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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garding the working mechanism of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quality supervision agency, based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upervi-
sion mechanism system in the past, more requirements are put forward for the quality supervision mechanism under the development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 The current working mechanism of construction project quality supervision institutions needs to undergo a 
comprehens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on to better adapt to the actual needs of construction project quality supervision work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refore,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path and actual needs of the quality super-
vision mechanism,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reform of the engineering quality supervision mechanis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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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工作机制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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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于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工作机制来讲，在过去监督机制制度执行的基础上，新时期发展背景下对质量监督机制提出了更
多要求。当前的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工作机制需要进行全面的转变与创新，更好地适应新形势发展背景下建设工程质量监
管工作的实际需要。因此，论文基于质量监督机制的发展路径以及实际需要，对新时期发展背景下工程质量监督机构机制的
改革工作进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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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对于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机制来讲，在发展过程中经

历了不断探索以及变革的阶段，在整个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与

质量监督机制有关的法治建设变得越来越健全，同时人们的维

权意识也在不断增强，过去所应用的质量监督机构机制定位以

及工作模式不无法适应新形势发展背景下的工作需要。在新时

期发展背景下，需要基于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的科学性以及公正

性和权威性等相关特征，对机制改革工作进行研究与探讨 [1]。

2 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机制的变革历程

以中国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制度为研究对象，我们能

够发现，在整个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具体内容

如下。

第 1 个阶段是 1980 年初期—2000 年，在这一阶段与建

设工程质量监督工作有关的制度以及颁布了若干条例，并且

通过政府授权的形式，使工程质量监督机构的工作模式得到

确立。

第 2 个阶段则是 2000 年—2009 年，这一阶段最主要的

文件是建设工程质量管理工作条例，质量监督机构本身的定

位由过去的政府授权变成了现如今与建设工程有关的建设行

政主管部门委托，监督工作自身的职能变得比较微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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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个阶段则是 2010 年到现在，国家颁布的关于财政

部以及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关于取消和停止征收 100 项行

政事业收费的相关通知。该阶段整个质量监督机构普遍缺少

工作的经费来源，而且监督机构设立了单位独立法人，但是

自筹自支的性质却没有得到改变，所以监督机构的发展变得

越来越弱势 [2]。

3 质量监督机构机制改革的迫切性

首先，是中国政府针对城市管理工作所提出的要求变得

更高。新时期发展背景下，统筹规划与建设管理这三个环节

都被给予了重要任务，过去的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机制已

经渐渐落后，根本不符合当前城市相关工作的需要。

其次，则是现实情况所提出的客观需求。过去的质量监

督机构，实施的行政主管部门委托开展监督工作的同时，还

需要履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工程质量管理工作所提出的职

能要求，工作量比较大，而且权利与责任也没有得到全面落

实。与同期发展的监理单位以及检测机构相比质量监督机构

的机构人员队伍编制，以及年龄结构和学历水平等都处于弱

势地位。

最后。则是群众的诉求增加，使得质量监管工作具有了

新的需求。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人们本身的住房成

本也在不断提高，而且随着社会法律法规不断完善，人民群众

的法律意识以及维权意识也在得到增长，过去应用的投诉处理

相关规定，已经不能够适应新形势下社会群众的实际需要 [3]。

4 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机制改革内容

建设工程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因此对其进行安全监督是非常有必要的。随着中国社

会经济的蓬勃发展，建设规模也在不断扩大，给相关监管机

构提出了新的任务。中国的建设工程质量监管已经取得了显

著的进步，但在机构设置上的条块分割还是对监察的效果产

生了影响。通过目前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机构在监管过程

中遇到的监督人员执法地位不明确、工程推进与规范之间的

矛盾、监管内容与监管责任之间的矛盾、监督资源与监督工

程量之间的矛盾，探索通过明确监管人员的执法地位、完善

上下级部门之间的沟通机制、建立人才引进机制、强化激励

机制、充实监督资源的机制、完善责任清单和权力清单、强

化与相关部门的联动协作机制等体制机制的改革方法，提高

建设工程的监管质量。

4.1 加强监督体制建设，确定监督工作法律地位

自从取消监督收费之后，国家本身对工程质量监督机构

的单位性质，以及监管工作主体责任和地位的相关要素都没

有进行清晰地界定。在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和政府建设行政主

管部门开展相应工作的过程中，两者之间的关系属于委托还

是委派以及授权没有进行全面的确定，如果是行政委托，就

需要对委托工作的相关内容进行法定确定。对于工程质量监

督机构政府部门需要给予明确的制度规范。对于质量监督机

构，自身所出具的文件需要变更为质量监督执法意见书，增

强质量监督机构的法律地位。

4.2 改革质量监督管理方式

首先，应当树立全过程监督管理工作理念。从过去的重

大质量事故案例分析中，导致质量问题出现的原因包括很多

种，例如施工过程中的工艺工序不合理和施工材料质量不合

格等，导致施工质量问题的因素，不仅体现在施工阶段，相

关的政府部门还需要对与建设工程有关的产品都进行监督与

管理。

其次，需要树立全方位的监督工作理念，需要给予监督

机构相应的行政执法地位，并在行政主管部门与质量监督机

构联动的过程中，增强对施工现场和建筑市场的整体监管工

作水平。

最后，则是需要建设全周期监督管理工作理念。主要是

为了能够基于当前的质量监督管理工作形式，以行政主管部

门委托为基础。将建设工程质量监督工作向前后进行延伸，

保证在建筑工程设计以及规划中提出合理性的建议，针对建

筑工程设计结构合理性，拥有处置权以及处罚权。

4.3 完善企业信用档案

对于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在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委托

的情况下，自身是没有行政处罚权的，但是作为技术专业型

执法工作部门相应的法律法规需要给予工程质量监督机构执

法主导地位。如果发现有一些施工单位存在不能够达到行政

处罚的违规行为，可以给予相应的口头批评或警告。针对各

企业所出现的不良行为，应当通过积分制度来体现，并通过

扣分对不良企业的信用等级进行体现 [4]。

4.4 加强备案审查工作强度

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工作机制，应当加强开工备案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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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制度的完善与实施，开工备案审查工作主要是为了能够实

现强制性的质量监督，使工程项目在开工之前受到全方位的

审查。在建设工程项目开工之前，需要对工程项目的质检以

及安检和施工许可手续等相关基础资料等进行申报，保证对

这些资料进行联动备案审批降低建设单位再进行开工备案审

查工作过程中占用的时间，使质量监督机构相关工作的行政

执法效能得到提升。通过这样的方式使质量监督与管理工作，

能够真正形成首尾照应，强化质量监督管理工作的职能以及

意义。

5 结语

综上所述，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机制改革工作，最主

要的目的也是为了能够使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的相关服务工

作变得更加完善，而且更加公平公正，使工程项目建设质量

得到提升，但对于该改革工作，需要在不断发展过程中不断

推进，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对于工程项目建设质量提升，质

量监督机构机制改革并不是唯一途径，也不是根本途径，需

要通过社会经济杠杆对当前建设工程的质量进行提升，这才

是最终的解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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