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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A_8E_E5_BB_BA_E7_c62_457913.htm 一、前言 建筑业是我

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建筑产品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奠

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同时，建筑业，特别是施工企业是一

个高危险性、事故多发的行业。近年来，建筑业安全管理的

现状和建筑施工现场的诸多不安全因素影响了整个建筑业效

益的提高，也是建筑业及建筑施工现场不能吸引高素质人才

的主要原因之一。安全管理具有系统性、连续性、技术性等

特点，长期以来，建筑业一直是各国职业安全事故率较高的

行业之一。由此可见建筑企业安全问题已成为建筑业发展的

巨大障碍。 在我们的施工实践中，建筑施工企业的项目管理

主要表现为质量、安全、进度、成本的管理。作为一个工程

项目来讲，建设方和监理更关心的是质量进度等，而施工方

则更关心的是安全与成本等，当然这几个方面是不能机械地

分割，它们是密切相关的。通常说来，项目是以成本核算为

中心，但质量、安全、进度等方面是保障，严格地说，安全

是第一位的，无安全事故就是效益。 二、认识工程项目管理

中的安全管理工作 作为一个工程项目的项目班子成员配备，

通常是项目经理是安全生产小组组长、分管生产的项目副经

理为安全生产小组的副组长，具体工作由安全员完成，安全

员的配备根据项目大小情况配备的数量不等，而技术经理（

或技术负责人）在安全生产中的作用是处于淡化位置。事实

上，工程技术人员在安全管理中的作用是不可淡化的，一个

工程项目的运作，从立项开始，工程技术人员就已经为安全



生产做了大量的工作，也为安全生产负起了很大的责任。如

投标方案中安全技术措施的方案选择、图纸自审、会审、主

要原材料的检验、测（计）量仪器和仪表的年度报检（审）

、开（停）工报告的报批、施工方案（作业指导书）的编制

（特别是其中安全技术措施如施工现场临时用电方案设计、

模板支撑系统设计、设备吊装方案、深基坑坑壁支护等）、

网络进度计划的编制和实施、各种安全技术交底、工程质量

验收等等，其实，这中间每一项技术工作都和安全管理工作

有着密切的联系。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常抓不懈，尽职

尽责，千方百计消除事故隐患，防止重特大事故的发生。”

这是安全生产工作的目标，其中的一个“长”字和一个“常

”字，道出了安全工作的经常性，不间断性，也就是说安全

工作贯穿于整个项目生产的全过程。安全事故的发生也就是

几秒钟几分钟的事情，而安全生产工作却是一个系统工程，

必须全员参与，全员牢固树立安全观念，提高安全生产意识

。同时，安全工作的全过程都必须有强有力的技术工作支持

，事实上工程技术工作的全过程中都包含有安全工作，从本

质上讲，技术工作和安全工作是紧密相连的。工程项目质量

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安全生产的质量，当我们的建筑产品（半

成品）质量缺陷小的时候，就表现为不合格项，或出现质量

事故，当不合格项质量缺陷增大或累积迭加到一定程度时，

就会质变为安全隐患，甚至酿成安全事故。 前几年，南方某

高楼，因为基坑设计与施工方面的技术工作做得不彻底，基

坑技术方案没有严格审查，安全措施不全等原因，发生了一

起严重的整体坍塌事故，这起事故造成了周围建筑下沉，几

千万的机械设备埋入深坑，政治影响、社会影响十分恶劣等



严重后果。这次事故已经给我们广大的工程技术人员敲响了

警钟。大家都知道，深基坑开挖、支护，必须由专业技术人

员进行边壁支护的设计计算，并且在施工过程中应全程进行

沉降位移观测，但是在很多施工现场时候，施工技术人员为

了省事，往往没有真正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详细的计算或验算

，而是根据经验进行指导施工，有的项目的施工方案纯粹是

本应付性“资料”，根据不能指导施工，也根本不用它来指

导施工。甚至有的工地搭设脚手架完全是由架子工自己根据

现场情况进行施工，根本没有受过专业培训，也没有接受安

全教育。而另一方面，现在的许多施工企业都已经完全转变

为管理型企业，分包单位建制不健全，农民工多，大部分都

是临时雇用，农民工的技术素质参差不齐。这样就造成了施

工安全技术的严重脱节，安全隐患质变成安全事故早在情理

之中了。 从建筑企业现有的管理体制上来看，特别是大的工

程项目，专职的安全管理人员也不可能施工现场每个专业的

施工、每道施工工序都完全介入和监督，一般采用层层分包

分管的办法，这无疑又涉及到另一个管理问题；从业务工作

范围上来看，技术管理工作同安全管理工作业务有完全的融

合性。因此，工程技术人员和安全生产有着同样不可推卸的

联系和责任。 三、如何做好安全生产中的技术工作 技术工作

与安全生产的联系千丝万缕，如何真正在项目管理与生产过

程中处理好技术工作与安全生产的关系，是摆在建筑企业管

理人员的一个重要课题。要做好安全生产中的技术工作，我

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做起： 1、编制真正能指导施工的施工

计划和施工技术方案 项目工程技术人员应根据施工现场的自

然环境条件、材料机具、劳动力的供应情况、资金状况等，



紧密结合工程实际，制定出最经济、最安全的施工技术方案

，编制便于指导施工的施工组织设计（作业指导书）和合理

的进度计划。在施工前进行详细的安全、技术交底，对工人

要进行三级教育，施工中应经常深入现场，了解和掌握现场

施工中存在的问题，不断改进施工方案和施工工法，提高施

工的安全性。对于比较特殊的施工部位，如外架搭设方案、

模板支撑加固、吊装施工、深基坑支护以及采用新的施工工

法等，必须经过专业技术人员的计算、分析和论证，制定出

详细可行的实施方案，并加强检查和验收力度，确保技术上

可行、安全上有保障。 2、正确运用施工方案和施工安全技

术措施来指导施工 作为建筑企业的工程技术人员，要经常深

入施工现场进行指导，并结合现场实际情况，及时完善和调

整有关安全技术措施。在各道工序进行质量验收时，首先要

保障安全生产和工程质量。没有安全生产，不搞好工程质量

，就无法保证正常的生产，更不要谈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很

多技术人员在检查验收时，往往会偏重于有关技术质量指标

的检查，这无可厚非，业主和监理最关心的也正是这些方面

。而作为施工单位的技术人员，其实更需要注重的恰恰是验

收标准中的牢固性、稳定性等安全要求部分。在工序交接时

，应明确各个工序的工作职责，要在检查确认的基础上进行

对口交接，在中间交接表上也可考虑增加安全施工交接一项

，必要时工序交接应邀请安全管理人员参加。要做到“上不

清、下不接”。美国的一项研究发现了一个很有价值的“十

倍”规律：如果上道工序产品质量的缺陷的处理费用为“1”

的话，那么等到下一个工序完成时，相应缺陷所须的处理费

用就为“10”，依次类推，到再下一道工序完成时，所须的



处理费用将达到“100”。并由此兴起了“零缺陷”产品运动

。如果我们对每道工序工作在安全方面也这样严格实施的话

，安全事故必定会大大降低。 3、大力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

和各种常规安全检 安全检查是项目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有

的项目领导害怕检查，一到检查，就突击准备，应付、走过

场，这其实是一种对安全工作极不负责的举动。事实上，安

全生产工作，几天时间是无法突击准备的，必须靠平时的良

好的管理和不懈的保持。安全检查其实更是一种手段，我们

通过检查来发现问题，寻找对策，解决问题。在检查过程中

，对易发生安全事故的特种设备、特殊场所和特殊施工工序

，除安全管理部门的综合性检查外，应组织有专业技术人员

参加的专业性安全检查。检查前应明确检查重点、检查手段

和检查方法。如对电气焊机、起重设备、运输车辆、压力容

器、易燃易爆场所、高空作业场所、深坑施工场所、临边洞

口防护和专项安全技术措施等，必须进行全面检查和验收。

发现问题要及时纠正处理，并有记录，以确保安全生产。 四

、结束语 在项目管理过程中，工程技术人员作为直接组织生

产、检查生产质量的重要环节，时刻与安全生产相伴而随，

必须牢固树立“安全第一”、安全生产“责任重于泰山”的

思想观念，把安全生产工作与工程技术工作有机结合起来，

既要认识到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性，也要看到搞好安全生产

工作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始终把安全生产工作放在心头，做

到警钟长鸣，常抓不懈，尽职尽责，千方百计消除事故隐患

，防止重特大事故的发生。同时，结合现场实际，用科学的

方法指导生产，用技术的措施来控制质量和安全，杜绝违章

指挥、消除违章作业，为企业创造更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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