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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阐述实行工程建设监理制的重要性 和必要性
,

分析 当前建设监理工作的现状
,

提 出

建设监理工作应尽快向工程前期
,

特别是建设前期阶段和设计阶段延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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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管理存在的问题

长期以来
,

我国一直沿用建设单位 自筹 自管

和工程指挥部的工程建设管理方式
。

其中
,

采用单

位 自管模式的单位
,

多半是抽调临时性人员组成

班子
,

或依靠单位基建科进行管理
。

专业人员较

少
,

是典型的一家一户式管理
。

这种封闭的小生产

管理模式
,

与社会化
、

专业化的大生产模式不相适

应
。

并且使项 目管理主体与设计主体
、

施工主体之

间在管理水平
、

技术水平上形成严重 的失衡状态
。

在这种状态下
,

建设单位难以担当建设项 目管理

主体的重任
,

当然也就难以提高建设水平
。

而对于

一般大项 目所采取的建立工程指挥部的管理形

式
,

它是政府直接管理生产的方式在工程建设领

域中的具体体现
,

影响了政府职能的发挥
。

同时
,

工 程指挥部的组织和管理不符合 项 目管理的原

则
。

它凌驾于建设单位之上
,

掌握着建设投资的管

理权
,

却对投资的使用效果不负责
,

更不负责投资

的回报和收益
。

只强调行政管理而忽视了项 目的

各个建设过程的技术管理和经济管理手段
。

在工

程建设管理 中存在的这些弊端严重地影响了工程

质量和投资效益的提高
。

所以
,

必须进行改革
,

建

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管理体制
。

若我国不能实施建设监理制就不利于形成 良好的

投资环境
,

就不利于吸引外资来加快 我国社会主

义经济建设的步伐
。

同时
,

我国的建筑大军正逐步

挺进国际建筑市场
,

如果不适应建设监理制
,

必将

给建筑业进入国际大市场带来 困难
,

不利于参与

国际工程的市场竞争
,

更谈不上在激烈的市场竞

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

因此
,

建设监理制对于改善我

国的投资环境
,

吸引外资
,

实现工程建设领域与国

际惯例接轨是非常必要的
。

2
.

2 有利于对工程实行全面而有效的管理

长期 以来 由各个单位 自管的建设管理模式
,

使建设单位的管理人员成天被纠缠在施工管理
、

材料检验
、

隐蔽工程验收
、

工程进度检查等琐碎的

日常事务中
。

在施工场所
、

设计单位
、

主管部门
、

材

料市场之间疲于奔命且力不从心
。

往往在工程的

设计
、

质量
、

进度和造价等方面都难 以获得理想的

效果
。

实施建设监理
,

可将建设单位管理人员从繁

忙的事务中解脱出来
,

集中精力抓好工程项 目前

期的准备工作和审批工作
,

更好地对工程的设计
、

施工和财务决算进行全面的监督和管理
,

使工程

建设管理步入科学化
、

规范化的轨道
。

2 加强工程建设监理的意义

2
.

1 有利于引进外资和国外的先进技术

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
,

外商来中国投资工 程

建设往往要求按 照国际惯例实行工程建设监理
。

3 加强工程建设监理的一点设想

目前
,

建设工程的监理工作已全面推开
,

但就

目前所开展的建设监理工作来说
,

多数 尚停留在

施工阶段的监理方面
,

甚至在很多情况下
,

只限于

施工阶段的质量管理和控制
,

与全方位
、

全过程的

目标相差甚远
。

要使这项科学的管理制度充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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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它 的优越性
.

还 必须全面拓宽监理范 围和内

容
,

特别是建设前期阶段和设计 阶段 的监理工作
。

3
.

1 项 目前期工作

主要是项 目在立项决策 阶段的可行性研究和

立项批复
,

以及施工前期准备阶段的一系列内容
。

包括
:

拟 建工程的可行性研究和论证
、

前期咨询
、

设计方案的论证比选
、

图纸设计
、

施工招投标
、

工

程发包和施工 用地
、

拆迁
,

公建配套等大量工作
。

工程前期各种费用
,

几乎占到整个项 目曾
、

投 资额

的 50 %
,

甚至超过
。

这些前期工作
,

过程复杂
,

千

头万绪
,

牵涉专业面广
,

涉及部门众多
。

为了在项

目前期阶段将有关专业业务与部门行政管理及时

沟通和有机地结合起来
,

使项 目进展既达到预期

目标
,

又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各主管 部门的管理

规定
,

就需要一批专业配套
,

晓通技术经济
,

熟悉

各类法律法规
,

具有 建设技术和管理 知识的综合

性人员
,

这类人员在国外称为工程咨询顾问
,

在国

内就称为工程监理
。

经 国外长期的实践证明
,

工程

监理在前期阶段尽早介 入
,

对整个项 目投 资效益

影响的面可达 70 % ~ 90 %
,

关 系极 其重大
,

而 目

前我们一般所见的工程监理对前期工作基本尚未

涉足
,

广大业主和有关 主管部 门也未引起充分重

视
,

只进行施工阶段的管理
,

业主在项 目前期遇到

技术
、

经济
、

管理
、

法规等方面的问题
,

往往无所适

从
。

建设监理如能在工程立项阶段就开始介入
,

凭

借其专业优势
,

就可使业主避免失误
·

少走弯路
、

减少浪费
、

事半功倍
,

从而提高建设项 目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
。

3
.

2 几点做法

l( )进一步加强工 程项 目建设 的宏观监督管

理
。

由于投资的多元化
,

地方和企业的自主权相对

加大
,

盲 目建设
、

重复建设
,

乱投现象难以避免
。

因

此
,

应于工程前期 阶段尽早委托监理
,

以提高项 目

决策的可行性和科学性 同时加强实施阶段在
` ’

质

量
、

投资
、

进度
”

三个方面的控制
,

从恨本上避 免决

策的失误和实施过程的失控
,

将
“

钓鱼工程
” 、 “

有

害工程
” 、 “

效益低下工程
”

消灭在萌芽状态
。

( 2 )努力解决投资主体对技术服务的社 会需

求问题
。

工程建设领域的改革迫使投资者责
、

权
、

利相结合
,

开始形成投资主体的 自我约束机制
。

但

在设法调动投资者或投资使用者在实现投资 目的

的过程中承担风险的积极性 的同时
,

作为建设监

理单 位
.

应解放思 想
、

转 变观念
、

大胆开拓
,

从实

力
、

能力和手段上努力发展壮大 自己
,

提高 自身素

质
,

为开展全方位
、

全过程业务创造条件
,

满足社

会需要和市场发展需求
。

( 3) 建立有效的协调约束机制
。

目前
,

工程项

目的建设 已推向了市场
。

市场经济必然引导工程

的承
、

发包双方注重各 自的经济利益
。

因此
,

经济

合同的双方能否严格履行合同以及能否有效解决

合 同的争议
,

也就成为工程项 目建设能否顺利进

行的关键所在
。

所以
,

十分有必要在工程项 目建设

中建立一种第三方机构
,

由第三方机构对承
、

发包

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进行 必要的协调和约束
,

以保

证工程能够有条不紊的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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