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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30日，建设部发布了建质电[2004]46号文《关于对近期发生

的两起建筑施工重大伤亡事故的紧急通报》。通报指出

：2004年9月1日，江苏商业管理干部学院现代化教育中心工

程工地，在浇筑门厅屋面梁板混凝土时，模板支撑系统突然

垮塌，致使正在进行浇筑作业的22名施工人员从18ｍ高度坠

落，造成5人死亡、3人重伤、14人轻伤的重大事故。同年9

月20日，昆明市北京路污水管网工程（ＤＢＭ/1.1Ａ标）工地

，在顶管施工进行管道内清运土方作业时，3名施工人员昏倒

在距竖井38ｍ处管道内，管道外面的施工人员发现后未采取

防护措施进入管道内施救，共造成5人死亡，3人受伤的重大

事故。 残酷的教训再一次向建筑业敲响了警钟，也再一次拷

问着我们：为什么建筑安全事故屡禁不止？面对当前如此严

峻的建筑安全局面，我们该怎么办？ 2、我国建筑安全事故

原因探析本文来源:百考试题网 任何建筑安全事故的发生都是

有其深刻原因的，结合我国建筑业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

引发建筑安全事故的原因总体上可以分为直接原因、间接原

因和基础原因三大类。 （1）直接原因。直接原因是指物、

环境以及人的不安全状态的原因。物的不安全状态包括机械

、设备老化不良，材料质量不合格等等。它们构成了施工中

的隐患和危险源，当其一定条件时就会转化成安全事故。环

境的不安全状态包括自然环境的不安全状态和工作环境的不

安全状态。自然环境的不安全状态会增加施工难度，工作环



境的不安全状态会引起工人的情绪变化、增加其疲劳强度，

这些都使得安全事故发生的几率增大。人的不安全状态通常

是指工人生理状态不稳定或处于病理状态，也包括工人的技

能不熟练、知识水平不够，甚至还包括工人的性格是否适合

本职工作。这些因素都会引起工人大脑意识水平的变化从而

影响他的正常反应，造成建筑安全事故。 （2）间接原因。

间接原因是指建筑安全管理缺陷和建筑安全管理体系的不健

全。建筑安全管理缺陷包括技术缺陷、劳动组织不合理、防

范措施不当、管理责任不明确等。比如：劳动组织不合理会

造成施工场地狭小、相互干扰，从而引起交错安全事故的发

生；管理责任不明确进一步可以分为承包商责任不明确和业

主责任不明确。对于承包商责任不明确，虽然《建筑法》明

确规定承包商必须为工人投保，但投保只是转移了承包商安

全管理的风险，并没有实质上减少建筑工人作业的风险，相

反却削弱了承包商对安全管理的重视程度，同时在一定程度

上也淡化了承包商的责任；对于业主责任不明确，主要体现

在业主只关心工程投资、质量、进度等问题，经常要求施工

单位抢进度、赶工期而忽视施工单位人员的安全状况，而一

旦出了安全事故，业主却一点责任都不承担。这些因素均为

建筑安全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3）基础原因。基础原因包

括教育原因、体制原因以及社会原因，总体上涉及到经济、

文化、学校教育、民族习惯、社会历史、法律等方方面面。

比如教育原因，建筑工人的受教育程度在任何一个国家的产

业工人中都是很低的，具体到我国，由于大量农民工的存在

，这个问题就显得更加突出。虽然《建筑法》明确规定要对

工人进行安全教育，但是，实践中管理人员往往忽视或者不



情愿花钱进行安全教育工作，或者只是将安全教育走走过场

，使建筑安全培训不能彻底实行，最终导致工人缺乏必备的

安全施工知识而引发安全事故。 3、我国建筑安全事故对策

研究本文来源:百考试题网 为了有效预防及减少我国建筑安全

事故的发生，进一步加强建筑安全管理工作，针对以上建筑

安全事故原因，笔者结合自己多年来从事教学、科研以及现

场调研的体会，提出如下对策，相信能够有效遏制建筑安全

事故的发生。 （1）隔离物的不安全状态。 物的不安全状态

是构成安全事故的物质基础，控制安全事故发生率的首要工

作就是将物的不安全状态实行隔离。比如：现场安全检查人

员要定期检查机器设备、工人生产用具等是否符合安全条件

；要经常巡视施工现场，密切注意安全防护措施是否符合规

章制度；要确保企业安全资金及时到位，不得随意挪作他用

；要配备足够的安全防护工具、服装，并简化安全防护工具

和服装的领取手续。 （2）充分体现以人为本。 首先要提高

管理人员的管理素质，实行严格的奖惩制度，对造成事故的

责任者要给予经济处罚、行政处分乃至追究刑事责任。实行

安全生产与经济效益挂钩的原则，对安全生产做出成绩和有

突出贡献的个人、团体要进行必要的奖励；对造成安全事故

的个人、团体要坚决处以罚款。加强对新工人的技术培训，

实行老工人带新工人的制度，避免技术不熟练的新工人独自

上场操作。尽量合理安排施工组织设计，避免在施工后期为

赶工期而延长劳动时间，造成工人身心极度疲惫，从而引发

安全事故。对于工作中危险性较大、技术性较强的工序，安

排工人时要综合考虑工人的技术熟练程度、性格和气质等方

面的因素。 其次要加强对建筑工人的安全管理。要进行岗前



安全教育，包括向工人说明施工现场可能存在的风险，个人

劳动保护器具的使用方法，安全事故的一般急救措施及环境

保护的相关要求。要尽量为工人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

注意做好通风、照明、除湿度、减噪声等工作，在现场提供

开水、洗浴、卫生间等生活必需设施。要经常了解工人在家

庭生活、日常工作中遇到的困难、问题，并及时给予物质及

精神方面的帮助，使他们摆脱忧郁、焦急的困境，专心从事

工作。 （3）建立健全建筑安全管理体系。 建筑安全管理体

系的作用在于从组织上、制度上保证企业的生产安全、顺利

地进行。具体说来，建立健全建筑安全管理体系包括：加快

立法进程，建立健全建筑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将企业中行之

有效的安全管理措施和办法制定成统一标准，纳入规章制度

，建立健全建筑安全标准体系；在企业中设立专职安全管理

机构，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建立健全建筑安全管理组织

体系；明确企业各部门、各级人员在安全管理工作中所承担

的职责和权限，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建立健全建筑安全管

理责任制体系；严格执行未经岗前安全教育培训不得上岗的

制度，对全体职工进行经常性的安全教育和技术培训，建立

健全建筑安全管理培训体系；企业内部成立检查小组，经常

性进行现场检查，并自觉接受行业专门检查机构检查，建立

健全建筑安全管理稽查体系。 （4）建立建筑安全管理信息

系统。 随着因特网技术的普及和计算机的广泛应用，通过计

算机网络建立一个庞大的面向全社会开放的建筑安全管理信

息系统已成为现实，当然，该系统必须由专门的全国性行业

管理机构建立并控制。该系统建立之后，由行业管理机构工

作人员将全国所有施工企业的安全管理信息录入信息系统，



比如某企业发生了安全事故，那么就要把该事故的前因后果

以及最终责任确定等情况录入系统进行曝光，随时供全社会

点击了解，这样就可以从舆论上监督所有施工企业狠抓安全

管理工作；再比如某企业在安全管理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效

，那么也将该情况录入系统，供别的施工企业借鉴学习，这

样就可以把好的经验迅速在全国推广，有助于提高整个建筑

行业的安全管理水平。另外，该系统的建立也使得发包人或

者招标机构能够真实、准确地获得施工企业的安全管理情况

，不至于被投标书里面的虚假安全管理资料所蒙蔽。这样，

既有助于发包人或者招标机构选择出真正满意的、合格的施

工企业，也有助于建筑业招标投标市场的有序、公平发展。

来源：www.examda.com 目前，我国基础设施建设规模日益扩

大，建筑业从业人员也越来越多，而我国建筑安全管理水平

却一直处于较低层次，这就使得建筑业安全管理形势越发地

严峻了。同时，建筑业的高事故率也严重损害了其自身的形

象，导致许多优秀的人才都不愿意加入建筑业，而人才的流

失必将深刻地影响建筑安全管理水平的提高，于是就形成了

恶性循环，长此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当务之急，必须全面

贯彻落实党中央提出的“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借

鉴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建筑安全管理经验，深化改革我国建

筑安全管理工作，我国的建筑安全形势方可得到根本性的改

变。，我国基础设施建设规模日益扩大，建筑业从业人员也

越来越多，而我国建筑安全管理水平却一直处于较低层次，

这就使得建筑业安全管理形势越发地严峻了。同时，建筑业

的高事故率也严重损害了其自身的形象，导致许多优秀的人

才都不愿意加入建筑业，而人才的流失必将深刻地影响建筑



安全管理水平的提高，于是就形成了恶性循环，长此下去，

后果不堪设想。 当务之急，必须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提出的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

建筑安全管理经验，深化改革我国建筑安全管理工作，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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