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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50/2021_2022__E5_B7_A5_

E7_A8_8B_E8_B4_A8_E9_c41_150006.htm 政府工程质量监督经

过近20年的发展。监督机构的人员素质、设备、监督理论和

经验乃至权威性虽然取得了质的变化，但一些工程质量监督

机构的人员素质不高、设备相对滞后以及自我廉政、勤政约

束机构不健全的问题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直接削弱了政府

监督的有效性和权威性，亟待改进和完善。 为了全面贯彻执

行《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一系列工程建设的法律、法

规以及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应根据工程

质量不断发展的要求，针对工程质量监督机构角色和职能的

变化，积极探索新的思路和理念，深化工程质量监督机构改

革，健全执法运行机制，建立工程质量管理与监督的新模式

。 建立健全工程质量监督告知制度，提高监督执法的透明度

，使工程质量监督真正成为“阳光监督”。工程建设各方从

建设工程活动一开始，就应享有知情权，了解监督工作的方

式、方法、内容和手段，以便充分调动工程建设、监理和施

工等受监单位自查自纠、自我约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自觉

规范质量行为，减少和避免质量事故的发生。 建立集体监督

机制。保证执法监督的公正性和准确性。深化工程质量监督

机构改革，提高工程质量监督力度的重要手段是加强监督执

法。要改变现有的监督方法，建立集体监督机制，一个专业

配备两名以上监督人员。并规定要持证上岗。在日常工程质

量监督和调查违法行为过程中，推行“一人为私，两人为公

”的执法理念。同时，规定不同级别的监督文书分别由各科



室的监督人员、科长以及站领导按权限范围签发，保证执法

检查和处罚的严肃性和准确性。 建立预见性、服务性的质量

监督模式，做到服务与执法有机结合。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应

针对工程质量的事前控制、过程监督和事后控制三大环节，

在做好过程监督和工程违规行为严肃查处的同时，加强工程

质量的事前监督，提高监督工作的预见性、服务性。当工程

质量出现下降的趋势或工程施工到难点部位、易出现质量通

病的部位时，监督人员应及时到现场提示和指导，以此扭转

滞后监督、被动应对的局面。 建立行为监督与实物监督并重

的监督运行机制，从单一实物监督向工程建设各方质量行为

监督延伸。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应将工程建设各方的质量行

为以及其结果列为监督对象，将工程建设参建各方推向工程

质量责任第一线，通过日常监督、监督巡查与结构工程季度

大检查相结合的监督形式，对影响建设工程质量的全要素实

现全覆盖的监督。对于在工程质量监督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工程”，除严格按《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进

行处罚外，还要建立和推行工程质量信息公示、公告制度，

通过报纸、广播、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定期向社会发布工程质

量信息公示和公告，提高全社会的质量意识。 改变以日常监

督为主的监督方式。将随机检查作为工程质量监督检查的主

要方式。工程质量监督工作应采取巡查和抽检相结合的监督

方式，以保证建设工程使用安全和环境质量为主要目的；以

保证地基基础、主体结构、环境质量和与此相关的工程建设

各方的质量行为为主要内容；以施工许可和竣工验收备案制

为主要手段，改变原来的预约式、通知式的监督检查方式，

加强巡回检查和随机抽查，保证检查内容和部位能够真实反



映施工的质量状况。 为了保证政府监督的有效性和权威性。

监督机构应不断提高监督队伍的素质和监督工作水平。没有

高素质的质监队伍，就很难建立与质量监督职能相适应的权

威。因此，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必须加强质量管理、质量控制

的学习，提高监督队伍的业务素质。还应不断完善质量监督

手段，增加检测设备，改变传统的“敲、打、看、摸”等落

后的检查方法，加大科技含量，提高工程质量监督的工作水

平。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