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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保障档案资料的真实性 

任何工程的实施过程都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变动，在很多情况下工程会因为一些外界条件因素产生阻碍。例如因环

境原因导致的工期延迟、工程故障、机械设备问题等。此类问题都直接影响到工程进度。如果没有施工监理的支持，

那么施工人员也无法按照监理工程师的要求来展开各项工作。而施工图纸作为主要的参考指标，也需要通过监理过程

来将其与竣工档案保持一致。所以，无论工程出现变更还是其它问题，施工过程可以得到全方位的管控，保障责任到

人，也能保障竣工材料来自于施工现场，维持其真实性和准确性。 

1.3 保障档案资料的完整性 

监理单位从工程招标开始直到竣工，全过程的建立会直接将所有资料纳入建立范围之内，当监理工程师按照工作

要求完成各项工作后，就可以保障竣工的档案资料完整性。而监理单位的监理工程师本身是有相应的资格证书，无论

是学历还是学科专业知识层次都普遍较高，可以按照相关法律的要求来开展实践训练，解决工程档案管理中可能出现

的不规范现象。 

1.4 保障档案资料的标识性 

标识性主要体现在对工程资料的日后利用与追踪，因此施工监理可以实现这一目标，在保障工程资料完整的同时，

通过及时归档管理，让信息可以快速地在电脑等设备中定位查询，随时获取想要获得的信息。 

2 当前工程竣工档案管理的主要问题 

2.1 制度建设问题 

合理的档案管理制度是档案管理工作有效开展的保障。在目前的建设单位之中，档案管理制度一般是按照施工监

理的要求进行一定的调整，并按照有关条例，结合自身情况来制定制度条例，按照制度要求进行管理工作。另一方面，

大多数施工监理工作在工程开展之前都未提出具体要求，未建立专业的规章制度，也为后期的竣工档案资料管理工作

带来了隐患。例如未按照档案的内容要求进行归档，使得一些重要资料未能按要求收集。 

2.2 竣工档案的完整性不足 

当前的工程建设周期较长，工程档案也往往分散在不同的部门当中，在工程竣工验收时可能会出现脱节情况。例

如有些参建单位已经完工，但工程档案不全，甚至某些档案已经丢失。此时便无法将所有参建单位的工程档案集中于

专门的管理人员手中，给今后的工程质量评价、维护运行和修改带来了麻烦，为工程质量的纠纷埋下伏笔。 

2.3 管理意识问题 

我国传统的竣工档案管理主要是围绕验收阶段运行，负责档案的收集和整理工作。但这种传统档案的理念具有一

定的局限性，不利于档案的深度开发和利用。很多人员还停留在为建设方提供档案的定期服务经营模式。在未来的工

作当中，档案管理人员也应该与时俱进地开展产品服务，实现理念的创新。 

3 施工监理过程中如何提升竣工档案资料质量 

整体来看，如何提升竣工档案资料的管理质量应该围绕三个阶段展开。例如图 1 所示。 

 

图 1 全过程监理方法 

3.1 事前档案管理意识的建立 

人员是实施管理的主体，工程监理工作中必然也涉及到竣工档案的编制收集和整理，例如根据《建筑工程资料管

理规程》来将工作规范化，走向法制化轨道。在建立环节中，要注重竣工档案的开发和利用，具有明确的档案资料管

理意识。监理单位也需要通过一定的措施和手段来进行编制，在各项决策过程中将重点纳入其中，给予应有的重视程

度。此外，应该及时地报告档案资料管理中的困难和问题，明确未来施工监理的主要任务。必要时还应该对人员开展



智能城市应用·2020 第3卷 第1期 

Smart City Application.2020,3(1) 

38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Viser Technology Pte. Ltd. 

培训工作，帮助人员树立管理意识，组织监理工程师和施工单位共同学习竣工文件的编制要求等，从而提升后期归档

的质量。 

3.2 竣工档案管理制度的构建 

工程竣工档案的管理本身是一个系统化的工程，包括工程竣工档案的编制、收集和管理全过程，每个过程之间具

有明确的联系，并相互影响和制约。其系统性的特点也决定了其需要一套完善的工作程序和规则进行约束。具体来看，

工程竣工档案建设工作需要在施工监理过程中符合适用要求，让适用具有可操作性，以便于合理地发挥制度的指导和

规范性作用。另外，对竣工文件的收集、归档工作等都需要落实到位，施工任务和竣工文件的编制工作可以同步开展。

在事中控制环节，要按照工程实际进度对工程项目资料进行全过程同步检查，从制度建设中抓住工程建设的关键验收

阶段，例如地基基础验收阶段、主体验收阶段、隐蔽工程验收阶段等，开展经常性检查，定期地了解当前的档案中可

能存在的问题并采取有效的解决措施。必要时，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明确的整改期限，在最终竣工验收前检查其落实情

况，给出验收意见，最终将所有问题整理收集，作为典型案例，也可以督促其它单位进行改正。 

3.3 良好的监理执行力 

切实可行的制度建设要求下，我们需要有着严格的执行标准，将制度的落实和理想工作实现进行结合。监理部门

应该结合地方档案管理规程，按照竣工档案的管理制度对人员进行监理，让其能够及时推进和稳定档案资料的检查、

监督工作。为了确保档案的真实完整性，在工程开工阶段就需要监理工程师按工程节点将所有资料进行编制计划，亲

自把关，直至所有信息都具有规范性并符合要求。各施工技术人员在施工过程中也应将各种工程的单项材料进行积累，

作为编制工程竣工文件的主要依据。 

4 结语 

通过研究，不难看出施工监理对于工程竣工档案资料质量提升的现实作用，也证实了相应的制度建设是完全可行

的，能够在竣工资料的归档管理等各项工作中发挥应有的效果。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也应深刻认识到施工监理部门

的后续职责，以便于在执行过程中避免出现相似的问题，确保竣工文件的数量、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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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住宅小区的弱电系统是小区智能化的核心，主要包括视频监控、入侵报警、出入口控制、停车场管理、电子巡查、楼

宇可视对讲、信息发布、建筑智能化等系统。工程建设的成败主要决定于设计的系统完整、前瞻性，施工单位的深化设计技

术水平和施工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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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king about the Construction of Weak Current Intelligent System in Smart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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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eak current system of residential area is the core of intelligent residential area, mainly including video monitoring, 

intrusion alarm, entrance and exit control, parking lot management, electronic patrol, building visual intercom, information release, 

building intelligent and other systems.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the project construction mainly depends on the integrity and foresight 

of the design system, the level of deepening design technology and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unit. 

Keywords: smart community; intelligence; system construction 

 

现在的社会发展越来越快，人们的经济水平也在不断的提高，并且对于生活品质要求也在不断的提高，弱电智能

化系统在智慧社区中越来越重要，它改善了社区人们的生活居住环境，也提升了社区的管理水平 。随着技术手段的不

断变革，人们需求的不断提高，对于智慧社区弱电智能化系统建设的研究很有现实意义。 

1 智慧社区的概念 

智慧社区其实质就是运用线下最前沿的智能化技术，并结合高水平的通信技术，将民众生活的环境、教育、娱乐

等公共以及商业活动资源进行整合，并实施统一管理。围绕综合性信息服务平台为核心，借助最前沿的基础设施建设

工作，并运用当下最前沿的社区管理方式方法，创造智能化和综合性为一体的社区管理和服务的最新型的一种模式
[1]
，

其目的就是为民众创造高水平的生活环境。 

2 系统设计遵循的原则 

2.1 先进性 

应该选择利用最前沿切实可行的技术以及综合性能较强的机械设备和产品。整个系统可以充分的展示出现如今智

能弱电工程的整体水平，为后续的系统完善创新创造良好的基础。 

2.2 成熟性和实用性 

各子系统设计的时候应采用先进、成熟、可靠的产品。系统应能充分发挥各设备的先进功能，操作方便，维护简

单，便于管理。 

2.3 灵活性和开放性 

系统需要具备良好的综合性，并且能够拥有良好的兼容性和互联性。 

2.4 集成性和可扩展性 

系统设计需要充分的结合实际情况和需求，在保证正常稳定运行的基础上，不断的进行创新。 

2.5 模块化和标准化 

借助最前沿的数字化、科学化的专业技术来实施信息的收集处理。融合当前世界最前沿的科学技术，对各个分支

系统进行升级完善，从而提升系统的适应性
[2]
。 

2.6 安全性和可靠性 

始终把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放在第一位。在系统设计时应选用安全性能好和可靠性高的设备。在系统集成平台

设计时应考虑多级管理权限的系统。 

2.7 互操作性能 

系统应有很好的互操作性能，充分保证管理者和使用者的可靠、方便、高效、安全的操作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