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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建筑施工安全管理中存在的不足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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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于近年来我国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建筑工程项目建设的规模也在日益扩大,随着而来的建筑施工质量安全事故也时

有发生,这不但对国家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同时也给中国改革开放下的政府形象造成了破坏。在施工的实

际工作流程中,不能忽略的一项关键性问题便是安全系数的保证问题,所有施工工作都必须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工作环境下进行。

而工程项目施工现场重大安全事故频发有着诸多的因素,如施工安全意识淡漠、施工管理方式混乱、缺乏明确的安全责任、安

全监督管理机制不完善、施工单位内部管理队伍意识淡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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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ef Discussion on the Deficiencie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Construction Safety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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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national economy in recent years, the scale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is also 

expanding day by day. With the subsequent construction quality and safety accidents also occur from time to time, which not only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country's social stabil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also has damaged the government image under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the actual work flow of construction, a key problem that cannot be ignored is the guarantee of safety 

factor. All construction work must be carried out in a relatively safe working environment. The frequent occurrence of major safety 

accidents on the construction site of engineering projects has many factors, such as weak construction safety awareness, chaotic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mode, lack of clear safety responsibility, imperfect safety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mechanism, weak 

awareness of the internal management team of the construction unit, etc. 

Keywords: building construction; safety management; deficiencies and countermeasures 

 

引言 

施工单位在为共同完成建设项目中的建设各项任务,

或从一开工就承担了建设各项任务直到建设交工现场验

收结束的全部工作过程中,对建设对象、施工现场各方面

的组织管理,被称为建筑管理。建筑管理一般包括这样的

几个方面:签订合同、落实工程建设各项任务、进行工程

建设前期的各项准备工作、进行施工建设中的一般性准备

工作、进行建筑施工过程的协调和管理、进行基础建设施

工现场的平面管理、维护良好的建筑周边环境,以及参加

建筑交工检验等工作。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在

施工项目管理上出现的一些问题也凸显了起来,因此必须

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并同时提供具体的技术处理措施以

为中国建筑行业的健康发展提供更有力的保证。 

1 建筑施工和安全管理工作出现的漏洞 

目前建筑施工和安全管理工作中出现的漏洞存在于

各个方面，而且每个方面都必须要加强完善。首先是政府

部门缺乏对于建筑市场的严格监管，监督体系容易出现漏

洞，并没有严格对施工安全进行监督和管理。当前部分建

筑工程的管理部门对于国家颁发的安全监督管理政策学

习程度较低，造成安全管理政策无法有效落实，而且部分

地区对于建设项目的监督力度不足，加上当地政府缺乏对

于工程建设项目的监督执法意识，或者出现监督人员不足

的情况，很多部门难以履行相应的职责，因此很容易出现

监督失控、缺乏监督力度的状况，进而造成某些建筑施工

单位出现了对安全管理工作不重视的情况，不仅容易造成

大量的安全事故隐患，甚至还会平凡出现严重的安全事故，

除了会造成建筑质量不足、工期延后等问题外，甚至会造

成施工人员伤亡等严重的情况。 

其次则是监理单位缺乏对安全施工的监管，部分建筑

企业对于监理工作的认识许多不足，因此很容易建立分部

或者出现外包等情况，而这些分部或者外包公司不仅缺乏

专业的建立技术，甚至没有完整的施工仪器和设备，管理

工作容易浮于表面，很难满足安全管理的根本需求。甚至

部分项目在建设后只有在签约时才能看到监理项目，甚至

会出现监理项目人管理多个项目工程的情况，这种流于形

式的监理模式根本起不到安全监督管理的作用。 

第三则是建筑施工单位的内部安全管理制度的缺失，

很多施工单位安全建设的意识相对不足，内部安全生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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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并不健全，部分企业并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安全生产法律

体系以及全面的责任体系，很多企业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也无法得到严格的落实，工作责任难以落实到个人，进而

造成管理漏洞大、责任不明确的情况。而且部分建筑施工

单位缺乏安全管理人员的配置，基本靠分包以及挂靠为主，

安全管理人员并没有专业的安全管理能力，不仅无法有效

对安全施工进行合理的智慧，而且还缺乏最基础的安全防

范知识，同时安全知识教育工作也容易流于形式。很多施

工建设单位过于注重建筑质量以及成本控制，因此缺乏对

于安全施工技术的管理和安全设施以及装备的投资，甚至

会在投招标时出现刻意压价的情况，导致建筑工程单位没

有多余的专项预算去投入到安全体系的建设当中，进而导

致很多工地出现安全设施不齐全、缺乏专业安全管理人员

的情况，给整个工程带来了极大的安全隐患。 

第四则是施工人员缺乏自我保护和安全施工的意识，

毕竟我国大部分建筑工程施工人员基本以农民工为主，大

多数个人并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相对来说素质偏低，而

且自我保护意识以及安全施工意识相对薄弱，加之单位在

施工前缺乏安全教育以及相应的岗前培训，甚至会出现施

工人员不会使用安全防护设备、安全防护设备不齐全、安

全设备老化的情况，加上安全管理条例不完善、落实程度

不足，因此很容易造成安全隐患的产生。而且建设单位在管

理过程中更注重工程的质量和建设效率，并没有意识到安全

检查、安全教育的重要性，因此很多建设工程缺乏日常的安

全检查，施工人员虽然有足够的技术，但安全检查意识相对

不足，因此也很容易在施工过程中留下一定的安全隐患。 

第五则是单位领导对于安全管理工作的重视程度不

足，虽然很多单位领导会定期组织对施工现场进行检查和

监督工作，但检查和监督的内容基本以工程质量和效率为

主，并没有意识到安全检查的重要性，导致领导检查的过

程中管理人员只会给施工人员安排更多的工作，反而忽视

了安全问题，进而带来更多的安全隐患。 

最后则是赶工的问题，很多投资商对于工程进度的要

求过于严格，在工程安排时并没有科学地进行分析，导致

施工人员工作强度大、工作量大，甚至会出现加班赶工、

连夜赶工的情况，而且夜班工作由于缺乏必要的轮换和相

应的设备，因此很容易给施工人员带来严重的精神和身体

压力，进而容易造成施工过程中出现安全事故隐患的情况。 

2 建筑施工安全管理工作实施的必要性 

安全性管理是建筑施工中各项管理工作正常进行的

基础所在，企业进行建筑施工中安全性管理工作的必要性，

主要体现在如下二个方面：一方面是从建筑施工企业的效

益角度考虑，通过实施安全性管理才能保证所有的建筑工

作都有序开展下去，将所有隐患扼杀在了摇篮里，而施工

阶段，如果出现了严重的安全事故，企业也需要承受不高

的经济赔偿，同时企业还需要及时停工停产，并完成了对

上级单位的全面复查，这样一些建筑工作就必须暂停，而

一旦工程进度被严重拖沓，相关的经济花费也就将增加，

而企业在此期间的建筑损失也将是无法预计的。另外一方

面从员工个人的权益角度考虑，当重大安全事故产生后，

由于施工方是交通事故的直接受着，在事故特别严重的情

形下，其人身安全很可能会遭到危及，而这不但将会对施

工者及其个人造成难以挽回的经济损失，同时还将会给其

家庭生活质量带来重大影响。所以讲，施工中安全管理的

措施是非常有必要性的
[5]
。 

3 浅谈建筑施工安全管理对策 

继续落实了城市建筑市场监管职责。各城市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要认真加大对中央和国务院有关城市建设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工作的系列文件精神的贯彻执行力量，继续

严格规范和理顺监督机制，继续明晰监管责任，按照规定

依法将必须纳入监督管理的城市项目也应当纳入监督管

理，迅速全面转变对拆迁建设项目、城市规划区内的私人

建设，对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以及各种经济开发区等建设项

目监督管理情况严重失控的状况形势
[6]
。要站在认真学习

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上，以对人民生活财物

的健康和社会公共利益高度负责的精神，进一步提高政府

依法行政的责任心和能力，主动依法，敢干依法，严格执

法。要把各项建设法规，政策文件精神和工作会议的精神

落实到每一个部门每一间企业、每一个施工现场和每一个

职工，以提高企业的安全生产意识和水平。要切实落实政

府责任追究机制，对不规范履行职责、对重大人员伤亡事

故的造成承担责任的相关单位和直接责任人，要实施最严

厉的责任追究措施，并予以适当惩戒。 

规范依据了相关法律条文，规范了参加工程各方责任

主体的市场准入行为和安全管理行为。规定工程企业单位

必须严格执行依照国家市场准入制度，必须依法组织对建

筑工程实施招标投标，必须选用满足安全管理规定条件的

建筑物或企业从事建筑施工活动，并必须依法规范办理安

全性报建和进行施工许可证的程序；工程设计单位必须严

密地依照国家法律、规章和工程强制性标准实施建筑设计，

以防止因与设计要求不符而导致安全管理责任事故的产

生，同时也必须充分考虑建筑施工安全可靠运行和防护措

施的特点，对关于建筑施工安全管理的重点部位和关键环

节在建筑设计文件中说明情况，并对防范建筑施工产品责

任事故提出工程技术指导意见；监管人员必须严格执行依

照国家法律，规章和工程强制性标准实施质量监管，当发现

严重的安全质量事故隐患时宜可以请求施工单位尽快整治∶

当形势非常恶劣的时候，也有权请求施工单位尽快停止建筑

施工，如果施工单位拒不整治甚至不停建筑施工的，监理部

门也必须尽快向相关主管汇报．建筑施工企业应当符合法律

要求的注册资本，专业人员科技设施装备水平和安全技术生

产经营要求，并已法律获得相关级别的资格认证，并在其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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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等级技术标准所允许的区域内，承接建筑施工。应当支持

地方政府对建设项目进行总承包，并由总承包人对建设项目

进行施工的安全性产品管理负全责，而一旦由总承包人依法

将建设项目发包给其他企业单位工程的，在总承包合同中还

应当明确了当事人的企业单位工程在安全性产品方面的权

利、义务，从而切实避免了转包挂靠工程现象
[7]
。 

加强施工人员的安全意识。毕竟建筑工程的规模和复

杂程度是非常庞大的，因此在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必然会

面临着大量的安全隐患，如果发生事故的话不仅会造成工

程质量问题，还会造成企业财产损失以及工程的社会影响

性，尤其是对施工人员和周边人员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带来

的威胁，更是需要着重关注的，因此施工安全事故所造成

的影响是非常恶劣的。所以施工单位要加强对于施工人员

安全意识的教育，提高施工人员的安全防范能力以及安全

施工的精神，在施工前一定要日常对施工人员展开安全教

育以及安全培训工作，确保安全施工技术、安全准则、规

范操作能够深入到每一个施工人员的内心，确保施工人员

能够熟练使用相关防护设备。同时施工单位还需要对专业

的操作人员展开操作考核以及今年考察，确保在对大型施

工设备进行操作时更高严格按照相应的规范和流程，避免

出现因为操作失误或者操作不谨慎而出现事故的情况。而

且施工单位还需要让施工人员加强自我保护的意识，认识

到事故对自己和周边人员造成的影响，并且对安全设备、

施工人员的安全条例了解情况进行定期检测，同时也需要

让施工人员熟知目标工作的潜在隐患，确保施工人员能够

严格按照相关流程展开工作。管理人员还需要加强对于施

工现场的日常检查，确保施工结束后不会留下潜在的安全

隐患，发现安全问题要第一时间进行解决，从而确保施工

现场能够充分满足安全施工的要求。 

确保施工单位有足够的资金建立完善的安全体系。安

全设施是保护施工人员安全施工的关键和基础，因此单位

一定要建立起专项的预算资金，确保能够为施工现场购置

足够的安全设施和安全装备。在安全设施和装备的购置上，

施工单位一定要加强对安全设施和装备的质量把控，确保

能够充分满足工程的需求。而且施工单位还需要聘用专业

的安全管理人员，确保管理人员能够专注于对施工现场的

安全管理，加强对于安全设施和装备的管理、加强对施工

人员的安全教育等等。只有建立起完善的安全体系，才能

确保工程施工能够万无一失。 

注意施工人员的工作状态。施工人员的精神状态是影响

施工安全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施工单位一定要避免出现加

班施工和夜班施工的情况，避免因为工作人员超负荷而出现

安全隐患问题，要保障每个施工人员都有良好的精神和工作

状态，如果遇到加班或者夜班现象需要安排有效的轮换，避

免出现施工人员因为过度疲劳而出现安全隐患的情况。 

着重抓好施工现场和建筑小组内的安保各项活动。建

筑施工企业在建设工地,必须把安全生产管理与社会文明

建筑、城市 CI 形象管理工作等紧密联系在一起,以做到安

全生产管理,并保证了工作人员的财产安全和身心健康。

对建设项目工地布置应严格规范,围墙、门楼、办公等建

筑物必须要具有一定的观赏性，施工现场设备和材料的存

放环境要保持整洁，工作人员的施工操作要确保规范化，

材料配备和安全标志要清晰醒目，确保能够根据相关技术

标准的需求来加强各个环境安全措施技术的规范和管理。

施工现场的管理人员必须要严格遵守好安全交底规定以

及加强施工人员的岗前培训，同时还需要根据每天的施工

内容、工作环境以及环境和天气的影响来对施工安全规范

和教育进行灵活调整，确保施工安全规范能够满足不同工

序、不同环境对于施工安全的需求,以保证每位进场生产

作业施工工人的生命安全。 

4 结束语 

安全管理将是施工企业永恒的话题。因此施工公司要

全面意识到施工安全对于整个工程的影响，并且根据工程

的实际情况来对安全管理制度进行进一步完善，加强企业

内部管理水平，确保建立起质量更高的安全管理工作环境。

施工的安全管理问题是社会系统工程,是国家基础建设工

程的生命线,既关乎到全体人民的一切权益,又关乎到国

家经济社会的稳定。参建各方只有持之以恒,通过不断探

索,充分认识施工安全性监督管理的重大意义,并抱着对

人民生命财产高度负责的心态,制定切实的管理措施,才

能创造中国建筑业平安、文明、健康发展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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