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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in China,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occupies a large proportion, which has a 
great impact on China’s national economy and people’s livelihood.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construction, 
because of its complex process, it involves more participants, and is prone to conflict of interest, which affects the progress, quality and 
benefit of the project, and indirectly affects the safety of people’s lives and property. In recent years, the frequency of quality problems 
has become higher and higher, and relevant water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s are required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quality supervi-
sion and management system of project construction, and standardize and strengthen quality supervision. The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quality supervision procedures that need to be met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nalyzes the various fac-
tors that affect the performance of the quality supervision fun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s, and proposes targeted improvement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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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水利工程质量监督职能发挥的因素分析及策略　
陈华俊　

云南省水利水电建设管理与质量安全中心，中国·云南 昆明 650224　

摘　要

在中国当前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中，水利工程建设占据了较大的比重，直接对中国的国计民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是，在
水利工程建设的过程中，由于其过程比较复杂，涉及的参与方较多，容易出现利益冲突问题，影响工程的进度、质量和效益，
间接程度上影响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近几年来，质量问题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需要相关水行政主管部门不断完善工程建
设的质量监督管理体系，规范和加强质量监督工作。论文主要论述了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所需要满足的质量监督程序，分析
了影响水利工程质量监督职能发挥的各个因素，并提出了针对性的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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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水利工程的质量监督一直以来是工程建设的重点，水利

工程与一般土建工程相比除了工程量大、投资多、工期长之外，

还有工作条件复杂、受自然条件制约、施工难度大、对环境

影响大、失事后果严重及对国民经济影响巨大的特点。因此，

对水利工程的建设质量要求非常高。在国家不断加大和改善

水利基础设施条件的同时，每年的水利工程建设项目也在不

断的增多，由于受监督管理体系的建立、完善、监督管理人

员的投入及监督检查频次等方面的限制和影响，从而导致很

容易在质量管理的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影响到工程效益的

正常发挥和工程本身的经济使用寿命。对此，在工程实际建

设过程中，我们尤其需要重视和加强质量监督工作的开展，

充分发挥质量监督职能，规范质量监督管理体系，提高监督

水平，确保工程建设质量得到有效保障。

2 水利工程建设监督程序及主要监督内容

水利工程建设因其具有工程差异大、各具不同特点，建

设周期相对较长，工程环节多、需要统筹兼顾，涉及面广、

关系错综复杂的特点，项目建设包括了项目建议书、可行性

研究、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施工准备、建设实施、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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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竣工验收及项目后评价环节。

2.1 根据目前监督职能的划分 

大（1）型以上水利建设项目，其项目法人组建、质量

监督手续办理、开工备案等工作由国家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进

行审核把关备案；大（2）型建设项目由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

负责；中型项目由州（市）级负责；小型项目由县（市、区）

负责。

2.2 根据现行监督管理职能的划分 

通常情况下，水利工程质量监督的工作重点是在项目的

实施阶段。一项水利工程的开展需要由建设单位向具有管辖

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报备项目法人组建方案→项目法人在开

工前向水利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办理质量监督手续→质量监督

机构开始对项目建设实施开展监督工作。

2.3 监督内容

2.3.1 开工前 

质量监督机构重点对建设单位的法人组建情况、质量管

理体系，监理单位的质量控制体系，设计单位的现场服务体

系及施工单位的质量保证体系进行检查。

2.3.2 开工初期 

重点对建设单位的开工条件（包括项目批复、法人组建、

土地手续、资金计划 [1]），监理单位的试验仪器投入、施工

单位的现场实验室及检测单位的现场试验室建立，施工、监理、

检测单位相关人员持证上岗情况，技术规程、规范使用和质

量标准及强制性条文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2.3.2 开工后 

重点对工程项目划分和建筑物外观质量评定标准进行审

核确认，监理工程师的旁站监理、施工单位“三检制”及其

他质量行为，原材料、中间产品及工程实体质量，工序、单

元工程质量评定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完成分部工程、单位工程、

工程建设项目的施工质量等级的核备工作。

3 影响水利工程质量监督职能发挥的各个因素

3.1 工程监督机构不健全、监督抽检经费欠缺及监督
管理缺位

在当前水利工程质量监督工作的开展过程中，影响质量

监督职能发挥的因素主要在于质量监督机构不健全和监督抽

检工作经费得不到有效落实。尽管质量监督工作的依据都是

相同的，由于每个地方对质量监督工作的重视和支持理解程

度不同，导致机构的设置以及抽检工作经费的保障上都具有

较大的差异。在组织机构上，随着事业单位改革工作的进一

步推进，相当一部分地方已经取消了专职质量监督机构，即

便设置了专职质量监督机构，但人员编制极为有限，在专职

质量监督人员本身就相对较少的情况下，由于受地方中心工

作的影响，监督机构的工作人员往往会被抽调从事其它工作，

进一步导致监督机构能从事质量监督工作的专职人员少之甚

少，无法有效承担起辖区范围内水利工程质量监督与管理的

具体任务。此外，专职监督人员实际到岗率较低，导致监督

缺位现象突出，致使在具体的质量监督管理过程中不得不降

低频次、降低要求来解决这一问题，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导

致了工程出现质量问题的可能性进一步加大。

3.2 质量监督机构性质与行政执法工作不相适应

专职水利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大都为准公益性的一类事业

单位，在一定程度上其履行的是行政检查职责，而质量监督

属于行政执法监督性质，行政检查方式与执法监督工作性质

不相适应，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监督工作的强制性、公正性和

客观性。

随着近几年来国家对建筑工程“放管服”的改革措施力

度加大，水利工程的质量管理、质量监督以及质量评定等规

定与目前的相关规定和要求不相适应，监督职责不明确，监

督内容和方式不清晰，难以保证质量监督工作的有效性和权

威性。

3.3 没有成熟的质量监督技术

在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有相当一部分质量管理人员对相

关的法律法规、监督规范以及条例都不是很清楚，这就导致

在实际开展管理工作的过程中不能有效控制质量，降低了质

量控制的效率，不能充分发挥质量监督职能。在一项工程建

设过程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对整个宏观进行准确

的把握。但是，由于质量监督人员技术水平不够，对问题的

分析不够透彻。实际监督管理的过程中仍然使用传统的模式，

服务意识不强，没有充分认识到质量对于一项水利工程建设

的重要意义。

3.4 缺乏质量监督意识

当前有许多建设单位在工程建设过程中缺乏主动接受

政府监督的意识和理念，没有担负起质量责任终身负责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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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职责，大多都是被动接受监督，重建轻管思想严重，从

而导致大多水利建设项目只有在监督机构检查（巡查）时

才加强质量管理。此外，由于质量监督机构与参建各方之

间没有合同关系，导致参建各方对质量监督工作的认识较

为模糊，没有将质量监督工作贯穿于整个施工过程中，而

只是将其作为任务，形式感较为严重，不能有效提高质量

监督的实效性 [2]。

3.5 缺乏奖惩问责机制，问题不能得到有效整改落实

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尚未建立健全有效可行的奖惩问责机

制，监督检查所发现问题不能得到有效整改落实。除水利部

或国家发改委等层面专项监督检查所发现的问题能得到及时

有效整改落实外，省、州（市）、县（区）质量监督机构检

查所发现的问题基本上都未认真进行整改，从而导致同类问

题屡禁不止，失去了监督检查的作用和目的 [3]。项目法人不

能正确理解监督检查的目的和作用，不能正视工程存在的问

题，对检查发现问题不进行有效整改落实，一是打击了监督

人员的积极性，二是对政府监督权威性的挑衅。正是由于此

问题的存在，致使许多时候，监督检查人员都不愿意提出更

多的问题。

4 推动水利工程质量监督职能发挥的具体措施

4.1 完善质量监督制度

要充分发挥水利工程质量监督职能，就需要建立完善的

监督管理制度。

4.1.1 申报制度 

在相关单位法人提供完整报监材料及申报表之后，通过

质量监督机构的审核，完成之后再进行实际的质量监督工作。

4.1.2 交底制度 

在正式开展监督工作之前，向业主、设计、施工、监理、

检测等参建单位完成监督交底工作，从而更好地明确监督工

作要求、内容、范围。

4.1.3 核定（备）制度 

在项目竣工验收之前，质量监督机构需要对项目建设的

有关资料进行核查，并结合现场日常实际监督检查情况，完

成项目质量等级的核定（备），形成质量监督报告。

4.1.4 台账制度 

对项目施工过程中相关的质量监督检查资料建立健全档

案管理制度，形成必要的台账，通过台账进行合理有效的管

理和记录。

4.1.5 奖惩问责制度 

对屡禁不止的及严重影响工程建设质量的问题，就相关

责任单位启动问责机制，使监督检查所发现问题能得到有效

的整改落实。

4.2 加大对施工现场的监督力度

质量监督管理人员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必须亲临工地一

线开展质量监督工作，对工程所用的原材料、中间产品及

实体工程质量、参建各方的质量体系建立及执行情况进行

严格的监督检查，确保参建各方的质量行为在项目建设过

程中得到有效落实；适时对影响工程实体质量的材料进行

监督抽检；对涉重点环节和部位的施工，增加监督检查频次；

对监督过程中检查发现的问题，监督管理人员应树立树牢

责任意识，落实责任意识，从而使项目建设过程中所发现

的各种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从而达到促进和提高工程建设

质量的目的。

4.3 引入信息化技术进行质量监督

在当前水利工程质量监督的过程中，仍然受传统工作

模式的影响，难以有效提高工作效率。然而，当今社会是信

息化的社会，在推进大数据的使用中，开发相应的水利工程

监督管理软件，与相关数据平台进行整合，从而建立完善的

管理系统。若是工程项目经费允许，可以开发独立的系统平

台，从而对项目进行更为针对精确的控制和管理，充分发挥

管理人员的职能，在信息化监督中发现数据异常应当及时进

行各方面的核查，快速找到问题之处并进行整改，从而不断

提高管理的效率。在管理的过程中可以重点强化与参建各方

的数据沟通，实现信息共享，建立后台联动，不断提高工作

效率。

4.4 加强竣工验收管理

工程项目的竣工验收环节，参建各方都应自觉遵守国家、

行业相关规定，严格落实质量标准要求，并将其作为验收依

据，提高验收质量和效率。第一，在验收的过程中需具有参

建各方相关的过程控制成果资料。例如，设计、施工、监理、

检测文件、各阶段验收鉴定报告。第二，根据工程具体情况，

可针对相关数据资料记录进行检验检查和复核，开展竣工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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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无损抽检工作，对工程实体质量进行有效评判。

4.5 充分发挥政府职能

在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和配合，

注重政府职能监督的有效运用，以此来确保监督部门工作

的正常开展。政府需要下放相应的权力，提高项目质量监

督管理部门的职能和权限，完善项目的责任制度，对工程

项目建设的责任进行具体的划分，防止出现交叉管理的问

题，从而确保监督管理工作的高效开展。此外，政府也应

对质量监督机构的工作开展情况适时进行监管，督促质量

监督机构不断提高质量监督管理工作的规范性，从而在全

过程落实质量管理制度。政府还需要加强对财政预算的统

筹管理，加大对监督抽检经费的支持力度，发挥其职能，

确保工作的高效开展。

5 结语 

综上所述，在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质量监督管理十分

重要，它会直接影响到工程的建设效果。对此，我们需要针

对当前在质量监督过程中的影响因素进行具体的分析，制定

相应的措施，从完善制度、加强现场监督、引入信息化技术、

发挥政府职能等方式来不断提高质量监督效率。

参考文献

[1] 俞慧纯 . 探究影响水利工程质量监督职能发挥的因素分析及策略

[J]. 中国高新区 ,2019(09):240.

[2] 秦明生 . 水利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工作中的问题及解决措施 [J]. 河

南建材 ,2020(06):96-98.

[3] 傅夏冰 , 陈智和 . 金华市加强水利工程质量监督的实践与探索 [J].

中国水利 ,2013(08):109.

DOI: https://doi.org/10.26549/gcjsygl.v4i9.51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