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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施工安全管理存在的问题和思考

□ 叶    湘

[摘   要] 土木工程施工安全关系到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需加以重视。当前，土木工程施工管理中受管理的人员存在人口基数大、
受教育程度差异大、年龄差异大、男女比例差距大、地域差别大等问题，需要建筑施工企业对传统的土木工程施工安全管理模式进
行创新。本文针对这些问题，提出需要从宏观管理和微观管理的角度探索出科学的管理模式，更好地服务于土木工程施工项目，促
进工程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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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的施工安全管理是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
21世纪，成熟的管理方式和现代化的管理系统深入各行
各业，也给土木工程施工管理带来经验和启迪。但是由
于土木工程行业的复杂性，关于土木工程施工安全管理
模式方面的很多问题值得探讨，本文阐述土木工程施工
管理的特点，分析土木工程施工安全管理模式中存在的
问题，并尝试给出创新性的解决方案。

1  土木工程施工管理特点与问题
对于土木工程管理来说，被管理的人口基数越大，

就越应该寻求高效的管理模式和管理办法。管理者也常
面对受管理人员受教育程度差异大、受管理人员年龄差
异大、受管理人员男女比例差距大、受管理人员地域差
别大这些差异性的问题。使用单一、“一视同仁”的管
理办法可能会减少管理成本，但是也会产生管理办法模
糊、不清晰，作用对象选择不具体等问题，这些都会
导致在土木工程的管理中出现效率低下、成效不显著
的情况[1]。

1.1  受管理对象人口基数大
土木工程施工的管理与小型企业或者机构的管理最

大的区别在于人口基数的差异。通常，一项正在进行的
土木工程施工，人员包括一线施工的各种工人、管理人
员、报价人员、审核人员等，其人口基数会远超于其他
行业项目中的人口。因此，土木工程施工安全管理模式
和管理方法要匹配一定基数的人口范围才科学有效。

1.2  受管理人员受教育程度差异大
土木工程施工中的工作种类偏多，所以需要的工

作人员职业种类较为丰富，有受过高等教育和有较高管
理技能的人才，也有各工种专精的技术人员，更离不开

一线的普通工人。虽然受管理人员的受教育程度差异巨
大，但是在涉及施工安全问题的时候，必须一视同仁。
所以，在进行土木工程施工管理的时候，要兼顾各受教
育程度的群体，采取受管理人员能理解和接受的管理办
法，提高管理成效。

1.3  受管理人员年龄差异大
在土木工程施工期间，由于人口基数大、岗位众

多，不同的岗位人员主要构成的成员年龄差别很大。一
般的建筑设计、工程报价岗位会接纳应届毕业生，年
龄构成较年轻化，接受管理会有自己的认知模式和认知
偏好；而专业的技术岗位，年龄普遍偏向中年，有10
年～20年工作经验的工匠是这些岗位的中坚力量；一般
的体力劳动者有很大一部分的人员构成是50岁左右的偏
老龄人口，他们多数是靠短期的劳力获取报酬。不同的
年龄层对信息的接受方式、接受能力不同，生活习惯、
工作习惯也各有不同，这些问题也需要在土木工程施工
管理计划的制订中被适当考虑。

1.4  受管理人员男女比例差距大
男女比例是土木工程永远绕不开的话题，由于工

作性质、体力和社会风俗等原因，土木工程行业的男女
比例差异远超于其他行业，成为具有标志性的“男多女
少”的行业。男女由于生理和心理的差异，在信息的接
收方式和行为习惯上有很大的差异，这些都是在进行土
木工程施工管理中需要注意的问题[2]。

1.5  受管理人员地域差别大
土木工程行业的工作性质是“团队跟着项目走”，

进行一个项目便会在一个地方生活工作一段时间，换下
个项目则随项目迁徙到另一个地方。值得注意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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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所有工作人员都会随着项目进行转移，跟着转移
的往往是比较核心的技术人员，而一些体力劳动工人则
会在当地工程中短期参与项目，这对于土木工程施工管
理来说，受管理人员的地域差异相对较大。不同地域的
文化风俗和交流习惯的不同，会导致人的接受习惯和认
知水平有差异，适当处理这些问题有助于土木工程施工
管理工作的进一步展开。如果忽视受管理人员的地域差
异，不同地域的人难免会产生隔阂，管理难以达到要
求。科学研究表明，一般人们更喜欢和与自己有血缘关
系、同一个家乡、相同文化背景或使用相同方言的人进
行交流和亲近。例如在进行土木工程施工管理的过程
中，管理者可能会不自觉地把信息传递给自己的同乡，
却忽视传达给外乡的工程成员，造成内部隔阂。

2  创新土木工程施工管理模式的有效措施
通过上述分析，可见影响土木工程管理效果的原因

主要是缺乏精细化管理[3]。土木工程管理中被管理人口
基数大、管理成本高，但在解决某个安全问题的时候，
管理效果应该比成本更值得重视[4]。土木工程施工管理
安全模式创新的任务是具体分析这些差异性因素，保证
以管理效果为前提的情况下，尽可能找出节省成本的方
法。因此，进行土木工程施工管理安全模式创新时应该
采取的管理方法是普遍大众管理和精确个人管理。借鉴
20世纪传播学的研究成果，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管理
技术方法，形成更加立体的土木工程施工安全管理模式
的创新。

2.1  土木工程施工中宏观群体管理
“议程设置理论”是20世纪传播学的现象级理论之

一，该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往往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
的具体看法，但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左
右人们关注哪些事实和意见及他们谈论的先后顺序[5]。大
众传播可能无法影响人们的想法，却可以影响人们主观
意识。所以在进行土木工程施工的宏观管理的时候，我
们可以借鉴“议程设置理论”的基本结论，用简单、易
接受且高频率的信息占据被管理人的讨论话题和思维空
间，保证施工安全的信息渗透进施工的全过程中，在所
有被管理人员的心里都留有底色。

2.2  土木工程施工中微观群体管理
“意见领袖理论”和“把关人理论”都是现代传

播学的基础理论之一，在研究群体传播时，信息的流动

是在一些含有“门区”的渠道里进行的，在这些渠道
中，存在着一些“把关人”，只有符合群体规范或“把
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才能进入传播渠道。而在土木工
程施工领域里面，一个特殊群体的信息“把关人”恰恰
和“意见领袖”重合。如工龄很长的工头、当地德高望
重的老人或者是专业技能较高的人才，这些在小群体中
的“意见领袖”也是这些特殊群体的“把关人”[6]。在
进行土木工程施工安全管理的微观环节，需要“意见领
袖”把应传达的信息传递出来，管理才能既因地制宜又
省时省力。

3  结语
现阶段土木工程施工管理安全模式中，只宏观地理

解土木工程管理中被管理人员基数大的问题，没有清晰
认识到受管理人员受教育程度差异大、受管理人员年龄
差异大、受管理人员男女比例差距大、受管理人员地域
差别大等这些差异性的问题[7]。选择的管理方式笼统、
混乱，虽然节约了管理成本，但是极大地影响管理的质
量。所以，在进行土木工程施工管理安全模式的创新过
程中，要格外注意这些差异，通过借鉴现代传播学的基
本理论，通过“议程设置理论”创新性地对宏观群体进
行管理，也要通过“意见领袖理论”和“把关人理论”
对微观群体加以创新指导，立体化地保证管理效果。土
木工程施工管理安全创新首要考虑的问题一定是保障所
有施工人员的生命安全，这是土木工程施工安全管理的
目标和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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