体到现场管理阶段包括从熟悉施工合同掌握

合同中的组织架构、合同责任划分、进度款拨付、合同打包、

分解或合同标段划分等情况，这是现场管理的重要依据。

项目经理的选用不一定是技术最好的人，但是项目经理

一定要是项目团队当中最会管理的人，项目经理的领导能

力、魄力、沟通协调能力以及以往工作经验、分包队伍的资

源等等因素，将全是非常重要的选用标准。

分析区分具体承包方式：成体系的管理体系、制度保障、

资金支持、人员技术力量雄厚，（如中建类的施工单位）。以

包代管，这个时候主要考虑实际的承包人各方面条件，因为总

公司对分包老板的管理力度、资金支持、甚至规范化，相对来

说比较弱，承包方式同样也是选用项目经理的重要依据。

熟悉施工合同加强风险管理（掌握合同中的组织架构、

合同责任划分、进度款拨付、合同打包、分解或合同标段划

分等一些基本情况，这是后期管理工作的重要依据），能够

有效保障业主在合同中的合法权益，加强风险因素控制。针

对不明确的合同条款标准和合同条款内容、工程设计变更以

及固定合同风险等问题，采取科学、合理施工合同的风险管

理办法。结合施工实际情况进行分析，考量当前的建筑市场

环境，完善施工合同管理制度。然后采用工程结算专用条款，

加强索赔治理，全面提高施工合同管理水平
[1]
。

3 现场安全管理为企业的健康和稳定发展奠
定重要基础

施工现场安全管理是一个项目能否如期完工盈利的重要

先决条件，频发的施工安全事故还会暴露了企业缺乏健全的

施工安全管理体系，不利于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影响企

业的社会形象。

就当前建筑施工现场安全管理的现状来看，现场安全管

理并不缺少健全和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主要表现在作业人

员、安全管理人员整体素质不高，安全责任心缺失，在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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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施工管理时，由于施工管理得不严谨，经常出现施工现

场随意摆放施工设备和施工物资等方面问题，这样也会带来

一定的安全隐患。

另外，建筑工程施工流程相对较多，其难度相对较大，

再加上一些施工人员缺乏一定的安全意识，这样就很容易导

致安全事故的发生。在施工期间，如果未能按照相关规范展

开各项设备操作，并且安全防护佩戴不到位，都会导致安全

管理的水平下降，严重影响了施工质量以及施工效率。

在进行建筑施工现场安全管理的过程中，要尽可能排除

影响施工现场安全管理的各类不稳定因素，提升施工现场安

全管理水平，就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要加强施工企业安全管理有认识程度，从而带动

项目经理的责任心，做到从上到下把安全生产常抓不懈，才

能保证施工人员的安全教育、法律法规以及安全生产、安全

操作等培训的效果。提升施工人员的安全责任意识和综合素

质，避免施工中违规操作等的问题。

第二，从材料与设备因素来看，施工现场中存放有大量的

材料和设备，如果材料质量不过关或者是机械设备维修保养不

到位，都会成为施工中的重大安全隐患 [2]。因此，要建立严格

的材料设备质量监督与审核体系，对于进场的建筑材料进行定

期的抽检，同时检查各类机械设备的维护和保养是否到位，对

于老化的机械设备及时进行更换，保证操作人员的安全。

施工现场主要安全薄弱项：①脚手架搭设不规范、不牢

固、未满铺或板上杂物多、扫地杆缺失、架体基础不稳。

②“四口、五临边”防护不到位。③基坑防护不够重视或疏

于管理、专项方案过期未检测、支撑垂直度差。④塔吊、临

时电梯未设专用电箱，电梯楼层进出口、基础无防护栏杆或

防护不到位、未按安全操作规程操作。⑤未落实三级配电、

二级漏电保护和“一机一闸、一漏一箱”的要求，线路架设

凌乱。⑥文明施工管理薄弱、材料及废弃物乱堆乱放，宿舍

“三合一场所”现象突出。高空作业未系安全带、施工现场

未戴安全帽、安全网破损。

4 现场质量管理
施工管理人员的专业能力和责任心，是现场质量管理的

重要依据。而相对于能力更加重要的是责任心，中国目前建

造师考试从 2009 年至今有 12 年了，现场主要技术人员水平、

对图纸上各个柱、梁、箍筋等处细节的把握并不是主要阻碍。

影响质量的主因是松散的管理、总分包、劳务分包的模式。

而施工人员，大多由农闲时的农民工组成，缺乏必要的专业

技能和安全生产知识，在施工操作中，不能按相应施工规程

进行操作，产品合格状况统计数据，以动态品质规范及工序

质量特性指标为准绳，对产品关键工序进行质量检验。对于

合格的零件，将进入下一道工序；对于不合格的零件立即触

发不合格品处理事件，以免其流入下一道工序，增加产品加

工的延误时间，甚至影响产品的最终质量。对于某一工序来

讲，质量检验将得到产品合格状况统计数据，从而更好地进

行工序分析。

5 完善和强化施工过程中的质量控制我们将
在此工程建立五条控制线，通过每条控制线
的实施，以取得单位工程目标的实现

主体控制线：主体严格按图施工，以钢筋绑扎、焊接、

模板支设、混凝土浇筑、振捣、养护为重要控制点，要求项

项优良。在每道工序施工中，严格执行国家《建筑工程质量

验收统一标准》，每周进行一次大检查，将隐患消除在萌芽

状态，使质量管理处于动态运行这中。

装修控制线：通过采用新工艺，要求地面、楼地面、室

内墙面、油漆等为重要控制点，设专人负责每个分项的质检

工作，力争达到 90% 分项优良。

材料供应控制线：工程所需材料必须进行入场前的检查

验收，入场后取样化验，结果必须符合工程设计要求，并三

证齐全，即产品合格证、生产许可诈、材料所在地建筑产品

监督部门认证。工地材料员应严格执行“四验”“三把关”

制度，即“验规定、品种、质量、数量”“材料供应人员把关、

技术质检、实验人员把关、施工操作人员把关”[3]。

内业管理控制线：工地设一名专职人员主管内业，建立

内业台账，每旬与工程部资料员认真核查内业资料，以确保

不缺、不漏，使内业管理与分项工序同步。

现场文明施工管理控制线：要求各类机械设备、材料堆

放严格按照施工平面布置图设置，施工现场道路畅通，工具

堆放有序，标牌醒目，卫生洁净。

见证取样、配料计量及试块制作：项目部必须建立见证取

样制度，见证取样人员持证上岗，凡无证上岗者取样材料试验

视为无效。单位工程资料中主要建筑材料，见证取样的检测不

得少于试验资料总数的 30%。见证取样的材料要根据工程特点

在开工之前制订见证取样计划并经甲乙双方认定，确定其见证

取样材料的品种、规格，并且要有书面记录、甲乙双方签字盖

章后存档。见证取样的报告均要原件，复印件无效。

6 结语
随着当前社会对于城镇化改造的完成，未来城市建设不

再盲目追求规模扩张，中国城镇化将从外延扩张向内涵发展

转变，由大规模增量建设转为存量提质改造和增量结构调整

并重。在这过程中，完善建筑企业的管理能力将是企业健康、

长远发展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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