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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如何加强建筑工程的施工技术与质量管理,是本文主要分析探讨的问题,重点从加强管理的意义与措施方面分析研

究,以供业内人士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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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建筑工程中的施工技术管理是建筑企业生存发展的根

本,只有科学合理的对施工技术进行管理,建立健全完成的

技术管理体系,才能提高企业整体的竞争力,使得我国建筑

行业的总体水平与国际接轨,促进我国建筑企业快速健康的

发展。 

1 工程施工项目技术管理的意义 

近年来,施工竞争日益激烈,技术管理水平所反映出的

竞争势力也较为突出,不少企业,尽管拥有雄厚的物质技术

力量,但由于技术管理的薄弱,管理制度的不健全,而在竞争

中却处于被动的境地。如某大型国企投资 900 万元在老厂房

旁新扩建新重型装配车间 3000m2,参与竞标的施工企业有 7

家,最后有甲、乙两家以接近标底胜出,分别承担三标段主厂

房的东、西侧 72m×20.83m 的连接施工,其中桩基部分预算

费用 185 万元。甲为抢进度,地基开挖中自恃装备精良,设备

规格大,着手就连夜开工一星期后数个桩打好,接着在靠近

老厂房边施工,不料老厂房墙面倾斜,地下水大量涌入,排水

后由于土体失稳,墙面倾斜更大,工程陷入困境。而乙先对原

地质档案进行数个方案论证,做好技术准备工作才开始下钻,

结果半个月后,乙开始浇捣圈梁顺利施工。而甲为处理墙倾

斜,施工停滞不前。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不重视工程

技术管理所产生的严重后果,足以说明技术管理在企业中所

处的重要地位。 

1.1 工程项目施工技术管理贯穿于整个施工过程 

技术管理是企业进行一系列技术组织管理工作的总称。

建筑施工企业的技术管理,是指以系统论的观点,对构成施

工技术的各项要素和施工企业的各项技术活动运用科学方

法,进行计划与决策、组织与指挥、控制与调节。众所周知,

建筑工程的施工是一种复杂的多工种协同操作、多项技术的

交叉综合应用过程。由此决定着施工企业的技术活动也是多

种多样的。 

1.2 工程项目施工技术管理的任务与作用 

技术管理在整个企业管理工作中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几

个方面： 

(1)保证施工中能按科学技术和科学技术发展规律要求,

确保施工正常进行。 

(2)通过技术管理,不断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和员工技术

业务,从而能预见性地发现和处理问题,把技术和质量事故

隐患消灭在萌芽之中,保证工程施工质量。 

(3)能充分发挥施工人员及材料、设备的潜力,在保证工

程质量的前提下,努力降低工程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和提升

市场竞争能力。 

2 加强工程施工项目技术管理的措施 

2.1 建立技术组织机构 

明确技术管理的职责技术组织机构是保障施工质量的

重要机构,我们要建立技术组织机构,明确技术管理的职责。

首先是以法治企,强化落实,明确各级人员的权、职、责,组

织全体员工,特别是技术干部学习现行规范,尤其是对施工

及验收规范的学习,明确施工中各个分项、分部施工技术要

求、施工方法和质量标准等要求,并以此来组织施工、检查、

评定和验收。其次要学习先进的管理方法和管理经验,组织

技术学习、技术培训、技术交流,不断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和

员工技术业务素质,从而预见性地发现和处理问题,把技术

和质量事故隐患消灭在萌芽之中,保证工程施工质量。 

2.2 加大投入,实现绿色材料采购 

有输入才能有输出,有投入才能有产出。企业技术进步

要有适宜的投入作保证。技术投入包括人力投入、资金投入

和基础设施投入等方面。技术人力资源主要是企业应拥有相

当比例的高文化程度、高技术素质、高操作技能的专业技术

人员和技术工人。企业要为技术管理和技术开发设立专项资

金,技术管理资金占企业管理费用的比例,各个企业有所不

同,企业应按技术工作计划,结合企业实际,予以计列,不可

遗漏。技术基础设施,除办公设施外,应有完备的材料试验

室、技术资料室,适时更新购买适宜的技术规范、规程、标

准、技术参考资料、技术管理应用软件等。“绿色建材”就

是要选择符合“绿色建筑”标准的建筑材料,要保证所用的

材料为符合“绿色建筑”标准的建筑材料。通常,人们对结

构用料出于强度等危及建筑物安全因素考虑,重视的程度会

高一些,而对材料的保温、降低运营成本等方面的影响却有

较少的考虑。另外对装饰材料往往忽略对放射性元素和甲

醛、氮、苯、氡等有害物质或气体的控制,最终侵害使用者

的生命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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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加强工程技术资料的管理 

建筑安装工程技术资料是在施工过程中形成的技术性

和管理性文件,它既是施工过程的控制手段,也是施工过程

的准确记录。为了加强工程技术资料的管理,我们建议针对

组成分部工程的分项工程,进一步把施工方案进行细化,按

分项工程的要求提出施工技术交底。 

2.4 运用信息化技术 

我国用 20 年左右时间从工业发达国家引进项目管理的

概念、理论、组织、方法和手段,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应

认识到,在项目管理中最薄弱的工作环节是信息管理。至今

多数业主方和施工方的信息管理还相当落后,主要表现在对

信息管理的理解以及信息管理的组织、方法和手段基本上还

停留在传统的方式和模式上。在建筑工程施工项目中,信息

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能贪大求全、照抄照搬,而应结合企

业实际逐步完善。比如 ERP(企业资源计划系统),MIS(管理

信息系统)这些大型的系统固然好,但其投入也是巨大的,实

施起来比较困难。最好是立足现有的资源,通过一些局部的

改进,积累经验,逐步完善。首先是意识的转变,要通过宣传、

培训树立信息化的观念。同时信息化是一个全员参与的过程,

需要各方面的协调配合,应充分发挥现有资源的潜力。现有

资源包括硬件、软件、人员。关键是把这些资源优化组合,

进行业务流程的系统设计,使信息的收集有的放矢,使信息

的查询有迹可寻,充分发挥作用。 

2.5 注重施工后期的技术管理 

进入施工后期,整个建筑工程形象已经完成,这时切

不可松气,更要进一步加强技术管理工作。首先要组织各

专业的技术人员核对施工与设计是否相符,是否有施工遗

漏和失误。对重点设备和工段应进行重点检查。其次要注

意建筑工程的清扫打理。在现场施工中,管线中常常带有

污物和施工残留物,应及时清扫,否则会对阀门、设备、仪

表带来严重的损害。管道在安装前后都要进行清扫,要焊

一段清扫一段,这样可大大减少系统封闭后的清扫工作

量。 

3 结语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直接关系到主体结构的安全性,对于

项目的安全、进度以及造价管理也有着重要的影响。随着我

国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深入,建筑业在市场竞争中也显得愈来

愈激烈。因此,我们要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加强新形势下建设

施工技术管理工作,遏制建设施工事故发生,确保质量能真

正得到控制。提高施工质量控制,完善项目管理水平,以确保

项目建设经济效益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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