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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各级政府和所有社会各界饱受历史教训的共识。“百年

大计,质量第一”一直是我国建设工程管理的指导方针,工程质

量管理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所有参与工程建设主体依

靠技术进步,提高质量保证能力和管理水平,需要政府主管部门

依法加大监督管理力度,更需要各方努力创造良好的建筑市场

氛围,通过环境的改善和要素的提高,以体系良性运作、高效运

转为动力,全面推进建设工程质量的提高[1]。加强建设工程前

期管理,以资质准入管理、建设市场管理、工程招投标管理和

政府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有机结合,联合互动,强化招投标过程中

的质量监督,将有效地提高建设工程质量,为更多的投资业主提

供了质量保证环境,为我国改革新时期经济建设奠定良好的基

础。1 新时期建设工程及其管理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

持续高速增长,规模庞大的建设工程的建设任务结伴而至,建设

任务的迅猛增长,必然对建设工程管理带来新的挑战,如何加强

各个环节的质量管理,提高建设投资效益是建设管理部门为经

济发展保驾护航需要解决的问题,招投标管理是保证工程质量

的关键环节,加强招投标管理活动的质量监督至关重要,要建立

有效的招投标活动质量监督体制,就必然结合新时期国际经济

一体化的特征,开展卓有成效的工作。从管理角度分析,新时

期,尤其是我国加入ＷＴＯ后,建设工程的主要特征可是纳为如

下四个方面: (1)开放的政策为各个阶层的投资者提供了良好

的投资机会 在我国许多地区,为了吸引更多的投资,国家和地



方政府制定了较多的优惠条件,投资税、经营税等减免降低了

投资者的投资、经营成本.土地的出让和土地使用权期限的放

宽,使投资者能够期望得到长期投资回报.政府转变职能,优化

服务意识,精减审批手续,一是减少了投资者审批过程的投入.

二是为投资者赢得了时间.三是早投产,早收益,减少了投资者

的前期投资风险.四是从投资的时间价值分析,有效地降低了投

资成本。高效简捷的审批办事效率,优惠的投资政策,是各个阶

层投资者的良好投资机会,不论是企业、个人、甚至外商,把投

资于经济持续增长的中国作为发展事业、拓展业务的良好条

件,也正是因为这些条件,为我国各个地区吸引了经济建设更多

的投资,注入了经济发展的活力,促进了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

(2)多元投资并存 改革开放政策为各类投资主体开拓了广阔的

投资渠道,生产投资、建设投资、公用设施投资、贸易服务投

资等几乎各个领域都渗透有国有投资主体之外的投资者,有企

业、有集体、有个人、有独资、有联合投资、有引进外资,投

资主体呈多元化的特征。不同投资主体的建设工程项目的建

设管理,应该说的确有其各自的特征,满足和服务于各个投资主

体建设工程管理活动的需要,是新时期建设工程管理的新特征

。 (3)建设主体的多层次 建设主体包括建设单位(业主),勘察设

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采料、设备生产或供应单位

。一是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必然形成多层次的业主.二是不同业

主对建设工程建设管理的要求不同,建设活动中的建设参与主

体也必然各有所异,有的如外商投资要求国际监督咨询公司、

施工承包企业、勘察设计单位的介入,甚至要求进口设备和材

料的使用,这些就自然形成了包括跨国公司在内的多层次的建

设主体.三是投资渠道广阔,投资额度大小变化较大,不同的规



模,不同等级的建设工程项目,法律上规定了要有不同资质等级

的建设主体承担其任务。 (4)建设工程管理的国际化 投资主体

、建设主体、建设活动的国际化,必然要求建设工程管理国际

化。一是有关管理法规、条例要和国际接轨,并且不仅有中文

一个版本的,还应该至少有英文版本的,这也是新时期国际经济

一体化为投资、建设者创造良好建设管理氛围的主要体现.二

是向境外投资者、建设者宣传我国有关建设工程管理法律、

法规,使他们在建设活动中能够更好地执行有关法律、法规.三

是加入ＷＴＯ后,建设工程管理体制应率先向国际惯例靠拢,按

国际管理体制和规定进行建设工程管理,促进我国建设工程国

际化。同时,为国内建设主体熟悉国际建设管理规则,提供良好

的培训场所,为实施建筑业输出兴业做出贡献。2 招投标过程

是建设工程质量形成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建设工程质量形成

有其客规规定的内在规律性, 是按照建设工程实施建设的基本

建设规定程序逐步递阶形成的。它是从分析确定建设工程质

量需求着手,到通过各个阶段规定的必要的建设活动实现其质

量特性、功能需求的满足为止,形成了建设工程质量的全部内

涵,建设工程质量按其形成的先后次序主要分为五个阶段:即可

行性研究与决策阶段,勘察设计阶段,施工准备阶段,工程建设

施工阶段和工程的使用与维修阶段。每个阶段按其各自规定

的任务和内容,履行工程质量形成过程中的各自职责,五个阶段

的任务全面完成,构成了建设工程质量的完整体系,同时各个阶

段的质量形成过程和各自特定的质量任务和内容之间有着其

内在的、互为依据的必然联系,每一阶段建设工程的质量活动

及其结果都是建设工程质量形成的必要组成部分,系统全面地

实施各个阶段的质量形成的任务和内容,是实现建设工程质量



整体优化的前提。招标投标管理中的质量活动和质量监督管

理属于建设准备阶段质量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施工建设阶

段质量形成过程的规划和事前控制,是保证建设工程建设主体

质量能力和素质的关键把关,市场竞争和政府监管有机结合构

成对建设主体质量行为准入选择的有效机制,是保证施工阶段

建设工程质量的基础,是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树立系统的观

点、全面的观点、全过程的观点和整体优化观点的有机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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