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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A8_8B_E8_B4_A8_E9_c41_232527.htm 「摘要」 分析了风

险管理具体的工作内容、方法和手段，以及实行风险管理对

现行建筑工程管理制度所带来的变化与优点，结合上海试点

工程情况对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进行研究，提出

了改进措施。 1 风险管理的内容、方法和手段 与现行的建设

监理制度相比，工程保险制度下的风险管理模式，是对建设

工程全过程全方位的管理，从设计阶段开始，历经施工阶段

和竣工验收阶段，直到运营保修期为止。它关注风险管理，

强调预先控制，服务向前扩充，向后延伸，改变了建设过程

中各干系人之间的关系，对整个建设项目的实施有着重大的

意义和作用。 在这种模式下，风险管理单位在与保险公司签

订风险管理合同之后，对风险评估报告做出分析，提出风险

管理方案和大纲，然后派出以风险管理项目经理为首的项目

管理班子，在设计阶段就开始介入，开展风险管理工作。工

作内容的核心是针对工程质量保险标的进行质量和安全的全

面管理与监督，以提高工程质量、降低风险、减少损失为工

作目标，通过将事前预控与事中监控紧密结合，抓住风险源

头，公正独立的对项目参建各方进行风险管理。 风险管理的

方法和手段是建设工程风险管理的核心内容，也是突破原有

管理体制的关键点，分别体现在以下 3 个阶段。 1.1 设计阶段

以严格设计审图为前提，以过程变更控制为手段，全过程降

低项目技术风险。 （1）加强设计风险的识别与风险预控。

风险管理在设计方案确定后开始介入，通过专家调查法等风



险识别办法对设计方案进行风险识别，然后进行风险评估，

按评估结果对扩初设计、施工图设计、施工图审查等阶段进

行风险指导和预控，做到有的放矢，提高设计产品的质量。 

（2）强化设计产品的使用功能和可建造性。在保证设计产品

符合强制性规范条文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设计工作的特殊

性和当地的气候和施工条件，把强调设计产品的使用功能和

可建造性提到一个新的高度上来。 （3）发挥专家的技术优

势，把好“四新”技术的应用关。利用风险管理单位强大的

专家技术优势，对“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结构”这

四新技术的应用进行严格把关，确保工程质量的安全。 1.2 施

工阶段 以事前预控为基础，以过程监控为重点，以治理通病

为手段，降低工程质量风险。 （1）建立风险源清单，确定

风险控制对策和措施，实现预前控制。风险源清单的建立，

对业主、施工单位和风险管理单位起着未雨绸缪的作用，可

以及早确定风险控制对策，采取响应的风险管理措施，实现

积极有效的预前控制。 （2）建立数字化风险控制平台，实

行风险动态管理。结合现场施工的具体情况以及数字工地的

影像管理，制定有效的风险监控方法，根据各个专业分项工

程重大风险等级的风险特征值和报警值，对施工现场以及相

关的风险因素进行科学的、全方位的、全过程的控制和管理

。 （3）强化要素管理，控制风险诱因。通过对现场人、机

、料、施工工艺和施工环境的有效控制，从资质审查、准入

控制、工艺样板引路和质量通病的治理等环节着手。 （4）

强化过程控制，完善关键工序和重要部位的跟踪控制平台。

对整个施工过程中进行动态控制，对于工程的关键工序和重

要部位采取旁站等跟踪控制措施，严格把好质量关。 （5）



检测公正、科学化。采取科学的检测、检查方法，实现对工

程质量的评价以数据说话；充分发挥检测机构的公正、独立

和科学性，确保工程内在质量。 （6）强化安全教育和方案

审核，完善安全监管体系。通过宣传、授课、观摩等相对直

观的教育方式，作好一线工人的安全教育，提高其对安全问

题的感性认识和风险意识。作好安全专项方案与技术措施的

审核，确保安全管理体系的有效运转。 （7）强化重大危险

源的跟踪控制和应急预演，完善险情应急机制。应急预案的

制定对重大危险源的控制不可或缺，通过跟踪控制和应急预

演进行过程控制，有利于风险事故的减少。 1.3 运营保修阶段

（1）制定缺陷责任期和 10 年责任期的风险控制工作计划，

督促有关单位提供建筑物和机械设备使用与维护手册，作好

设施管理工作，避免因使用不当而引起的质量问题。 （2）

组织专家对建筑物竣工状态、一年保修期结束后的状态、以

后每隔一年的使用状态进行检查，出具检查与评估报告（以

理赔范围为基础），必要时可以采取向使用者问卷征求意见

的形式。 （3）督促尾项工程和质量问题的整改落实，合理

规避缺陷责任风险。 2 风险管理模式下三个关系的转变 推行

建设工程风险管理制度，其基本手法是将风险进行转移和控

制，在此过程中建设工程各干系人之间的关系将发生 3 个变

化。 2.1 改变了业主与保险人的关系 在原有的工程保险制度

下，保险人仅关注事后理赔，是一种消极的态度。现在是由

共投体和保险人共同关注保险标的，在过程控制上明确了双

方的责任和义务；双方共同以保证工程质量为底线，以最低

限度减少社会资源的浪费为共同目标，有利于降低政府在建

设工程上的风险责任，同时对保障社会公共利益有着积极的



促进作用。共投体作为保险合同的一方，风险、责任共担，

有利于协调勘察、设计、施工单位与业主单位之间的利益冲

突，提高工程项目管理的效率。全过程风险管理的实施进一

步提高了建设工程参与各方的风险意识和管理水平，积极有

效地促进了我国建设工程领域的发展，满足了我国在加入

WTO 之后面对国外工程咨询公司挑战的需求。保险人积极参

与工程建设的全过程管理，意味着保险人必须增强在工程保

险领域的经验和保险实力，这将在客观上提高保险人的保险

管理水平和效益。 2.2 改变了监理委托的关系 现有的监理委

托关系的弊端如下： （1）缺乏公正、独立性。由于监理受

业主的委托，无形中受制于业主，对业主的不规范行为缺乏

有效监督，监理工作缺乏独立性和公正性，不能做到真正公

正、独立的第三方，从而也不能积极有效的开展监理工作，

对于工程建设过程的监督管理也只是表面上、形式上的，这

样就降低了建设工程的质量，对业主也产生了不好的印象，

促进了监理工作的恶性循环。 不少业主是因为国家法律法规

的要求不得不委托监理对建设过程开展监督管理工作，而委

托了监理之后又不愿意放权，在投资、进度、设计这些方面

都是业主的单方面决策，使得监理工作变成了仅仅是对施工

过程的质量监督，这样就造成了监理的名不副实，从而降低

了监理的工作职能和水平。由于监理对进度、投资没有管理

决策权，当业主和承包商片面追求进度、投资方面的控制目

标时，根据投资、进度与质量这三者的平衡关系，必然会降

低质量方面的要求，而监理对此又无法控制，这样就造成了

建设工程质量的低下。 （2）先天不足，无法弥补。现行建

筑法规和体制下，监理的工作范围仅仅局限于施工阶段，不



能参与项目的全寿命周期管理，不仅在保修期的服务少，尤

其是在设计阶段无法介入，无法进行预先控制，而设计阶段

对于整个项目的质量、投资、进度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不

能提前在设计阶段介入，那么施工阶段的风险控制就非常困

难。 （3）安全管理缺乏资金保障，安全条例无法落实。由

于安全管理资金常常无法到位，监理无法对安全管理工作进

行监督，增大了安全事故的发生概率，间接造成了业主和政

府的压力。 由保险人委托风险管理单位的优势，一是公正、

独立。风险管理单位受保险人委托开展风险管理工作，目标

是保险标的，作为独立于业主、承包商以及设计和勘察单位

的第三方，真正具备了公正独立性，有效的提高了工程质量

，把政府从实体工程质量安全的监督中解脱出来，降低了政

府的压力，有利于保障社会公共安全利益。二是促进控制目

标最优实现。风险管理工作的内容以质量和安全为核心，必

然按高标准、严要求的原则进行风险管理。但与此同时，风

险管理单位也要继承“监帮结合”的优秀传统，通过优化技

术方案等手段提供增值服务，追求质量、安全、投资、进度

四大目标的最优实现。三是管理要求更上一层楼。保险人关

注的保险标的是 10 年责任险，期望能控制和降低风险，减少

理赔，这就要求风险管理单位在质量安全管理方面要做的更

高、更强、更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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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