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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督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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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如今，随着社会稳步发展，人们对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提出新的要求，助推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工作的深

入开展，确保施工质量与安全性得到极大程度提升，从而满足人们在新时期下的需求。但在质量监督管理工作开展过程中，

存在较多问题，需要质量监督管理部门从多角度，及时对工作中出现问题做到有效解决，推动工程质量全面提升。基于此，

本文对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存在问题深入分析，提出实施科学监督与管理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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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 with the steady development of society, people have put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housing construction and 

municip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boosting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project quality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to ensure that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and safety has been greatly improved, so as to meet the needs of people in the new era.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quality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the quality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departments need to 

effectively solve the problems in the work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and promote the overall improvement of project quality.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quality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of housing construction and municipal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and puts forward effective measures to implement scientific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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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现代化建设脚步的加快前提下，不仅房屋建筑工

程数量不断增加，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规模也开始扩大[1]。在

此形势下，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工作的开展尤为重要，可以实

现监督管理相关内容全面落实，从细节入手为工程施工质量

全面提升带来有力保证。工程质量监督管理部门应带着前瞻

性思维，认识到建筑行业在新环境下成为国民经济稳步前行

所需的主要产业，对人们未来各阶段生活质量提升与社会和

谐发展有一定促进作用[2]。为此，无论是房屋建筑质量还是

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的提升均需要通过全方位的质量监督

管理，确保民生保障工作得以持续与有效运输，助推经济社

会在新时期下的健康发展。

1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存在问题

1.1  工作开展范围狭窄

基于房屋建筑行业飞速发展，质量监督管理工作的开展

也应及时创新，同时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管理工作也应同

步开展，确保工作开展范围覆盖面有效扩大。但在具体监督

管理过程中，相关措施的落实缺少及时性，管理部门多是对

施工流程做到足够重视，但是管理理念存在局限性，忽略勘

察设计环节的监督，过式关注实物环境监督，导致工程质量

监督管理工作未能深入与全面开展，暴露出工作开展范围狭

窄的根本问题[3]。正是因为工作开展覆盖的整体范围不足，

细节管控效果随之下降，不能将工程质量监督与管理工作的

作用充分发挥。

1.2  监理人员素质不高

在工程质量监督与管理工作开展过程中，部分监督管

理人员未能从多角度考虑，无法对工程重点与难点等关键部

分的情况进行深入分析，不能及时开展针对性监督与管理工

作，导致监督方案缺少规范性，同时管理工作与具体施工情

况不相符合，影响到监督与管理工作最终质量。部分监督管

理人员因自身能力不足，而不能在第一时间将具有隐蔽性的

问题做到及时发现，也有可能在遇到问题后无法及时采取针

对性措施对其进行有效解决，易导致问题扩大化，出现监督

管理工作效果差的问题[4]。

1.3  基础设施建设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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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化建设持续推进前提下，城市居民数量增加，对

房屋需求发生较大变化。房屋建筑工程数量较多，更需要配

套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同步开展。由于居民数量增加，城市污

水排放量自然较大，增加排放系统运行压力，无法满足实际

排水需要[5]。在此前提下，大部分污水没有及时排入，从而

给后续排污管理维护工作增加一定难度，凸显出基础设施建

设不到位的问题。

1.4  监督模式略显单一

现阶段，我国建筑工程质量监督与管理工作模式略显单

一，监督模式缺少灵活性与有效性，针对施工具体问题并不

能随机应变，无法达到预期监督与管理效果。大部分房屋建

筑工程缺少全方位监督，还有部分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

督工作的全面性不足，同时监督管理深度无法满足实际监督

需要，存在监督管理深度与监管力度不足的问题。

2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督管理措施

2.1  构建完备质量管理体系

目前，我国城市的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养护及管

理方面的质量控制工作开展上，则需要多个单位及部门协

调和配合，有必要在此基础上构建起一整套符合市政基础

设施建设、养护及管理的质量监督管理体系，从而为项目

的施工质量及安全提供可靠的保障[6]。针对市政基础设施

施工、养护及管理工作的开展上，则需要将具体职责落实

到具体的单位及部门，确保所有工作均可以执行到位，才

能够使得工程得以高质量的建设完毕。另外，市政基础设

施工程的施工、养护及管理方面，对于道路及桥梁的养护

及管理则是贯穿了工程项目的始终。由于不同环境之下，

对于市政基础设施的养护及管理存在诸多的差异，这就需

要依据具体的需求来采取相应的养护及管理措施。构建完

备的质量监督管理体系，则可以使得各项工作的开展均可

以有据可循，同时监督管理的时候，还需要及时地对基础

设施的数据信息进行记录与更新，方可为后续维护及管理

工作的开展提供参考依据，使得各项管理工作得以顺利开

展，确保市政基础设施工作的质量。

2.2  革新质量监督管理模式

当前社会发展中，建筑行业处于不断发展的状态下，工

程建设质量、监督工作等方面也应该随之做出相应的改变，

方可顺利新时期房屋建筑、市政基础设施等项目建设的质量

管理需求[7]。因此，现阶段有必要推进传统质量监督管理模

式的创新改革，顺应新时代发展需求，寻找新的管理路径，

推进工程质量监督管理水平的提升。首先，在项目施工之

前，有必要针对各项施工作业进行监督与管理，并对参建单

位进行监督和制约，确保其认真履行合同义务。其次，在项

目施工期间，需要突出对主体结构质量的监督，为项目质量

提供保障。最后，在项目施工验收阶段，相关监督管理人员

有必要对项目的质量进行综合性的检查与验收，使得项目建

设全周期得以监督管理，保证工程施工质量。

2.3  规范质量监督管理流程

针对房屋建筑、市政基础设施等工程建设质量的监督与

管理，当前需要进一步的对质量监督管理工作流程进行规范

化处理，使得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工作得以规范化开展，提升

项目建设的水准[8]。首先，质量监督的时候，需要确保获取

的数据具备准确性、可靠性，方可为后续管理工作提供可靠

的依据。其次，监督人员应该做好自身的本质工作，落实对

施工单位、建设单位的监督与管理，特别是要抵制信誉差、

资质低的单位参与到房屋建筑、市政基础设施等工程的建设

中，从而在本质上为工程建设质量提供保障。再次，优化监

督管理方法，建筑行业处于新时代背景下，自然需要与时俱

进，跟随时代发展的需求，灵活选用先进的管理手段及方法

来开展相应的工作。尤其是主体项目质量直接关系到房屋

建筑的整体使用质量及性能，当前需要进一步更新监督方

式与方法，规范监督流程，对主体项目质量进行严格的管

理，并以大数据技术、信息技术来指导监督管理工作的落

实，推进项目管理信息化建设。最后，把控项目建设区域

内项目的质量，特别是对房屋建筑、市政基础设施等工程

的后续质量监督管理，也应该落实到位，避免工程在使用

中出现质量问题。

2.4  提升监督管理人员素质

目前，房屋建筑、市政基础设施等工程的监督管理上，

必然需要相应的人员来实现，人员素质直接关系到监督管理

水准的高低，现阶段打造强有力的监督管理队伍，则是建筑

行业得以持续发展的保障。因此，现阶段有必要将立足房屋

建筑、市政基础设施等工程的建设实际情况，建设工程质量

监督管理队伍，为各项工程的质量监督管理提供可靠的保

障。首先，在人员选聘方面，需要面向全社会进行人员公开

招聘，设置相应的岗位门槛，选拔专业技能好、业务能力

强、职业道德素质高、实践能力强的技术型人才，以此来对

监督管理队伍的人员进行充实，注入新的活力。其次，鼓励

监督管理人员自主学习与房屋建筑、市政基础设施等方面相

关的法律法规，拓宽自身的专业视野，丰富自身的学识素

养，并深化强制性规范标准的认识，增强自身对质量工作的

监督、鉴别以及处理能力，从而为工程质量的把关工作提供

优质的服务。最后，相关工作单位需要重视对监督管理人员

的培训工作，有针对性地对其监督技能、职业素养等进行培

训，不断地提升其专业技能，从而使得监督管理人员自身的

综合素质得以有效地提升。同时，还需要深化工作人员对新

技术的学习，以科技推进监督管理工作的高效开展，以此来

使得建筑行业得以持续的发展。

2.5  借助创新夯实发展基础

在新时期下，工程建设质量受到社会各界持续关注，

推动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工作全面落实。为保证各项监督与管

理工作能够深入各层管理结构之中，确保建筑工程整体施工

质量得到极大程度提升，从而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工程的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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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深入。为此，相关管理人员应总揽全局，积极借助科技创

新力量，依托先进技术优势为行业的持续与绿色发展带来有

力推动。具体而言，一是认识到科学技术是推动工程质量管

理工作不断深入的关键所在，必须带着科学兴业的理念对先

进技术做到运用，同时更新先进管理理念，确保监督管理工

作呈现出高效化。例如，监督管理部门需要结合房屋建筑及

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质量监督与管理工作开展具体需要，

重视先进设备购置，选购桩基超声波检测仪等尖端设备，也

积极使用混凝土数显回弹仪，保证运用先进设计完成高质量

的工程质量监督与管理工作。二是带着长远眼光完成专业质

量检验实验室的建立，投入足够资金与人力支持，选购配套

的高精度检测设备，提高集成体整体水平，使得各环节施工

质量得到有效保证，从而快速通过相关的质量审核。为此，

监督管理部门需要结合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工作开展各环节的

需要，对实验室检测范围进行不断扩大，加快工程质量检测

工作的智能化发展，结合管理环境变化推动工作的集成化发

展，从而借助科技优势，保证各环节质量监督管理工作可以

细致化开展。三是对无纸化办公做到全面落实，完成信息化

管理系统建设，对硬件及软件及时更新，保证房屋建筑工程

质量监督效率有效提升，也保证市政基础设施质量监督管理

工作的深入与持续开展。

结束语

总而言之，城市化建设背景之下，房建工程、市政基

础设施工程的数量规模在不断地扩大，工程建设质量得到了

全社会的关注。针对房屋建筑、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建设，

若是想控制好工程建设质量，那么必然要做好施工质量监督

管理工作，才能够满足新时期社会发展的需求。因此，建设

单位、施工单位、监督管理单位则需要立足项目实际施工情

况，了解市政需求，寻求有效的监督管理方法。且在执行监

督管理工作前进，明确责任划分工作，推进工作手段及模式

的改革创新，进一步提升质量监督管理水平，推动建筑行业

的持续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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