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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筑工程施工现场管理潜存的具体问题

1.1施工人员现场施工管理难

施工周期长、成本投入大是建筑工程施工所具备的显

著特征，只有投入较大的劳动力才能够更好满足工程施工

的基本准求。在此状况下，要想做好工程施工现场管理工作

可谓是难上加难。对此，在建筑工程施工现场要安排专业的

施工技术人员，以便于他们能够熟练地运用先进的施工工

艺、施工技术开展工程施工作业。可是，在目前的工程施工

当中，临时性的非专业施工人员随处可见，这些施工人员因

未接受过系统性的专业训练，对于施工安全与相关规范并

不了解，有的施工人员在具体施工作业中存在违规操作的

现象，从而诱发一系列施工安全事故的发生，给工程施工现

场埋下重大的安全隐患问题。此外，有的施工人员在施工作

业中并不会完全遵循施工图来开展相关作业，有时候会对

施工设计图进行私下更改，或并未遵循既定的建筑配料来

进行施工材料的调配，从而便引发一系列工程施工质量问

题的发生。总的来讲，工程施工现场管理过程当中，对于施

工人员的现场化管理也是一大难点。

1.2施工现场材料设备管理难

建筑工程现场施工是一项有着庞大作业量的大工程，

在整个施工现场当中通常堆积了各种各样的施工材料、施

工设施，为此，如何做好施工现场施工材料和施工设备的有

效管理关乎着整个建筑企业的现场管理水平。其中，施工材

料管理矛盾是非常明显的，在整个建筑施工现场当中，建筑

材料乱堆积的现象广泛存在，这对于相关工程参与方而言，

做好工程施工现场管理工作意义重大。第一，施工材料保管

的问题是非常突出的。从整个建筑工程施工现场来看，施工

材料随意堆放的现象随处可见，这些堆放的施工材料并未

采取任何积极的施工现场保护措施，这种情况下不仅会造

成大量施工材料的社孙，并且极易导致施工材料的无故丢

失，引发一系列意想不到的施工现场问题发生。第二，施工

现场中施工设备管理潜存着巨大的安全隐患。有一部分施

工设备在前期工程施工作业中并不会涉及到，这就会造成

这些施工设备长期停放在施工现场当中，等到工程施工时

缺少零配件的现象可以说是非常常见的事情，并且，在工程

施工现场中缺乏对施工设备的日常养护，造成施工设备常

年老化的现象十分严重，这些问题的存在极易引发一系列

的施工隐患。

1.3建筑工程施工现场不具备安全生产管理条件

“脏、乱、差”是目前建筑工程施工现场呈现出的一片

“特色”，使得整个施工现场环境脏乱不堪。第一，施工环境

条件恶劣，地面不平整，在有暴雨等恶劣天气出现的情况下

严重影响到了建筑施工材料的正常运输；第二，施工现场安

全标志的堆放不合理，在一些施工现场根本并未进行安全

标志的设置，实施安全施工也仅仅是停留在口头上。一些工

程施工现场即便是摆放了安全生产标志，可是，并未起到其

应有的警示作用。

1.4建筑工程施工现场管理制度未得到具体落实

从目前建筑工程施工现场管理状况来看，一直在强调

要做好施工现场管理工作，可是具体的落实情况却不尽人

意，整个施工现场处于管理松弛的一种状态。在不少的建筑

工程当中，施工企业并未制定系统化的施工现场管理机制，

一些施工单位虽然制定了施工现场管理制度，可是不同工

程施工现场的管理却使用相同的管理制度，甚至还出现多

个施工现场共用一套施工管理制度的现象。整体上来看，施

工现场管理责任未得到确切落实。此外，在一部分施工企业

当中，企业领导及相关管理部门负责人并未有良好的施工

现场管理理念，甚至将施工现场管理工作没当回事，在有事

故发生后无法将责任落实到个人身上，施工现场管理制度

要想真正地得到落实可以说是难上加难。

1.5建筑工程施工现场的安全监理难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建筑施工现场监理工作人员安全

监理理念滞后、导致监管力度不足。在一些工程当中，工程

管路人员的安全监理理念是非常薄弱的，他们对于国家现

有的建筑安全法律规章制度、相关规范等并不了解，业务理

论知识较少，整体工程监理水平处于较低的一种状态。与此

同时，工程施工现场安全检查标准不统一，这对于工程施工

现场的安全状态无法进行准确的把控，从而诱发一系列的

施工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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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于整个建筑工程管理来说，施工现场管理可谓是至关重要的。施工现场管理质量对于整个建筑工程施工管理

质量而言有着直接性的影响。为此，做好施工现场管理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此，本文针对建筑工程施工现场管理中

潜存的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同时提出合理的对应策略，望能够对同行业现场管理工作的开展具有一定的可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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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高施工人员综合素质及现场施工水准。建筑工程

施工作业当中一定要定期做好施工人员的理论知识学习和

专业技能培训。从目前整个工程施工队伍的构成情况来看，

不少的施工人员素质过低，这些参与工程施工的工作人员

并不具备专业的施工技术，为此，唯有加强对广大施工人员

的系统性培训，才能够促使其施工技术水平得到显著性的

提高。同时，严格遵循既定的施工图进行相关施工，不可有

违规操作等行为的发生。此外，提高施工现场人员对施工制

度的认知水平，争取做到让每一位参与工程施工的工作人

员都能够认识到认真遵循施工现场制度的重要意义。要不

断地提高施工人员思想认识水平，从而让大家在自觉的思

想意识引导下开展日常作业，确保整个工程在有序的状态

下顺利完工。不断地加强工程施工现场人员的安全教育与

安全在培训工作，让大家能够懂安全知识、用安全技术、规

范性操作，建设高质量的建筑工程。

（2）强化对现场施工材料、施工设备管理，并做好其保

管和养护工作。在整个施工现场当中一定要注意不可进行

施工材料的随意堆放，针对那些短时间内不用的施工材料，

可预先将其寄存到安全的地方，防止出现施工材料丢失或

损坏。针对早已进入到施工现场的施工材料及施工设备，要

做好科学的系统化管理。针对那些容易折损的施工材料及

施工设备，要做好其密封工作。认真做好施工现场材料及设

备的管理工作，确保各项工程施工在连续的状态下顺利竣

工。对于那些已经使用的施工设备要第一时间做好退场处

理工作，防止施工现场中这些设备因长期放置出现老化或

其他的问题。

（3）创建完善的建筑工程施工现场管理机制，责任落实

到个人。加大施工现场管理制度的具体执行力，针对工程施

工现场存在的问题要做到将责任落实到个人。为此，则需要

创建完善的建筑工程施工现场管理机制，严格做到“有问

题，必追究，既追究，必落实”。以领导小组为中心，创建施工

现场管理责任机制，若在施工现场管理过程中出现某些问

题，则需要严查到每一位负责领导及个人身上，这样才能够

调动起工程全体参与人员对施工现场管理工作的重视，要

知道，只有在健全的施工现场管理制度基础上，才能够确保

施工现场在有序的状态下顺利施工。

（4）加大对建筑工程施工现场的安全检查。做任何事情

都要做到未雨绸缪，在建筑工程施工作业当中，需创建施工

人员安全施工奖惩机制。对于整个建筑工程来讲，施工安全

检查是确保各项施工作业正常开展的关键所在。为此，则需

要相关部门定期做好施工现场安全生产检查工作，严把各

个施工环节，确保每一项施工环节都是在规定的基础上得

以开展的，如果在此期间发现存在违规施工的情况，第一时

间将其制止，并且要采取相应的处理对策。此外，创建施工

人员安全施工奖惩机制，针对违规操作的人员要作出严厉

的处罚，情节严重者给予下岗处理。相反，针对那些能够认

真按照现有规定进行施工的人员要给予其相应的奖励，促

使其起到带头的作用，带动广大施工人员能够规范性施工。

（5）要做到建筑工程施工现场的文明施工。在工程施工

现场的出入口位置设置明确的围栏，并且要在关键通道口

位置设置醒目的安全宣传标语。此外，确保整个工程施工现

场地面的整洁，同时要认真做好施工现场路面的硬化处理

工作。其中，在施工现场当中，如果徐亚放置施工设备，一定

要确保整体存放的整洁性，为工程正常施工创造良好地环

境。

3结语

总而言之，建筑工程单位要明确做好施工现场管理工

作的重要意义，积极采取一系列的有效措施，努力提升当前

的施工现场管理水准，唯有如此，才能够真正地将施工现场

管理工作做好，增强我国建筑企业的综合竞争实力，推动我

国建筑业得到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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