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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质量管理创新路径探析

许学胜

浙江振鑫建设有限公司，中国·浙江 台州 317200

摘 要：论文就建筑工程质量管理创新路径进行论述，并对建筑工程质量管理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建议从健全质量

管理体系和强化质量管理监控等方面入手、促进从业人员质量意识和新技术，新工艺的推广应用等策略。健全质量

管理体系，通过完善管理制度、优化流程来保证管理的系统性、科学性；为了提高管理的效率，我们需要强化监控

手段，并通过构建科学的监管体系与信息技术手段来实现；增强从业人员的质量意识，引进新技术新工艺，对促进

整体工程质量的提高提供保证与创新动力。

关键词：建筑工程；质量管理；创新路径；质量意识；信息化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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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nnovative path of construction project quality management and analyz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nstruction project quality management. It is suggested to start from improving the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and strengthening quality management monitoring, and to promote the quality awareness of practitioners and the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of new technologies and processes. Establish a sound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ensuring systematic 
and scientific management by improving management systems and optimizing processes; in order to improve management 
efficiency, we need to strengthen monitoring methods and achieve this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a scientific regulatory 
system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eans; enhance the quality awareness of practitioners, introduce new technologies and 
processes, and provide assurance and innovative impetus for promoting the overall improvement of engineering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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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建筑工程质量管理，是保证建筑物安全性、可靠性、

耐久性至关重要的环节。建筑行业持续发展的大环境下，中

国传统质量管理模式受到了很多挑战，如管理制度不够健

全、监控手段比较落后、从业人员质量意识淡薄等。要想促

进建筑工程质量水平的提高，就必须探索出一条全新的管理

道路，利用系统化方法与现代化技术，不断完善质量管理体

系并强化质量监控，促进人员质量意识的提高，并且大力推

广新技术和新工艺来满足现阶段建筑行业的新潮流。

1 影响建筑工程质量管理的因素

对建筑工程质量管理有如下几大影响：一是制度与流

程的完整性。在建筑工程的质量管理中，关键是要构建一个

完善的管理体系和流程，因为这些体系和流程的完备性会直

接影响到质量管理的成果。若质量管理制度不够健全、标准

不够明确或者在执行时可操作性不强，都将造成施工中不规

范作业增加，工程质量得不到有效保证。另外，复杂或者不

合理的管理流程也会使信息传递不畅并加大质量管理难度，

从而使问题不能被及时发现并得到解决。二是监控和检查措

施的有效性。在质量管理过程中，进行监控和检查是确保工

程质量的关键途径。若监控机制缺乏科学性与系统性，或监

管人员缺乏责任心与专业能力，都有可能造成质量问题，累

积隐患。另外，巡检频次，巡检标准化以及巡检结果反馈机

制等因素都会对建筑工程质量管理效果产生影响。没有行之

有效的监控手段与检查措施，项目的施工质量难以得到充分

而持久的保证。三是从业人员的质量意识和技能水平。实现

建筑工程的高质量是离不开人力资源的，特别是施工和管理

团队的质量观念以及他们的技术能力。如果从业人员质量意

识淡薄、责任心不强等原因，施工中常易忽略工艺要求、质

量标准等因素，进而影响项目整体质量。与此同时，若施工

人员与管理人员专业技能与经验不足，对于技术要求把握不

全，则易造成施工中操作不规范以及出现质量问题。

2 建筑工程质量管理创新路径

2.1 完善质量管理体系

2.1.1 健全质量管理制度
传统的质量管理，制度通常缺乏系统性与全面性，出

现管理标准不统一，执行力度不够等现象。所以，质量管理

制度的创新需要在很多方面进行。首先要建立系统化，标准

化的质量管理制度，覆盖工程从设计到采购，从施工到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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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每一个环节，并保证每个环节都有清晰的质量标准与操作

规范。同时，这些体系也要充分考虑工程项目具体特点与实

际需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保证管理制度适用性与可操

作性。另外，建立制度也不能局限于企业内部，要学习业内

外先进的经验与标准，如国际质量管理体系 ISO9001，积极

引进先进质量管理理念与方法，使该体系更具有科学性与前

瞻性。为保证制度执行力，要建立相关监督与考核机制，并

把质量管理制度落实纳入项目管理人员与施工人员绩效考

核。通过清晰的奖惩机制调动职工严格执行质量管理制度的

积极性。另外，需要建立定期审查与动态调整机制来定期审

查与评价现行制度，辨识制度实施过程中的缺陷与问题并适

时完善与优化。通过对质量管理制度进行不断的完善，形成

完整的闭环管理体系，保证其时刻与工程实际需要以及行业

发展趋势保持一致，最终达到建筑工程质量不断提高以及管

理规范化与科学化的目的。

2.1.2 优化质量管理流程
当前，质量管理流程普遍具有步骤繁杂，信息流不畅

和责任划分不够清晰等特点，制约着质量管理效果。创新优

化流程，需从简化程序，提高效率，明确责任分工。通过流

程再造与优化可使繁杂冗长的质量管理流程简单化，使各管

理环节工作联系更紧密，减少中间环节重复劳动及不必要的

工序，减少管理成本及资源浪费。与此同时，经过优化的过

程要保证信息的迅速传递与反馈，让问题能第一时间发现并

得到解决，从而规避由于信息滞后而带来的质量风险。另外，

优化质量管理流程需加强部门间协同合作。通过厘清质量管

理流程当中各个部门的权责，构建跨部门协同机制来保障

质量管理流程当中各个部门之间可以进行高效沟通与快速

反应，从而形成管理合力。这就要求我们要介绍一套透明，

公正，清晰的质量管理流程图来清楚地显示出各个环节的具

体步骤，时间节点以及责任人。应加强对过程的动态管理，

并结合项目进度及外部环境变化情况对过程进行适时调整

与优化，以保证过程始终与项目管理实际需要与目标保持一

致。通过优化管理流程不仅能够提高质量管理效率，而且能

够显著促进建筑工程整体质量水平的提升。

2.2 加强质量管理监控

2.2.1 建立科学的监管机制
构建科学的风险评估与预警机制，针对工程项目规模

大、复杂程度高、风险等级大等特点制定相关监管计划与措

施，聚焦关键环节与高风险领域，实现对潜在质量问题的事

前防范与预判。另外，应结合工程项目实际制定多层次，多

维度监管策略，主要有现场巡视，随机抽查，专项检查，以

保证监管全面有效。与此同时，创新监管机制还需引进第三

方独立监督机制来提高监管的客观性与公正性。通过邀请专

业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工程项目实施全程监控与评价，保证

质量管理过程的公开性与透明性，规避内部监督中可能出现

的利益冲突与监管盲点。另外，还应建立质量问题快速反馈

处理机制，以保证问题一经发现就能迅速转达有关部门及人

员并及时采取措施进行整改，避免问题扩大化或者长时间累

积。通过构建科学监管机制形成持续改进管理循环来切实提

升建筑工程质量水平与管理效率。

2.2.2 运用信息化手段提升监控效率
信息化手段主要有数字化管理平台的引进，物联网技

术的应用，移动互联网的应用以及大数据分析的手段，能够

显著提升监控的效率与精准度。通过建立统一数字化质量管

理平台实现了工程质量管理全流程实时监控与数据管理，从

而避免了人工记录与信息传递过程中存在的滞后与错误。与

此同时，利用物联网技术可使工程现场设备，材料以及施工

过程中的关键因素都能得到自动化监控与数据采集，保证质

量问题得到及时发现与处理。另外，采用移动互联网技术可

使监控信息移动化、便捷化，使现场监控人员可通过移动终

端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接入管理平台，查看施工现场实时

情况及数据报告，提高现场监控及时性、灵活性。大数据分

析技术能够对大量的工程数据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挖掘，能够

识别出质量问题的潜在风险和发展趋势，从而为决策者提供

有力的数据支持，协助他们做出更为科学和准确的决策。

2.3 提升从业人员的质量意识

2.3.1 加强员工培训
通过科学设计培训计划有目的地提高职工对质量标准，

规范及先进施工技术等方面的了解与把握，能够有效促进整

体质量管理水平的提高。培训要覆盖各岗位、各工种，并

根据不同职工工作职责、技能需求设计个性化培训内容与模

式。可介绍课堂讲解，在线学习，实际操作演练等各种培训

形式，以保证职工在学习中掌握综合知识与技能。同时，培

训计划要包括质量管理理论联系实际，如施工现场质量控制

方法，常见质量问题预防及处理技巧，以帮助职工在实践中

有效地运用所学内容。另外，为保证培训持续性与成效，可

在内部成立讲师团队与质量管理专家团队，并定期举办内部

培训与经验分享会以总结与推广成功案例与质量管理经验。

外部专家及第三方机构亦可参加培训，带去行业先进经验及

最前沿质量管理理念。对新入职员工来说，入职后要接受质

量意识的综合培训，让他们迅速了解本企业质量管理体系及

其要求；针对现有的员工，我们可以考虑实施“岗位轮换培

训”和“导师制”等策略，以提高他们对各个岗位质量管理

任务的认识和适应性。通过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培训体系来

形成不断学习与进步的风气，保证每一位职工有高度的质量

意识，从而为建筑工程整体质量水平的提高提供扎实的人才

保证。

2.3.2 营造良好的质量文化
建筑工程质量管理创新与企业内部质量文化密不可分。

质量文化这一无形力量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职工的行动与

决策。为了营造良好的质量文化，企业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将

质量理念渗透到每个员工的日常工作中，形成“人人关心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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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人人维护质量”的文化氛围。建立企业内部质量文化宣

导机制并借助企业内部刊物，宣传栏，网站等平台不断传播

质量重要性及卓越质量管理实践，鼓励职工就质量问题发表

意见并采取改进措施，调动职工参与质量管理。为深入推进

质量文化建设，可设立质量奖项、荣誉等，对质量管理成绩

显著的队伍、个人进行奖励，并形成良好激励机制。另外，

企业有可能通过组织各种质量文化活动，例如质量月、质量

竞赛和质量论坛等，来增强员工对质量文化的归属感和参与

度。领导层重视程度与参与程度对质量文化建设同样具有重

要影响，管理层要率先垂范，亲自参加到质量管理工作中去，

通过公开多次强调质量管理重要性，使其成为企业战略中最

核心的组成部分。通过创建面向质量的企业文化环境来保证

每一位职工在工作中把质量当作核心价值来对待，进一步提

高建筑工程整体的质量管理水平。

2.4 推广新技术新工艺

2.4.1 采用先进的建筑材料
大力推广新技术、新工艺是促进建筑工程质量提高的

重要手段，使用先进建筑材料则是关键环节之一。高性能混

凝土，超高强度钢材，耐腐蚀复合材料以及可再生环保材料

等创新建筑材料，这些材料不但可以提高建筑结构强度与耐

久性，而且可以显著增强工程抗震，防火及隔音性。这些

先进材料因其优化改进于生产过程，物理、化学性能较好，

能够降低施工中材料损失、提高施工效率、减少质量风险。

同时，这类材料一般使用寿命较长、维护成本较低，有利于

降低建筑物全生命周期运行成本。在选材上，要鼓励各类

工程项目根据实际需要及环境条件积极使用满足绿色建筑

标准及可持续发展的新型材料。通过对物料供应商评估机制

的建立，保证了所选物料具有高质量、高环保标准。为了使

这些先进材料得到推广应用，企业可与材料生产企业、科研

机构等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进行材料性能评估及施工适用

性的研究。同时，制定了详尽的材料使用标准及操作指南，

对施工人员使用材料提出了清晰的方法与要求。通过将先进

建筑材料应用到建筑工程当中，不但能够促进建筑物整体质

量与性能的提高，而且能够促进建筑行业技术进步与可持续

发展。

2.4.2 应用智能化施工技术
运用智能化施工技术是创新建筑工程质量管理的一个

重要方向，可以显著提高施工过程中的精确度与施工效率。

通过融合建筑信息模型（BIM）、无人机的实时监控、机器

人的施工技术、3D 打印技术、物联网设备以及自动化控制

系统等先进的智能技术手段，可实现整个施工过程动态监控

及数据管理。利用 BIM 技术，可实现施工前准确三维建模

与虚拟仿真，预先发现潜在设计冲突与施工问题，以优化施

工方案与过程，减少了施工过程中出现失误及返工现象，保

证了施工顺利进行。利用无人机技术可以对施工现场进度与

质量状态进行实时监测，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从而提高监测

效率与质量。引进机器人施工技术，既能担负高危、精细施

工任务，又能保证施工期的准确性、一致性、降低人为操作

误差。物联网技术能对现场数据进行实时采集与传输，让管

理者能即时了解施工过程中各参数并及时进行调整与决策。

3D 打印技术可应用于复杂结构建筑部件的快速施工，降低

了传统工艺中模板及脚手架的使用量，提高了施工效率及

精度。这些智能化技术在建筑工程施工过程中的整合运用，

能够显著提升工程质量的管理水平与效率，也能够减少施工

成本的产生，为建筑行业实现现代化，智能化提供了强大的

支撑。

3 结语

建筑工程质量管理要想创新，就必须有系统思维，进

行多维度改革。从健全质量管理体系、强化监控措施、促进

从业人员质量意识、推广新技术新工艺等方面入手，能够达

到建筑工程质量整体提高。这种做法不仅有助于提高建筑项

目的总体品质和安全性，同时也促进了建筑业的持续健康发

展。今后，不断对建筑工程质量管理进行优化与创新将会是

该行业的一个主要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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