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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建设行业的快速发展，建筑工程的质量水平是建筑业发展的主要标志之一，项目管理者一直把

质量控制视为质量、成本、工期三大控制目标之首，质量控制在工程建设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目

前我国建筑工程质量控制仍存在一些问题，本文从人员、材料、施工方法及环境等多角度进行探讨目前

存在问题，提出了完善质量管理制度、加强动态控制及全面落实人员考核制度等相应对策，对提升建筑

工程质量管理水平并为实际管理措施地落实和执行提供可行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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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construction industry, the quality level of construction en-
gineering is one of the main sign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Project man-
agers have always regarded quality control as the first of the three control goals of quality, cost 
and construction period, and quality control plays a vital role in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At 
presen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the quality control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in China.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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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 discuss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ersonnel, materials, construction 
methods and environment,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such as improving 
the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strengthening the dynamic control and fully implementing the 
personnel assessment system to improve the quality management level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and to provide feasible suggestion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and execution of practical manage-
ment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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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经济建设快速发展的同时带动了建筑业的迅猛发展，建筑工程是现代城市化进程中非常重要的

一部分，建设工程质量控制越来越受到重视[1]，因此加强建筑工程项目质量控制显得极其重要。因建筑

工程呈现投资巨大、技术复杂和周期长等特点，质量控制是整个建筑工程项目控制的关键，直接影响着

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2]。目前我国建筑工程质量仍存在一些问题，针对存在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可行改

进措施，有助于提高建筑工程质量控制的要求。 

2. 建筑工程质量控制必要性 

建筑工程质量控制是指建筑工程从项目决策、实施、竣工验收和运营等多个阶段[3]，通过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监理单位以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等多个单位的协调配合所采取的一系列的措施、方法和手段，

保证建筑工程的质量。建筑工程项目管理的三大目标是质量、进度和成本，其中质量管理尤为重要，科

学有效的工程管理措施能更好地保障工程质量[4]，通过严格按照各项要求来监管各个施工环节，严格遵

循相关计划、规章制度来进行，对工程项目本身、建筑企业及行业发展而言具有积极作用。 

3. 建筑工程质量控制中存在的问题 

3.1. 质量管理体系不健全 

建设工程质量贯穿于工程决策、设计、施工、竣工验收等不同阶段[5]，每个阶段在质量方面的侧重

点不同，解决的问题不同，但在施工现场常常存在任务分配、责任承担等存在划分不清晰的情况，如若

存在质量问题难以明确责任部门和责任人。许多企业存在质量控制意识薄弱的情况，施工方法、机械设

备规划不合理[6]，且可能存在偷工减料、技术不完善、施工经验严重缺乏等情况[7]，导致建筑工程整体

出现质量问题或是安全问题的可能性相对更大。 

3.2. 从业人员综合素质不高 

人是建筑工程项目建设的决策者、操作者、管理者[8]，从项目的立项、勘察、设计到施工，从材料、

机械设备采购、进场到运行都需要人来实施，人参与整个建筑工程建设当中，从中可体现人员的组织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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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管理能力、作业能力及技术水平等[9]，并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影响着建筑工程质量问题。 

3.3. 材料质量把控不严格 

工程材料是建筑工程项目质量保证的物质基础，是构成建筑工程实体的主要组成部分[10]。工程材料

质量优劣与否直接影响工程的使用功能、结构刚度和强度、工程的安全系数、以及工程外表及观感[11]
等。在建设工程项目中使用的所有建筑原材料及构配件要加强对材料的检验，并及时进行见证取样送检

[12]，保证每个工序的正常施工及材料使用，否则直接影响整个工程的质量和安全。 

3.4. 施工方案设计不严谨 

施工方案作为建设工程项目施工管理的指南，可有效提高质量、加快工期并降低成本。科学合理的

施工方案，做到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13]，做好人、材、机的统筹安排，合理部署人员、材料

和机械设备的使用与空间布置，做到质量预控有对策，全面提高工程质量管理水平，保证项目的顺利完

成。 

3.5. 环境因素繁杂 

环境因素对建筑工程质量的影响具有复杂性、多变性的特点。建筑工程项目的投资决策和实施受到

社会经济和政治状况的影响，建筑工程所在地的地形地貌、人文环境、气象变化也是影响建筑工程质量

的外部环境。同时施工现场的“七通一平”程度[14]、防护设施及照明光线强度均对工程质量起着特定的

影响，改进项目技术和管理环境，创造有利的环境条件，加强环境管理，是建设工程质量控制重要一环。 

4. 建筑工程质量控制改进措施 

4.1. 完善工程管理机制 

建设工程质量控制要应对复杂多变的环境，为保障工程管理工作有效落实，应完善建筑项目管理机

构，建立责任机制，确保各部门、岗位人员明确自身工作内容和职责[15]；构建质量监管机制，加强对重

点项目的监管，结合项目实际特点，合理制订监管方案，以构成先进的、完善的质量管理责任制网络[16]；
通过物质奖励、精神奖励等提高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强化提升工作人员的执行力度，保障工程

管理有效落实。 

4.2. 全面落实人员考核制度 

人是一切生产经营活动的主体，参与到建筑工程建设的全过程。企业要想保质保量完成任务，就需

打破工程任务重、协调困难、时间紧张等问题，重视优秀管理人才和施工人员，能应对施工现场各种突

发问题并妥善处理。因此，针对施工人员加强专业培训、岗位培训，考核合格取证后方可持证上岗[17]。
引入更严格完善的竞争机制和奖惩机制，通过绩效考核制度、激励机制的到位落实，选拔拥有丰富技术、

知识经验的高素质人才，组建出一支综合素质更高的项目管理团队、施工技术队伍，为工程质量可靠、

管理有效提供更大保障[18]。 

4.3. 加强建设工程项目动态控制 

动态控制是从项目的立项、勘察、设计到施工，从材料、机械设备采购、进场到运行都需要人来实

施，人参与整个建筑工程建设当中进行全面控制，环环相扣、细节到位、有序工作。 

4.3.1. 全寿命周期 
建立建筑工程全寿命周期质量监管体系，构建了建筑工程质量链，从建筑工程全寿命周期投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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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准备、项目实施、项目竣工验收和项目运营等五个阶段[19]深入研究了质量监管事项，重点研究运用

直方图、控制图、人工神经网络系统和模糊综合评价法等数学工具对建筑工程全寿命周期中建设阶段和

运营阶段实施质量监管的可行性。 

4.3.2. 流程管理理论 
流程管理理论包括流程设计、流程部署、流程执行、流程管理和优化等阶段[20]，建筑施工企业在信

息化建设过程中要吸收供应链管理、流程管理等理念，借助计算机网络和管理系统，把各部门资源整合

在一起，实现项目管理过程的智能化、网络化，加快管理办公效率[21]。各部门把收集到的资源输入共享

数据库中，经过软件技术实现资源整合，而后各部门根据需要查找相关结果和数据、信息，并从中发现

流程中不合理部分，进而对工作流程进行优化和改进。 

4.3.3. BIM 技术 
针对建筑工程复杂程度较高且管理内容丰富的特点，在工程管理过程中应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手段，

如 BIM 技术，实现对于建筑工程的全面、全程、实时、精细化管控[22]。通过构建 BIM 模型，实现对建

筑工程的全面管控。设计环节可通过 BIM 技术进行碰撞检测、深化设计及施工模拟[23]，在施工过程中

可通过 BIM 系统展开材料设备、进度、工程量及施工成本等全方面管控，提升工程管理效率及质量。 

4.4. 改善环境因素影响 

环境条件影响建设工程质量、进度和成本。施工前结合工程特点、自然天气变化及施工现场环境情

况制定好方案对策，充分考虑交通、水电、消防及环保等因素对场区、办公生活区和作业区进行合理划

分[24]，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在施工过程中，对高精度施工作业设有良好的照明设备，满足操作要求减

少干扰；对危险性较高施工作业，针对性地设置安全警示标志，维持良好施工秩序和文明施工环境[25]，
以保工程质量达到要求。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建设工程质量控制贯穿于项目建设的全过程，是建筑工程中至关重要的环节，建筑产品

质量的好坏受人员、材料、机械设备、施工方法及环境等多方面影响，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为了更

好保证建设工程进度和成本，提高建设工程的质量和安全，本文简要探讨建筑工程质量管理存在的问题，

并针对性提出可行对策，对提高我国建筑工程质量及管理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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