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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业属于事故发生率较高的行业，其施工特点是： １）高

处作业多。按照国家标准《高处作业分级》规定划分，建筑

施工中有９０％以上是高处作业。 ２）露天作业多。建筑物

的露天作业约占整个工作量的７０％，受到春（夏（秋（冬

不同气候以及阳光、风、雨、冰雪、雷电等自然条件的影响

和危害。 ３）手工劳动及繁重体力劳动多。建筑业大多数工

种至今仍是手工操作，容易使人疲劳、分散注意力、误操作

多#易导致事故的发生。 ４）立体交叉作业多。建筑产品结

构复杂，工期较紧，必须多单位、多工种相互配合，立体交

叉施工，如果管理不好、衔接不当、防护不严，就有可能造

成相互伤害。 ５）临时员工多。目前在工地第一线作业的工

人中，农民工约占５０％－７０％有的工地高达９５%. 以上

这些特点决定了建筑工程的施工过程是个危险大、突发性强

、容易发生伤亡事故的生产过程。因此，必须加强施工过程

的安全管理与安全技术措施。 2005年，全国共发生建筑施工

安全事故１０１０起，死亡１１９５人，虽比上年有所下降

，但其中重大安全事故仍居高不下。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工作

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安全法规尚需完善，安全监管存在不足，

建筑市场亟待规范，城市建设综合防灾工作体系尚未建立，

建设领域应急管理工作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２建筑施工安全

事故发生的原因 这些事故的发生，不但给企业造成严重的经

济损失，影响企业声誉，制约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同时还会



给家庭带来不幸，甚至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分析事故发生的

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１）有的建设单位不执行有关

法律、法规，不按建设程序办事。将工程肢解发包，签订阴

阳合同、霸王合同，要求垫资施工，拖欠工程款，造成安全

生产费用投入不足，严重削弱了施工现场安全生产防护能力

，致使安全防护很难及时到位，再加上强行压缩合同工期导

致的交叉施工和疲劳作业，最终酿成事故。 ２）一些监理单

位没有严格按照《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的规定，认

真履行安全监理职责。还停留在过去“三控二管一协调”的

老的工作内容和要求上，只重视质量，不重视安全，对有关

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技术规范和标准还不清楚、不熟悉、

不掌握，不能有效地开展安全监理工作，法律法规规定的监

理职责和安全监管作用得不到发挥，形同虚设。 ３）一些施

工企业安全生产基础工作薄弱，安全生产责任制不健全或未

落实#目标管理不到位。没有相应的施工安全技术保障措施#

缺乏安全技术交底，有的企业甚至把施工任务通过转包、违

法分包或以挂靠的形式承包给一些根本不具备施工条件或缺

乏相应资质的队伍和作业人员，给安全生产带来极大隐患。 

４）有的地方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督机构人员缺编，没有经

费来源，没有处罚依据，安监站的安全监督作用未得到充分

发挥。 ５）从业人员整体安全素质不高。大部分一线作业人

员特别是农民工安全意识不强，缺乏基本的安全知识，自我

保护能力差，这个问题非常突出。 ６）由于建筑市场竞争十

分激烈，建设单位往往拒付施工企业安全措施费用。在工程

造价中不计提安全施工设施费用，施工单位为了揽到工程而

委屈求全，一旦中标，用于安全生产的必要设备、器材、工



具等无力购置，于是能省则省，导致施工现场十分混乱，大

大增加了安全事故发生的可能性。 ７）各类开发区、工业园

区、招商引资项目、个体投资项目及旧村改造工程违法违规

现象较严重。部分工程无规划定点，无用地许可证，无施工

许可证，无招投标手续，无质量安全监督手续，未进行施工

图纸审查便进行施工，从源头上给建设工程带来了事故隐患

。 ８）目前大多数施工企业还不能有效利用先进的管理技术

和信息技术来提高管理水平。应利用信息管理手段建立诚信

体系和不良记录，把企业市场行为、安全业绩和存在问题全

部纳入，与市场准入、资质资格、评优评先、行政处罚直接

挂钩。 ３防范事故发生的措施 根据事故发生的原因#主要可

从以下各个方面采取措施加以防范&amp. １）搭建施工现场

安全生产的管理平台，建立建设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

三位一体的安全生产保证体系。 ２）实行建设工程安全监理

制度#对监理单位及监理人员的安全监理业绩实行考评，作为

年检或注册的依据，规定监理单位必须按规定配备专职安全

监管人员。 ３）夯实企业基础工作，强化企业主体责任。按

照《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建筑企业必须建立

安全生产责任制，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明确各自的责任。

建议包括以下内容： ①总分包单位之间$企业与项目部之间

均应签订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工程各项经济承包合同中必

须有明确的安全生产指标，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中必须有明

确的安全生产指标，有针对性的安全保证措施，双方责任及

奖惩方法。 ②施工现场职工人数超过５０人的必须设置专职

安全员）建筑面积１万平方米以上的必须设置２－３名专职

安全员；５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型工地要按专业设置专职安全



员，组成安全管理组，负责管理安全生产工作。 ③应建立企

业和项目部各级、各部门和各类人员安全生产责任考核制度

。企业一级部门、人员和项目经理的安全生产责任制#由企业

安全管理部门每半年考核一次，项目部其他管理人员和各班

组长的安全生产责任制，由项目部每季度考核一次。 ４）建

筑企业在工程开工前应制定总的安全管理目标，包括伤亡事

故指标，安全达标和文明施工目标以及采取的安全措施。项

目部与施工管理人员和班组必须签订安全目标责任书，并将

安全管理目标按照各自职责逐级分解。项目部制定安全目标

责任考核规定，责任到人、定期考核。 ５）施工组织设计中

应包含施工安全技术措施，针对每项工程在施工过程中可能

发生的事故隐患和可能发生安全问题的环节进行预测，在技

术上和管理上采取措施#消除或控制施工过程中的不安全因素

，防范发生事故。施工安全技术措施主要包括： ①进入施工

现场的安全规定； ②地面及深坑作业的防护； ③高处及立体

交叉作业的防护； ④施工用电安全； ⑤机械设备的安全使用

； ⑥对采用的新工艺、新材料、新技术和新结构，制定有针

对性、行之有效的专门安全技术措施； ⑦预防自然灾害措施

； ⑧防火防爆措施。 ６）施工企业建立安全技术交底制度，

内容应包括工作场所的安全防护设施、安全操作规程、安全

注意事项等，既要做到有针对性，又要简单明了。 ７）建筑

企业和项目部必须建立定期安全检查制度，明确检查方式、

时间、内容和整改、处罚措施等内容，特别要明确工程安全

防范的重点部位和危险岗位的检查方式和方法。 ８）建议各

级主管部门进一步高度重视建设安全生产工作#协调有关部门

，解决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机构、人员、职能、经费”问题



。 ９）加大建设工程施工机械管理力度，把好入场关。特别

是对塔机等起重机械作为特种设备采取备案、准入制度，强

化市场管理和现场管理，淘汰不符合要求的起重机械，对起

重机械的产权单位、租赁单位实行登记、验收、检测制度#使

起重机械的管理逐步规范化。 １０）企业要建立施工现场工

伤事故定期报告制度和记录，并建立事故档案。每月要填写

伤亡事故报表，发生伤亡事故必须按规定进行报告，并认真

按“四不放过”（事故原因调查不清不放过，事故责任不明

不放过，事故责任者和群众未受到教育不放过，防范措施不

落实不放过）的原则进行调查处理，将安全工作的违章情况

、评估评价与招投标挂钩；对于“三类人员”不到位、无安

全生产许可证的施工企业，不予办理招投标手续；发生安全

事故的企业，在参加工程投标时按相应规定扣减商务标书分

；发生重大伤亡事故的企业，酌情给予暂停投标或降低资质

等级处分。 １１）施工企业应建立施工现场安全培训教育制

度和档案，明确教育岗位、教育人员、教育内容，安全教育

内容必须具体而有针对性，主要包括： ①新进厂工人必须进

行公司、项目部、班组的“三级”安全教育，且须经考核合

格后才能进入操作岗位。 ②企业待岗、转岗、换岗的职工，

在重新上岗前必须接受一次安全培训，时间不少于２０学时

，其中变换工种者应进行新工种的安全教育。 ③企业职工每

年度接受安全培训，法定代表人、项目经理培训时间不得少

于３０学时，专职安全管理人员不少于４０学时，特种作业

人员不少于２０学时，可由企业注册地或工程所在地建设行

政主管部门组织培训；其他管理人员不得少于２０学时，一

、二级企业可自行组织培训，三、四级企业应委托培训。 ④



专职安全员必须持证上岗，企业进行年度培训考核，不合格

者不得上岗。 １２）建立长效机制，严格依法管理，将各类

开发区、工业园、旧村改造工程安全管理依法纳入管理的轨

道；强化基本建设程序及手续的严肃性，各级各部门要严格

把关，不允许无手续的工程开工；强化村镇建设单位的管理

，进一步规范业主行为，取缔私自招投标、非法招用无资质

施工队伍的状况，不允许施工队伍从事手续不齐全的建筑工

程施工。把安全工程师设为首页，尽情收藏你的好资料！ 更

多信息请访问：百考试题安全工程师网校 安全工程师免费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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