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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管理中加强工程质量监督的措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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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我国建筑管理行业，对工程质量进行严格监督，是一种保障性措施，可以进一步保障工程质量，从细节上优

化工程施工。目前，在部分工程项目中，关于质量监督问题，仍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本文主要围绕“建筑管理中加强工程

质量监督的重要性”“建筑管理中工程质量监督存在的问题”“建筑管理中加强工程质量监督的有效措施”这几个方面展开

论述，重点结合工程质量监督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一系列改进措施，促使工程质量监督工作更加“规范化”“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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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工程项目越来越多。在工程施

工中，对工程质量进行全面监督，可以规范施工人员行为，

提高工程整体质量，进一步扩大工程经济效益。目前，在建

筑管理行业，工程质量监督工作的不足，主要表现在这些方

面：“监督意识薄弱”“监督方法落后”“监督制度不健全”。

如果不积极改进这些不足，工程质量监督工作可能会“原地

踏步”，难以适应新时代、新环境。为了切实提升工程质量

监督效力，相关部门要主动发掘问题、修正问题，紧抓工程

施工的每一个细节，持续关注工程施工进度。

1 建筑管理中加强工程质量监督的重要性

1.1 规范施工人员行为

加强工程质量监督，可以形成一种严谨、认真的工作氛

围，提醒施工人员注意自身行为。具体来说，一方面，按照

规范流程施工。在工程质量监督机制下，相关施工人员“自

主性”更强，不会随意破坏正常的施工流程，会按照规范化

流程处理问题。尤其在一些非常重要的施工环节，施工人员

会根据施工流程的指示，认真落实各项施工任务；另一方面，

按照规章制度施工。在工程施工中，一般都会有严格的规章

制度。监督工程质量的过程中，相关部门也要监督“制度执

行情况”。为了积极配合工程质量监督工作[1]，各个部门的

施工人员要认真学习制度、贯彻制度，按照规章制度办事。

1.2 提高工程整体质量

严格监督工程质量，可以发现一些不易被察觉的细节，

进一步提高工程整体质量。具体来说，一方面，从材料上提

高工程质量。对工程质量的监督，包括对“建筑材料”的监

督。比如说，建筑材料质量是否合格？建筑材料价格合理

吗？建筑材料引进途径正规吗？建筑材料是一个工程的基

础，对建筑材料进行合理监督，可以进一步提高工程质量；

另一方面，从细节上提高工程质量。实施工程质量监督，涉

及方方面面的细节。比如说，对人员的监督，对制度的监督，

对经济支出的监督，对施工流程的监督，对环境保护的监督

等，加强工程质量监督，其实是一个不断优化工程细节的过

程[2]。

1.3扩大工程经济效益

在监督工程质量的过程中，涉及对各项经费的监管，有

利于工程项目在合理范围内扩大经济效益。具体来说，第一，

节约施工成本。在工程质量监督过程中，相关部门要重点检

查各项经济支出，避免不必要、不合理的违规性经济支出。

尤其在采购环节，相关工作人员把握好材料成本，避免“高

额采购”，如果工程可以合理控制各项成本，整体经济效益

就会有所提升；第二，杜绝“贪污受贿”行为。关于工程质

量监督工作，既包含对个人的监督，也包含对各个施工部门

的监督。在这个过程中，一旦发现“贪污受贿”“特权特办”

等不良行为，相关部门要给予严厉惩罚，竭力维护建筑管理

行业的内部环境[3]。在坚决抵制“贪污受贿”的情况下，各

个工程项目可以更好地捍卫自身经济效益。

2 建筑管理中工程质量监督存在的问题

2.1监督意识薄弱

部分工程质量监督人员在思想观念上非常落后，并不重

视质量监督的作用、价值。具体来说，一方面，不重视工程

质量监督。在部分工程项目中，虽然设有监督环节，但只是

一种形式，相关监督人员并没有认真执行这个环节。监督人

员对监督环节不重视，与个人思想觉悟有关，也与建筑管理

行业的考核机制有关。如果建筑管理行业不量化监督人员的

日常工作，不对监督人员实施表扬机制、惩罚机制，很难转

变监督人员的工作理念[4]。另一方面，不跟进工程质量监督。

在工程质量监督中，部分监督人员只反馈问题，不关心问题

的处理结果。有些问题反馈之后，甚至根本没有回应，如果

监督人员真正重视监督工作，应该及时跟进，密切关注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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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结果。

2.2 监督方法落后

进行工程质量监督，不能“因循守旧”。目前，监督方

法落后主要表现在：一方面，通过“检查”的形式进行监督。

为了监督工程质量，相关部门会定期安排监督小组，以“检

查”的方式进行监督。“检查”可以作为监督的一种方法，

但“检查”不是唯一的方法。而且，有些工程项目会提前搞

“形象工程”，掩盖真实情况，临时应付这种检查；另一方

面，通过“人力”的形式进行监督。对于一个完整的工程项

目来说，涉及多个部门、多个主体。如果完全以“人力”形

式进行监督，工作效率会比较低。更重要的是，有些监督人

员可能会被利益诱惑，出现一些违背监督原则的“走后门”

“收贿赂”的情况[5]。

2.3 监督制度不健全

工程质量监督制度不健全，主要表现在“无评估”“无

激励”。具体来说：第一，缺乏评估制度。在实际情况中，

部分工程项目缺乏合理的“工程质量监督-评估制度”。也就

是说，无论监督人员表现如何，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衡量指标。

即使监督人员意识到自身不足，内心希望改正，也没有改正

的方向。这一点，需要引起建筑管理行业重视。第二，缺乏

激励制度。开展工程质量监督工作时，监督人员不仅要面对

工作上的各种挑战，还要在思想上保持坚定信念，不违背监

督工作基本原则，做到“一视同仁”“秉公处理”。目前，

部分工程项目缺乏“工程质量监督-激励制度”，相关监督人

员感受不到“被重视”[6]。在这种情况下，监督人员很容易

被外界因素干扰，出现思想层面的“动摇”，影响监督工作

质量。

3 建筑管理中加强工程质量监督的有效措施

3.1 提高工程质量监督意识

一方面，高度重视工程质量监督。在各个工程项目中，

不仅要设置严格的监督环节，还要认真执行这个环节。比如

说，相关部门可以建立“工程质量监督考核机制”，根据监

督工作完成情况，判断监督人员薪资待遇，让工作直接与绩

效挂钩，提醒监督人员认真工作，鼓励监督人员带头工作。

另一方面，及时跟进工程质量监督。作为工程质量监督人员，

既要及时反馈问题，也要持续跟进问题。比如说，对于急需

的建筑材料，如果质量审批迟迟不过，监督人员不仅要第一

时间反馈问题，还要关心最终的处理结果，避免施工人员出

现“无材料”状况[7]，影响正常的施工进度。

3.2改进工程质量监督方法

第一，开展多样化检查。监督工程质量时，相关监督人

员要积极转变个人思维，灵活设计检查机制。比如说，设计

“月检查”“周检查”“日检查”等。在不同检查中，监督

人员可以采取不同形式。日检查可以是“工作报表形式”，

周检查可以是“视频汇报形式”，月检查可以是“集体突击

形式”。灵活设置检查方法之后，不仅可以提高工作效率，

还可以有效避免“临时应付”现象；第二，借助信息化工具。

比如说，监督人员可以利用“大数据追踪功能”，了解工程

各个部门审批情况，监督各个部门审批质量，判断审批工作

是否符合规范[8]。再比如说，监督人员可以借助“计算机办

公软件”，一键汇总各项施工参数，综合判断施工质量，为

各个部门提供数据支持。

3.3健全工程质量监督制度

如何健全工程质量监督制度？具体来说，一方面，建立

评估制度。为了从制度上加强工程质量监督，相关部门可以

建立“工程质量监督-评估制度”，细化具体的评估指标，如：

“监督工作效率”“监督工作成果”“监督工作好评度”等。

在评估制度的指导下，相关监督人员可以发掘自身不足，有

针对性地参与集体培训，不断提高监督工作质量。另一方面，

建立激励制度。从激励视角出发，相关部门可以建立“工程

质量监督-激励制度”，给予监督人员恰当激励。比如说，以

“累积笑脸”形式，量化监督人员获得的各种“好评”。对

于好评度非常高的监督人员，相关部门可以召开正式的表彰

会议，树立一种“严格监督”“监督为荣”的社会风气。

4 结语

综上所述，加强工程质量监督工作，具有多方面现实意

义。实施工程质量监督的过程中，相关部门要注意：提高工

程质量监督意识；改进工程质量监督方法；健全工程质量监

督制度。尤其在“提高工程质量监督意识”方面，相关部门

要传达“自我监督”理念，鼓励每一位施工人员提高个人思

想觉悟，主动修正自己的言行举止，并从“集体主义”思想

出发，主动发掘集体内部存在的各种问题，形成一种“相互

监督”“共同进步”的良性工作氛围。总体来说，只有“人

人监督”，才能实现“时时监督”，才能将监督工作落实到

细微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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