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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我国工程技术行业发展现状及优化建议

江程栋
（山东泰兴齐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摘要：相关调查显示，近年来，在科学技术的引导下，我国工程技术行业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从而有效推动了我国社

会发展与水平的全面提升与优化。然而，通过对大量数据进行分析，研究人员指出，现阶段，我国工程技术行业在发展的

过程当中存在一定的不足有待提升。基于此，大批研究人员结合工程技术行业发展数据针对该行业发展现状进行了深入的

分析与探索。在此过程中，研究人员针对当前我国工程技术行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与总结，同时提出

了相应的优化建议，旨在进一步助力我国工程技术行业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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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表示，在城市化发展的带领下，我国建筑工程数目与规模不断增加，基于此，为了进一步实现建筑工程项目

质量的合理保障，积极做好工程技术的开发已经成为了当前我国建筑工作者所面临的重点问题。在这一问题上，长期以来，

通过大批建筑工作人员的不懈努力，我国有效实现了对于先进建筑工程技术的合理引入与应用，同时对现有的工程技术进

行了合理的改良，继而大幅提升了我国建筑工程技术的综合水平，为建筑工程的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助力。然而，通过对大

量数据进行分析，研究人员指出，现阶段，我国工程技术行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仍存在一定的不足有待改进。基于此，相关

工作人员应再接再厉，有效结合自身工作经验与专业知识实现针对性策略的制定与落实，从而为我国工程技术行业的进一

步发展提供助力。

一、我国工程技术行业发展现状

（一）工作人员专业能力不足，不利于工程技术的合理研发

研究人员指出，现阶段，我国工程技术行业从业人员的专业能力尚存在一定的不足有待提升。总的来看，近年来，随

着城市化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我国建筑工程对于人才的需求量逐渐增加，由于受到这一问题的影响，我国每年建筑人才

供给数量与需求缺口之间的矛盾逐渐增加。为了有效应对这一问题，部分企业在对工程技术人才进行招募的过程中适当降

低了人才任用标准。研究人员指出，在这一发展趋势的影响下，我国工程技术人才队伍的综合素养出现了弱化的问题，进

而不利于高素质人才队伍的合理建设，对我国工程技术研发工作的开展落实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二）行业管理制度尚不完善，限制了管理工作的有序落实

就目前而言，在工程技术行业发展的过程中，部分企业并未有效实现管理制度的合理制定与有效完善，从而导致工程

技术研发工作在落实的过程中受到了大量的阻碍，不利于研发工作效率的进一步提升与优化。与此同时，对于管理人员而言，

由于受到这一问题的影响，大量管理工作往往难以得到有效的落实，继而不利于企业内部管理水平的全面提升，对于工程技术

行业的合理发展造成了一定的限制。此外，由于受到这一问题的影响，相关工作的实施问题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有待改进，从

而对工程技术行业的良性循环造成了阻碍。

（三）工程技术水平相对落后，阻碍了行业发展速度的加快

大量研究数据显示，在建筑工程施工建设过程中，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工程技术水平相对较为薄弱，从而导致

施工工作的效率存在一定的弱化问题，不利于行业发展速度的全面提升。另一方面，由于受到技术水平的影响，在对相关

工程进行施工建设的过程中，部分企业往往难以有效实现设计预期的全面实现，继而对工程安全性与整体性能造成了不利

的影响。以质量检查工作为例，由于受到技术问题的限制，部分人员往往难以有效实现对于建筑工程结构性能的充分检验，

继而不利于工程安全性的合理保障。

（四）行业监管力度相对薄弱，影响了工作要点的及时调整

总的来看，现阶段，在我国工程技术行业发展的过程中，行业主管部门在监管问题上所投入的精力相对偏低，从而不

利于监管工作力度的进一步强化，对于工作要点的及时调整与变革造成了不利的影响。与此同时，由于监管工作的匮乏，

部分企业在开展日常工作的过程中往往难以有效实现对于自身工作中潜在问题的及时发现，从而限制了工作方向的合理调

整，对于我国工程技术行业的良性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影响。针对这一问题，研究人员表示，监管工作是行业发展的重中之重，

因此，监管力度的薄弱往往会对企业的发展造成影响。

二、优化我国工程技术行业发展水平的相关建议

（一）定期组织行业内部培训，实现高素质人才队伍的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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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工程技术行业而言，为了进一步实现行业发展水平的全面提升与优化，相关管理部门要积极组织行业内部定期开

展专业知识学习，从而有效实现高素质人才队伍的合理打造。与此同时，相关行业管理部门应积极做好对于行业人才培养

工作的充分关注，从而有效联合教育部门加大对于工程技术人才的培养力度，以便确保每年工程技术人才的充分供给，为

我国工程技术行业人才缺口的合理填补提供强劲的助力与保障。大量实践表明，通过积极做好行业内部培训工作的有序开展，

相关管理人员可以更好的实行从业者队伍专业素养的全面培养，对于高素质人才队伍的充分打造具有积极的促进意义。

（二）有效完善日常管理制度，确保细节工作的合理开展

针对日常管理工作制度匮乏的问题，研究人员表示，有关企业应积极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对日常管理制度进行合理的制

定与有效完善，从而确保细节工作可以得到合理的开展。在这一问题上，大量数据表明，完备的管理制度有助于推动细节

工作的开展，对于我国管理工作综合水平的全面提升具有良好的促进意义与导向价值。例如，在工程技术研发问题上，通

过及时做好研发工作制度的合理制定与有效完善，有关企业在对技术进行研发时可以进一步实现对于研发人员的合理管理

并实现对于研发资金用途的充分了解，对于研发工作的有序落实与我国工程技术综合水平的全面提升具有良好的推动作用。

（三）积极做好先进技术引入，有效吸纳西方国家发展经验

在技术问题上，研究人员指出，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工程技术行业综合水平的提升与优化，有关部门应积极做好对于

先进工程技术的合理引入有效应用，从而确保建筑工程施工工作效率的进一步提升优化。在这一问题上，相关部门应积极

做好兼容并蓄思想的合理发挥，从而有效实现对于西方国家发展经验的充分吸纳，以便为我国技术研发工作综合水平的全

面提升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例如，在对电气工程施工技术进行探索的过程中，通过积极做好美、德、法等发达国家技术的

充分引入与改良，有利于推动我国电气工程施工技术的跃进式发展，对于我国工程技术综合实力的全面优化具有良好的促

进意义。

（四）合理强化监管工作水平，积极推动管理工作方向转变

总的来看，在工程技术行业发展的过程中，为了确保行业内部的良性发展循环，有关部门应肩负起自身职责，积极结

合工程技术行业发展情况给予相应的监管，从而有效实现对于我国工程技术行业发展情况的充分了解与合理掌握，为行业

管理工作方向的及时调整与科学转换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实践表明，通过监管工作的合理落实，有关部门可以进一步实现对

于相关内容的充分引导，对于管理工作的全面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在监管工作的引导下，相关部门可以对行

业发展现状实现更为确切的了解并及时引导企业对自身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清晰的认识，对于企业的良性发展循环具有

良好的推动价值，有利于引导我国工程技术行业实现可持续发展。例如，针对当前我国工程技术行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新从

业者缺乏实践经验的问题，通过监管工作的合理开展，相关部门可以引导企业有效推动学徒制的合理践行，从而引导具有丰

富经验的从业者有效对新人进行指导，以便确保新人可以更好的实现实现经验的充分积累。

结语：

总的来看，积极推动工程技术行业的全面发展，有利于促进我国工程技术综合水平的全面提升，对于我国综合国力的

强化具有良好的促进意义。在这一问题上，研究人员指出，工程技术行业并非只为了建筑项目而服务，在电气工程、通讯

工程以及航天工程等诸多领域中，工程技术均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因此，合理做好对于工程技术行业人才队伍的全面

培养有效建设，有利于推动我国各项产业的均衡发展，对于我国经济的全面繁荣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合理提升具有良好的

促进意义。另一方面，对于广大人民群众而言，通过工程技术人才队伍的有效建设，有利于促进我国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

进一步提升，对于广大人民群众生活需求的合理满足具有良好的推动价值。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下，合理做好工程技术

行业的发展，已经成为了当前我国政府部门应当关注的重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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