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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5/2021_2022__E5_BB_BA_

E7_AD_91_E5_B8_82_E5_c57_645037.htm 当前，我国仍处于建

设高峰期，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市场

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转变政府职能都对建筑市场监

管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建筑市场监管应适应形势的发展，

创新机制，转变方式，提高水平，提高投资效益，保证公众

利益，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政府应逐步从市场直接监

管领域回归政府本位，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加强监管，强化重

点环节和市场突出问题的监管力度，并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

提高监管效率。 近年来，国家和各省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非

常重视建筑市场监管，将其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用改革

和发展的思路切实履行好监管职责，积极探索，不断创新，

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加强监管，取得了明显成效。这

些探索和创新反映了新形势下建筑市场监管的趋势。 一、提

高监管的综合性 针对建筑市场监管中各个职能部门封闭独立

管理造成的对于市场主体监管力度不强、监管力量分散、工

作效率不高等问题，应不断深化建筑市场管理体制改革，转

变政府职能，完善监管体制，加强多部门协调综合管理，提

高监管的综合性。来源：考试大的美女编辑们 目前，从国家

到地方在加强监管的综合性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体现了

综合管理是规范建筑市场、加强建筑市场监管的趋势。 为整

顿和规范建筑市场秩序，治理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建

设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了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加强各部门的

协调和沟通，统一政策，统一部署，统一行动，形成合力，



取得了很好的成效。2002年，建设部会同国家计委、监察部

、交通部、水利部、铁道部、信息产业部和民航总局召开部

际联席会议，就深入开展整顿和规范建筑市场秩序进行研究

，并确立了工作协调制度。经过连续多年多部门协调一致的

努力，全国建筑市场秩序得到明显好转。2004年，又成立了

由建设部牵头，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交通部、铁道部、水

利部、民航总局、最高人民法院等17个成员单位参加的清理

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部际联席会议制度。通过联合检查

督察、制定统一的清欠政策、建立解决拖欠的长效机制等工

作，使解决拖欠工作进展良好。 上海市在建筑业管理体制改

革中，将原来的招投标办、资质资格办、安全质量监督站等

七个管理机构调整组合为三个机构，即建筑建材业受理服务

中心、建筑建材业市场管理总站、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总

站，从而建立了"统一受理、统一管理、统一执法"的新体制

。同时，注重加强管理与优化服务的统一，提高管理服务的

集中度。上海市建筑建材业受理服务中心在全国同行业中率

先实现"一门式"服务，从过去以部门管理为主转向以流程管

理为主，将过去六个行政机构职权内的业务实行"统一受理，

统一答复"，所有部门的对外受理全部集中于大厅，围绕项目

的建设，设置管理流程和环节，实行开敞式、面对面、近距

离的服务方式，所有办理事项均实行"办理依据、申请资料、

办理程序、办理时限和办理结果"五项公开，创造了"便捷、

高效、公开、透明"的管理环境。 二、大力推进市场机制建设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要逐渐改变长

期以来习惯于采用行政的办法和手段监管建筑市场的方式，

使市场本身的调节作用变得更为显著。充分利用市场机制，



最大程度地调动各方自觉依法参与建筑经营活动的主观能动

性，使市场主体行为的完善成为其自身发展的根本需要。通

过建立诚信体系、推行工程担保等市场化运作方式，提高监

管效能，引导行业自律，使监管从规范主体行为向培育主体

自律和守信转变，通过市场机制形成优胜劣汰。 （一）培育

建筑市场诚信体系来源：考试大 诚信是市场交易的灵魂，也

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建立和完善建筑市场信用体系是健

全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规范建筑市场秩序的治

本举措，也是建筑业改革和发展的基本保证。 近年来，为有

效督促市场各方责任主体切实履行责任和义务，建立健全失

信惩戒机制，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积极推进建筑市场信用

体系建设。建设部先后启动了长三角和环渤海区域的信用体

系建设试点工作，并出台了《建设部关于加快推进建筑市场

信用体系建设工作的意见》、《建筑市场诚信行为信息管理

办法》和《建筑市场各方主体不良行为记录认定标准》。许

多省市通过实施建筑市场主体不良行为记录和公示制度、分

类管理不同信用企业等措施，加强建筑市场信用体系建设，

把信用状况与市场准入、资质升降、招标投标、企业评优等

相结合，用信用制度约束企业及其从业人员的行为，培育诚

信市场和自律企业。 1.建立和完善建筑市场不良行为记录和

公示制度 不良行为记录与公示制度能够促使企业将"诚信"的

理念融合到经营管理活动中，也为全社会，特别是工程建设

各方建立了一条了解交易对象诚信、履约记录的渠道，使其

慎重选择交易对象，共同监督市场行为，最终在市场这只无

形之手的作用下规范市场行为，促进整个市场的规范化运作

。各地的实践也表明，不良行为记录与公示制度已成为加强



建筑市场监管非常有效的措施。 目前，吉林、湖南、深圳、

宁波、苏州等省市都实施了建筑市场不良行为记录与公示制

度。如深圳市借鉴公安交管部门对违章驾驶人员的处罚记分

办法，实行不良行为记分制度，分为一般、较重、严重三类

。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以6个月为一个统计周期对同类当事人

不良行为记分进行累计排序，排序结果在深圳建设信息网公

示。对不良行为采取市场手段与行政惩戒相结合的处置办法

。一方面通过市场自身的力量对不良行为人进行惩戒，如允

许建设单位根据其工程建设的需要，限制或禁止受到红色警

示的市场主体及从业人员参加其建设工程投标或在其工程中

执业等。另一方面，主管部门对被红色警示的不良行为人，

除列入重点监督检查名单，对其相关业务活动及在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办理有关许可、备案等事项进行严格监督和审查外

，还可以采取相应的行政制裁措施，如提请降低或吊销资质

、注销注册、行政处分、永久清出专家库等，对外地企业，

可清出深圳市场。 2.实施差异化监管来源：考试大 在建筑市

场监管中，要改变以往对每个企业、每个项目都平均使用监

管资源的思路，应根据企业的业绩、信誉、工程质量保证能

力以及其他综合情况，对不同企业实施不同强度、不同频率

、不同深度的差异化监管。差异化监管既有利于刺激监管对

象建立自我约束机制，又能提高监管效率、节约监管资源、

降低监管成本。 吉林、上海、厦门、哈尔滨等省市改进监管

方法，对信誉优良的监管对象，设置简易监管或自律性监管

；对信誉差的企业和人员实施重点监管，增加检查频率，加

大监管力度。如厦门市根据建筑企业在资质资格、经营管理

、安全与文明施工、质量管理和社会责任等方面的监管信息



，借助特定信用监管系统生成年度信用监管评价等级和监管

提示，确立了对建筑业企业实施差别化监管的制度。对绿色

类别实行信用激励机制，以支持发展为主，鼓励其做大做强

、创优，实施简化监督和较低频率或较低抽检率的日常检查

；对蓝色类别实行信用预警机制，帮扶、督促与监管并重，

实施常规监督和适度频率或适度抽检率的日常检查；对黄色

类别实行信用限制机制，防范与监管并重，实施强化监督和

较高频率或较高抽检率的日常检查；对红色类别实行信用惩

戒机制，以重点防范为主，实施行业重点监管和高频率或高

抽检率的日常检查。 （二）积极推行工程担保制度来源

：www.100test.com 工程担保是建筑市场极为重要的信用保障

手段，是规范建筑市场秩序的重要举措，对规范工程发承包

交易行为，防范和化解工程风险，遏制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

工资，保证工程质量安全等具有重要作用。同时，担保机构

根据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参与工程监督管理，也减轻了政府

在工程管理方面的负担。因此，要积极推行工程担保制度，

通过工程担保制度内在的责任机制和风险控制手段，增强建

筑市场主体自我约束、自我监督及风险管理的能力，有效地

促使建筑市场主体全面履行合同义务，进一步规范建筑市场

的行为和秩序。 近年来，建设部先后出台了《关于在房地产

开发项目中推行工程建设合同担保的若干规定（试行）》、

《工程担保合同示范文本》和《关于在建设工程项目中进一

步推行工程担保制度的意见》，并选择深圳、厦门、青岛、

成都、杭州、常州、天津七个城市作为工程担保的试点城市

。全国已有多个省市出台了推行工程担保制度的规定或配套

措施。深圳、厦门、杭州等城市通过开展多种类型担保、加



强担保机构管理、保函原件集中管理、建立担保统计分析系

统、担保活动纳入信用体系管理等措施大力推进及规范工程

担保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相关推荐：建筑外墙涂料的

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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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