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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施工事故防范与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探索 

任继龙 

西安高新区应急管理局，陕西 西安 710117 

 

[摘要]预防建筑施工事故和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是建筑行业持续发展及员工生命安全的基础。建筑行业规模不断扩展，施工

事故的反复发生，对社会、企业及个人造成了极大的不良后果。因此，建筑施工企业应着力提升事故预防及安全生产的管理

水平，规范相关法规与标准体系，扩充安全生产监管与管理的实力资源。通过针对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的现状进行分析，对施

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全面分析，诸如安全管理意识薄弱、安全设施配置不完善等，进而实施了一系列优化措施，涉及

强化员工安全培训、提高安全技术运用效率、优化监督体系等，力图向建筑施工安全管理提供切实可行的策略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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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eventing construction accidents and strengthening safety production supervision are the foundation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and the safety of employees' lives.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and 

the repeated occurrence of construction accidents have caused great adverse consequences to society, enterprises, and individuals. 

Therefore,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should focus on improving their management level of accident prevention and safety production, 

standardizing relevant laws and standards, and expanding the strength and resources of safety production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By analyz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onstruction safety production,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was conducted on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such as weak safety management awareness and incomplete safety facility configuration. A series of 

optimization measures were implemented, including strengthening employee safety training,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safety 

technology application, optimizing the supervision system, etc., aiming to provide practical and feasible strategies and methods for 

construction safety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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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建筑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关键支撑，然而，在建筑业迅

猛发展的阶段，施工安全隐患逐步显现。鉴于施工场所的

复杂性、恶劣环境及多种外部因素的叠加影响，施工过程

中事故屡见不鲜，企业承受了巨额的经济损失，甚至危及

工人生命。力求减少施工事故的发生次数，当前，首要任

务是加强安全生产监管，尽管安全管理措施已有一定进步，

尽管安全管理取得进展。尽管安全管理取得一定成效，但

安全责任未落实，设备管理不规范现象依然明显。本文对

建筑施工事故的成因进行了详实梳理，以现行的安全生产

管理模式为参照，提出提升安全管理效能的实施对策，努

力推动行业安全生产管理的持续进步。 

1 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概述 

建筑行业的发展离不开安全生产这一基础保障，施工

人员生命安全与企业经济效益紧密绑定。城市化进程的加

速与建筑项目规模的扩大相伴随，施工现场的安全隐患持

续上升，施工安全事故不断涌现，引发了社会、企业和个

人面临巨大的经济损失。施工事故类别多样，涵盖高空坠

落、设备故障、电气火灾等事故类别
[1]
。 

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的监管应实现全面性与多层次性

要求，涉及确立安全生产法规、规范施工操作、强化安全

设施建设与管理等关键环节。目前，尽管众多企业已逐步

构筑起完善的安全管理体系，尽管各企业在管理水平、技

术手段及人员素质上存在差异，施工现场的安全隐患依然

明显暴露。如何利用高效监管与精细化管理，提高施工安

全防护水平，减少事故发生次数，是建筑行业当前面临的

关键挑战。 

2 建筑施工事故防范面临的问题 

2.1 安全意识和安全文化建设问题 

建筑施工中，安全意识的缺乏是导致事故频发的根本

原因之一。安全意识缺失是关键原因，众多企业在施工阶

段忽略了安全文化的塑造，引发工人对安全规章制度的认

知存在缺陷，甚至出现了侥幸心理。对安全操作规程的执

行有所疏忽。施工现场上部分工人未能切实遵守安全守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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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于采取冒险策略，疏于采取安全防护措施。 

一个有效的安全文化不仅依赖于管理层的安全承诺，

还需要通过实际的培训和教育活动，确保每一位员工都能

理解并遵守安全规范。定期举办安全培训、应急演练及发

布安全警示信息，不断增进员工的安全责任感，树立正确

的安全思维模式。此外，企业需构建一套安全文化激励机

制，对那些遵守安全规章且表现优异的员工给予奖励，以

树立榜样营造积极向上的安全文化气象
[2]
。 

2.2 安全管理体系不完善 

在建筑施工阶段，安全管理体系的不完善是事故频发

的主要导火索。安全管理体系覆盖项目从启动到施工结束

的各个阶段，涉及从安全规划到评估的各个环节。然而，

众多企业在相关环节暴露出缺陷，特别是在现场安全管理

及监督环节存在不足。部分建筑项目在安全管理责任划分

上存在模糊地带，安全管理关注度偏低，安全措施落实不

到位。 

此外，众多建筑企业尚未构建起健全的安全档案及追

溯体系，未能迅速识别施工阶段的安全缺陷。一旦事故发

生，未采取有效的分析及整改对策，进而导致类似问题频

发。因此，安全管理体系健全是首要任务。首先，企业应

当界定安全管理层级及责任归属，实现责任个体化分派，

将施工各环节的安全管理责任分配给专人。其次，提升施

工现场的安全监管水平，实施持续跟踪，确保施工现场安

全措施得到有效执行，不留死角。 

2.3 工人安全操作技能缺乏 

工人安全操作技能的不足是导致建筑施工安全事故

的又一关键原因。建筑施工作业技术要求高，风险系数大

作业人员需精通多项技术要领，必须按照操作规范行事。

然而，众多建筑企业未能充分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导致工

人对操作流程和安全规程的理解存在缺陷，工人的安全操

作技能存在明显缺陷。尤其是在这些高风险的作业岗位之

列，所指行业领域有高空作业、电焊、吊装等，从业人员

在上述高风险岗位上的操作技能与安全防范意识不足，事

故频现，安全堪忧
[3]
。 

以该课题为背景，企业应加大力度对工人进行安全技

能培训，定期实施安全教育及实操技能训练，确保工人们

对必要的安全知识与应急处理技能的掌握达到熟练水平。

培训内容应包含安全规程及操作规范两项，也需涉及对常

见安全隐患的识别与处理技巧的讲解。此外，实施认证模

式，也可保证所有工人接受专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证，

进而调整施工团队的安全技能整体结构。 

2.4 施工现场的安全技术和设备问题 

施工现场安全技术及设备面临的问题，构成建筑施工

安全隐患的核心要素之一。建筑技术进步的带动下，现代

施工技术与安全技术已普遍实施，尽管若干企业未能及时

对设备进行更新换代，或因设备维护存在缺陷，诸多施工

地点的安全设施与设备效果不尽如人意。例如，部分施工

机械显现老化及故障等迹象，或因操作失误引发设备故障。

同时，施工现场的安全技术手段存在滞后性的困扰，若干

企业未充分采纳现代技术手段，采用监控、传感器等技术

手段，实时跟踪施工安全风险。 

因此，建筑企业有必要对施工设备实施定期的检查与

维护，确保设备作业性能满足既定标准。在设备保养之外，

需对陈旧的安全技术设备进行及时替换，实施智能监控手

段，改善施工阶段的安全防护状况。引入高效的安全防护

设施，诸如防护栏、气体报警系统等安全设备，事故发生

率显著下降。此外，依托现代信息技术支撑，建筑企业应

实施对施工场所的实时监控工作。依靠数据搜集与分析手

段，及时捕捉并应对潜在的安全隐患。采纳预防性措施，

此举无疑有助于增强施工现场的安全防护水平，进而借助

更精确的数据，企业安全管理得以深化。 

3 建筑施工安全管理优化策略 

3.1 完善安全生产监管体系 

巩固安全生产监管体系是保障建筑施工安全的基础,

当前众多建筑企业在安全管理上监管不力，制度也不健全，

引起安全隐患的积聚，必须对建筑施工安全给予保障。必

须构建起健全的安全生产监管体系，政府监管至企业内部

管理层面，全面强化安全监管水平。政府需提升安全生产

法规与政策的引导水平，调整法律结构，并严格实施对施

工场地的监管与核查，确保安全生产措施得到全面实施。

企业需契合自身实际背景，形成完整的安全生产责任架构，

明确各级管理人员的安全责任归属，具体化安全责任体系，

直至涵盖所有岗位及个人。企业必须切实提升安全生产档

案的管理效能，确保施工各阶段均有翔实的安全记录资料

存档，便于随时查核与追溯
[4]
。 

同时，企业应配置专职安全岗位，承担日常安全检查

及隐患排查义务。依靠周期性安保审计与现场勘查，快速

识别并纠正潜在的安全隐患。采用风险评估与隐患排查工

具，显著提高安全生产的科学性与系统性水平。此外，需

强化对外部合作伙伴的监管，要求供应商与分包商落实安

全生产规定，采用完善的安全生产监管体系，有效降低事

故概率，巩固建筑施工安全防线。 

3.2 强化安全培训与教育 

安全培训与教育是促进建筑施工安全水平提高的核

心手段之一。建筑工地环境错综复杂，施工人员的安全意

识及操作技能对事故的预防效果有直接影响。然而，众多

建筑工人对安全操作规程的认识有限，若干工人未接受过

专业安全培训，安全防范意识淡漠。由此，施工现场事故

频发，不容忽视，因此必须深化安全培训与教育的实施，

源头提升施工人员的安全素养水平。 

企业需打造全面的安全培训结构，编制翔实的培训大

纲，保证所有进入施工现场的工人接受过专业安全教育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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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确保员工掌握安全操作的基本技巧。培训内容应包括

安全操作规范、典型事故类型、应急处理流程等核心要点，

专项培训应着重针对高风险岗位员工，同步实施定期的安

全教育与考核流程。此外，企业应推动工人进行安全演练，

让工人掌握应急救援措施及事故处理流程的操作要领，提

升工人对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
[5]
。 

培训阶段企业可采纳现代技术装备，采用虚拟现实

（VR）、增强现实（AR）等技术实施模拟训练，增强培训

的实战效果与实际效用。实施持续优化的教材，引用实际

事故案例与经验，增强培训的实用性及针对性。安全培训

不能仅针对新员工的入门阶段。企业需定期推行安全复训，

维持全体员工的安全意识水平，维持安全操作技能的现代

技术水平，同时推动员工积极献策安全事宜，打造全员参

与的安全文化气象。 

3.3 采用先进的安全技术与智能化手段 

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随着科技进步的背景，在建

筑施工领域，安全技术与智能化应用的价值正日益显现。

随着现代建筑施工对安全性能提出的高要求，传统安全管

理方法显得捉襟见肘，运用尖端的安全技术，显著增强施

工现场的安全与管理素质。采用前沿的安全技术，施工过

程的安全性得以显著提升，也能有效地预见潜在风险，消

除事故风险。 

建筑企业应采纳智能化监控系统，对施工现场的安全

状态进行不间断跟踪。采用安装摄像头、传感器等设备，

实时采集施工现场的环境变量，诸如温度、湿度、气体浓

度等指标，一旦异常现象显现，系统迅速启动报警程序，

促使相关人员响应。此外，采用先进物联网技术，施工现

场的设备与安全设施实时互联互通，以数据交互与深度剖

析为支撑，迅速识别并锁定设备故障、隐患及异常操作，

并执行针对性的修复与校正。无人机在高风险作业区域执

行巡检操作，降低人员进入高风险区域的次数，降低人员

伤亡风险系数。机器人适合承担风险和繁重的作业，诸如

危险化学品处理及高空作业等任务，确保人员远离危险区

域，保障生命安全，同时建筑企业也能借助虚拟现实技术

进行安全培训及模拟演练，让工人在模拟环境中熟练掌握

应急处理技能，增强其紧急情况下的反应速度
[6]
。 

3.4 提升事故应急管理能力 

在建筑施工领域，事故预防与应急管理是必不可少的

环节,即便在现代施工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事故发生

的概率也有所下降，即便施工现场条件复杂，事故风险依

然存在，事故发生的概率依旧存在。因此，改善事故应急

处理效果，确保事故发生后及时实施有效应急措施，守护

生命、降低财产损害，尤为关键。企业需制定一套完善的

事故应急预案，也需定期开展应急演练，应急预案的编制

必须与施工现场的具体情况相匹配，全面覆盖所有潜在的

突发事件。诸如火灾、坍塌、泄漏等事故类型，明确划分

各级管理人员和施工人员在紧急状态下的职责与角色。此

外，应急预案应与当地政府、消防、医院等相关部门的应

急资源相匹配，确保事故发生时能迅速集结外部救援力量。 

企业需强化应急物资的储备体系，增强事故发生后的

即时应对能力。必备的应急物资诸如灭火器、急救药品、

应急照明设备以及通信设备等，此类物资需随时处于备用

状态，避免事故发生之后，此类物资若匮乏，将制约救援

工作的开展。同时，企业应组建快速反应团队，确保事故

发生时，迅速快速汇聚相关人员，启动应急预案，事故应

急处理效能的增长，离不开对员工应急培训的加强。借助

定期进行应急演练，增强员工应对紧急情况的反应能力及

操作技巧，演练进行阶段，需兼顾事故处理流程的观察，

应强化员工在混乱状况下的冷静应对和迅速行动技巧。进

行系统性的应急培训课程，让员工对应急程序了如指掌，

加强员工整体应急处理能力
[7]
。 

4 结语 

随着建筑施工事故的频繁发生，建筑行业必须深化安

全生产管理的各项措施。通过完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体系，

提升技术支持和员工安全意识，建筑企业能够有效减少事

故发生的概率，保护工人生命安全，并推动行业的可持续

发展。通过实施先进的安全管理模式、加强安全培训、完

善监管机制，建筑施工安全水平必将得到显著提高，为行

业的健康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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