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谈项目施工安全管理 
 

韩连林 冯宏波 

 

(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唐安煤矿分公司) 

 

摘 要：安全管理是项目施工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筑项目施工安全管理主要任务之一就

是找到项目施工安全管理对象，并针对项目施工管理对象及时、准确的制定管理标准和管理

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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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 述 

 

我国地大物博、产业丰富，建筑业是我国最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对中国国民经济起着

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安全生产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在建筑业中起着保护劳动者人

身安全、促进建筑行业稳步发展的重要作用。作为一个危险性高、事故多发的行业，相对于

其他行业来说，建筑业更应将安全生产放在首位。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建筑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基于建

筑行业的特点：建筑施工队伍的急剧扩大，往往伴随着建筑一线的施工管理和操作人员素质

有所下降。再加上建筑施工露天、高处作业多、手工劳动及繁重体力劳动多，从业人员多来

自农村，文化素质参差不齐，安全和自我保护意识差，致使建筑工程安全生产形势十分严峻；

同时，安全问题是影响工程建设进度、质量和成本的重要方面。加强安全管理，对提高总体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着重要的意义。 

因此，在建筑工程项目管理中应重视安全管理的重要性，建筑工人的施工安全是项目施

工中安全管理工作的出发点，更是归宿点。 

 

2 项目施工安全生产方面存在的共性问题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建筑市场有了长足的发展，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

都有了明显的提高。同时，施工安全事故的发生率明显下降，施工现场的文明程度较之以往

也有了较大的提高。安全标准化管理工地，文明工地的数量每年在逐步增加，施工现场安全

生产保证体系达标的工地也越来越多。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现在还有不少的施工现场不同

程度地存在着安全隐患，并且有许多危险源没有真正受控，形成了一系列的安全共性问题，

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2.1 建筑市场尚有空白点 

目前，建筑市场竞争十分激烈，大部分一、二级资质的施工企业及高资质施工企业都已

演变成纯管理型的企业。虽然具有一定的管理能力和水平，但大多数公司内部并无过硬的劳

务施工队伍。公司一旦工程中标，自己无法完成，就会将工程的一部分，甚至全部包给有关

的专业队伍，公司仅派几个技术人员到现场配合管理。这样就造成了人员配备不足，分管安

全的专业人员更是少之又少。加之现在存在的不少建筑商为拿到工程不惜恶意压价，一旦工

程中标，用于施工现场的必要设备、器材、工具都无力支配，用于安全生产的经费更是忽略



不计的。于是，能省则省、能拖则拖，从而导致施工现场十分混乱，大大增加了安全事故发

生的可能性。 

2.2 施工现场安全意识不强 

分析我国发生的一些建筑安全问题，我们可以发现施工现场的安全问题时有发生，安全

问题一旦发生往往是人命关天、损失巨大。如：“三宝、四口、五临边”的防护不够重视，

安全网普遍存在材质较差，部分人员高处作业未系安全带，工作场所不戴安全帽等等。同时

对素质低且又未经任何正规培训的农民工，雇佣其从事高危作业，这些问题均造成施工现场

的安全隐患。例如 2011 年 1 月 21 日重庆日报报道：2010 年全市共发生各类重大建筑生产

安全事故 17 起，死亡 20 人。其中高处坠落事故 12 起，占事故总数的 70.6%，死亡 13 人，

占死亡人数的 65%。可以看出“高处坠落”成为危害我国当前建筑生产安全的主要杀手。 

2.3 施工企业整体素质亟待提高 

在建筑行业主管部门的日常检查中，随处可以看到施工队伍整体素质参差不齐，自我保

护安全意识淡薄，安全技术素质低下。在工地上，经常可以发现民工不戴安全帽或不戴安全

带，即使有的戴了，也不扣帽扣，而帽扣不扣等于不戴。工地上发生坠落死亡事故，坠落高

度都在 2 至 3 米之间，如果可以严格按照安全技术标准执行，将可以大大减小安全事故的危

害性。 

 

3 建筑项目管理中安全管理的对策 

 

为了保障建筑职工在生产过程中的人身安全，保证财产不受损失，根据建筑施工的现状，

针对性的采取以下对策： 

3.1 针对建筑市场尚有空白点的情况，加强领导管理是搞好安全生产的关键。要建立谁

总包工程谁负责安全的管理机制。总包单位应将工程总造价中的安全技术经费全部提到管理

费中，设立专门账户，并在施工过程中全部投入，做到专款专用。总包方必须派员全面负责

整个工程的安全管理工作，不能以包代管，发生伤亡事故要追究总包方法人代表及有关责任

人的责任。对恶意压价的建筑施工队伍，一经发现，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不得为其审定资质等

级，工商部门不得为其核发营业执照。已发证的要注销，并责令其退出建筑市场，从而保证

项目工程的顺利施工。 

3.2 介于施工现场安全意识不强的情况，施工单位要根据国家及建筑行业有关安全生产

的政策、法规、规范及标准，建立一整套符合项目工程特点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加大全员

安全技术培训，完善“三宝、四口、五临边”的防护标准。保证建筑施工人员要做到：进入

工地必须戴安全帽，并系紧下颔带，女工的发辫要盘在安全帽内；在 2 米以上的高处作业应

有可靠的安全防护，无法采取安全防护的情况下必须系好安全带；特殊工种作业时应穿“三

紧”（袖口紧、下摆紧、裤脚紧）工作服；防护用具要经常检查，发现损坏及时更换或送修；

杜绝“高处坠落”事故的发生。使大企业靠文化，中企业靠制度，小企业靠人管的施工管理

制度广泛应用于施工现场管理当中。 

3.3 施工企业整体素质亟待提高，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尽快地建立或健全其建设系统人

员培训机制，并建立民工准入制度。凡进入施工工地的所有民工必须先接受培训教育，一律

持证上岗。此事应成为主管部门对施工企业考核，资质年鉴和升级的重要指标，让每一位工

程建设参与人员都能接受培训和教育，有计划有步骤地建立起建筑从业人员学习的网络。大

型建筑企业内部应建立民工学校，中型企业应聘请专职教授授课，小型企业有内部专业人员

讲课。除对本公司民工进行全员培训外，还可以吸收社会上更多有志参与建设工程的劳务人

员接受培训。 

 



4 结 语 

 

项目施工安全管理必须从施工管理全局出发，广泛借鉴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先进经验，全

员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在施工实践中不断总结适合自身企业和项目管理的安全管理办

法，做到安全管理、文明施工，尽可能将事故消灭在萌芽状态。更有效的防止事故发生，保

证项目施工工程质量达标合格、施工现场环境整洁有序。使项目安全管理成为建筑施工工地

展示城市文明施工的最佳宣传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