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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述 建筑安全不仅在我国，几乎对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

切实是突出的问题。从我国意外伤亡事故统计资料表明，建

筑工程领域的伤亡事故数目，仅次于交通、矿山、非矿山企

业，建筑行业伤亡事故中死亡人数，也居世界第四位或第五

位。特别在港、澳、台地区，建筑业的意外伤亡事故及其死

亡人数，均占该地区的第二位或第三位。日本、英国、法国

、美国、加拿大、瑞典的建筑业安全问题也相当突出。在欧

盟中，建筑行业的从业人数占到了全体劳动力的7%，其事故

发生率占年总数的15%，而死亡率占整个工业界的30%，事故

损失所造成的代价达到了全行业的营业额的3%。 我国建筑业

安全生产及建筑工程正向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标准化

方向发展，概括起来有如下特点。 （1） 安全生产管理体制

已有雏形，建立了一支执法监督队伍 根据国务院《国务院批

转劳动人事部、国家经贸委、全国总工会关于加强安全生产

和劳动安全监察工作的报告的通知》（国发[1983]85号）文件

的精神，自1983年起，建设部就一直在探索建立适合行业特

点的建筑安全管理体制，先后组建了劳动保护处、安全监督

管理处、安全处，实施政府对建筑安全工作进行监督和管理

的职能。全国大部分地区建立了相应的职能部门和监督执法

机构，初步形成了建筑安全生产管理机制，拥有一批训练有

素的执法监督队伍。 由于安全生产工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建筑安全生产管理体制改革步伐缓慢，到目前为止，全国



只有11省、5个计划单列市、20个省会城市和164个地级市建

立了建筑安全监督站，工作人员达2000余人。目前管理模式

有3种：一种是设立专门机构，配备专职人员模式。一种是质

量和安全机构合一模式，这种模式是指把质量和安全工作放

在一个机构--质量监督站，受政府的委托进行执法监督。这

种形式往往因重视质量而削弱安全工作，很难把安全工作摆

在应有的位置。一种是政府职能部门管理模式，这种模式有

两种情况：一是在职能处（室）有专人负责安全工作，二是

在职能处（室）设置兼职人员，负责安全工作。 （2） 广泛

开展安全达标和创建文明工地活动，改变了施工现场的面貌 

建设部自1991年开始，在全国四级以上建筑业企业的施工现

场，开展以贯彻建筑施工安全技术标准为目标的安全达标工

作，1995年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1996年又开始了第二个

五年计划；1996年在继续开展安全达标的基础上，又向全国

推广上海创建文明工地的经验。很多地区都将安全达标特别

是创建文明工地活动，作为树立建筑业形象和实现两个

文?quot.窗口"的一个手段，使建筑安全技术标准和规范在施

工现场得到贯彻，施工现场"脏、乱、差"的面貌得到了改善

。 （3） 建筑安全生产法规体系进一步完善 行政法规得到进

一步加强，1989年和1991年分别颁布了建设部第3号令《工程

建设重大事故报告和调查程序规定》和13号令《建筑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规定》；1980年和1998年分别颁发《建筑安装工

人安全技术操作规程》和《施工现场安全防护用具及机械设

备使用监督管理规定》；地方法规建设步伐较快，如内蒙古

自治区和深圳市分别颁布了《内蒙古自治区建筑施工安全条

例》和《深圳经济特区建设工程施工安全条例》。上海、南



京、云南等都出台了地方法规或政府令，明确规定了建筑安

全监督站的工作内容和职责。 技术标准及规范逐步完善。在"

一标准三规范"，即《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99，

已于1999年5月1日正式实施这一强制性行业标准）、《建筑

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龙门架（井字架）物料提

升机安全技术规范》和《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

基础上，建设部已通过审定了9个标准和规范，即《扣件式钢

管脚手架安全规范》、《门型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建

筑施工模板工程安全技术规范》、《建筑施工超重吊装安全

技术规范》、《建筑施工安全网搭设标准》。 （4） 建筑业

的安全生产状况又出现严峻形势 到1998年底，全国建筑施工

伤亡事故连续3年出现下降的好势头。1995年全国建筑施工万

人死亡率为0.86%，1996年下降到0.7%，1997年为0.52%。1998

年建筑安全生产情况总体讲比较平稳，截止到1998年12月底

，全国建筑施工一次死亡3人重大伤亡事故共发生32起，死

亡136人，重伤49人次。与1997年同期相比，事故数减少9起，

下降了21.95%；死亡人数减少58人，下降29.90%；重伤人数

增加5人次，上升11.36%。 从1999年初开始，由于建筑业的发

展加快，一种重效益、轻安全的思想再度抬头。加上安全管

理上的缺陷，员工安全素质跟不上经济建设发展的形势，不

断出现了多起震惊全国的桥垮、楼塌、高处坠落、建筑物火

灾特大事故，造成了巨大的生命与财产的损失。客观上也迫

使建设部和建筑行业，在安全资格、安全管理、消防工程、

应急措施、管理体系、安全教育、安全检查等方面上了一个

新台阶。当然，建筑行业还要解决以下问题，才能使适应经

济建设的持续发展。 ① 从理论上到实践中必须真正落实"安



全第一，预防为主"方针； ② 加大建筑业改革的力度，完善

现有的建筑安全管理体制； ③ 建筑领域的法规建设要适应市

场经济发展； ④ 安全科学技术与建筑工程技术需要交叉融合

； ⑤ 加速建立建筑业意外伤害保险体制； ⑥ 创造条件，提

高建筑行业人员的安全科技文化素质。 2、 事故原因 从大量

建筑业伤亡事故案例分析表明，有半数工人认为他们从事的

工作有健康及安全上的风险。各种管理系统，包括由中介机

构进行的项目管理，缺乏对控制事故责任的承诺，材料、设

备及设计的复杂性增加，往往忽视工人的安全与健康而追求

最低的成本，造成了建筑行业持续的事故高发。例如，1986

年我国各工业系统尘肺累积患病及累积死亡的统计数据中，

建材行业的粉尘作业工人为36.55万，尘肺累计病例13719例，

患病率为3.62%；死亡累计病例2450例，死亡率为17.86%。 应

该指出，建筑行业伤亡事故集中于"四害"即高处坠落、触电

、物体打击、机械伤害，统计资料表明，"四害"造成意外伤

亡事故占总死亡人数的80%~86%。 我国建筑安全，必须要求

经理（技术管理人员）和员工有科学的观念和端正的态度、

要具备建筑业的基础知识、法律、法规、技术标准，懂得建

筑业中的安全与健康问题。例如，《劳动法》、《建筑法》

、《厂长、经理职业安全卫生管理规定》、《特种作业人员

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企业职工劳动安全卫生教

育管理规定》、《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等。 我国建筑业

的生产或施工，很大程度还依赖于人的体力和技能，要通过

人的劳动和规范的行为来实现，保证在安全、卫生的作业现

场劳动是最基本的条件，现实人与人、人与机械、工具、人

与环境间和谐、安全卫生、高效的配合要靠现代安全管理。



其中，法人代表、厂长、经理、决策人的管理艺术和方法是

极其重要的。在此特别要强调的是，有证据表明，建筑业公

司的最高层的领导，对于安全管理的积极关心，与事故及伤

亡的减少是直接相关的。对于事故原因的分布状况的了解，

为找出预防方法，提供了起点。案例分析及事故描述也可以

用已得到预防事故的技术的信息。英国建筑业的专家在从事

的一项研究中发现，建筑行业中90%的死亡事故都是可以避

免的，而在70%的案例中，正确的管理行动可以挽救生命。

死亡事故的70%分布在"建筑"业，26%是在"民用工程"。在为

期5年的研究工作中，有561人工人死亡。另外，分包商方面

，有94人死亡，还有26人是属于"自我雇佣"工作时死亡的。从

公众方面，有37个成人及21个儿童死亡，共计739人。最多年

份为162人，最低年份为137人。 在建筑业中，各种坠落占到

了死亡原因的50%。因此，要对坠落进行细分。占到死亡总

数的75%的前3种工作是维修（42%）、运输和自动化工厂

（20%）及拆除或拆卸（13%）。 3、 职业健康及卫生 建筑行

业因其事故多发及伤亡水平高，而一直受到执法部门、媒体

、公众及管理部门的重视。值得质疑的是，这一点是否导致

了对于这一行业的职业卫生及健康，除了尘肺病这种为大众

的公认的问题之外，其他问题的忽视？在有些国家，一些报

告指出，建筑工人因为工作在寒冷、潮湿的环境下，而过早

衰老或短寿。另外，在气候过热，长期户外工作人员中皮肤

癌发病率高。瑞典Bygghalsan的研究指出，建筑工人因从事重

复的手工操作过多，造成外伤也较多。 在建筑工地上，人们

对运行工地的各种物质对工人可能造成的风险（如毒害、辐

射、腐蚀等物质对人的安全与健康直接相关）知之甚少，特



别是对于工地上产生的危害物质也是如此。噪声造成了许多

工人的听力损失。 4、 控制建筑业工伤 成功地控制建筑行业

工伤的基本原则，与其他工业部门是一样的。具体的体制问

题确实存在，而且也有必要说明。这主要是在工程的早期阶

段，在设计中对材料的性质、数量、大小及交付方式、工作

计划、合同商的接口、承包商与公用设施的接口等问题上，

把健康与安全方面的问题弄清楚。坚决执行《建设项目（工

程）劳动安全卫生监察规定》、《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建设项目（工程）职业安全卫生设施和技术验收办法》

和有关劳动保护法规、标准，遵守施工现场安全卫生管理制

度，力行安全文明生产，在开工之前及工作之中，都要做出

相关的控制及计划。工作开始之前，项目要求投标者提出安

全计划。安全计划是由有资格人士制定的，而且还将与合同

商一起负责安全工作。这种人士对现场安全控制的责任，是

规定得十分明确的，而且还包括了对其他合同商活动的管理

。安全计划是一个可以操作的工作文件，在整个项目期间，

安全文件则是另一份描述建设项目是如何完成的，用于客户

对建筑物的使用，今后的修改及结构的拆除。 方法声明--在

从事高危作业时，在事前要为从事作业的人提供方法。 每份

文件中要包括承诺，即在操作条件无法与声明一致时，要得

到现场主管及制定声明的人的同意，在完成各种任务（包括

拆除、爆破、组装等工作）时，都需要方法声明。 工人技能

的训练应当包括相当部分关于安全的内容。管理人员的培训

尤为重要，因为这包括他们对安全工作的承诺，而这又是建

筑工程在安全方面能够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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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