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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China’s urbanization process, the real estate industry is booming, more and more people into the city, 
the demand for housing is increasing. In this case, the construction safety problem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has gradually become 
prominent,	and	has	become	a	problem	that	cannot	be	ignored.	In	order	to	ensure	construction	safety,	management	and	supervision	
must be strengthened from many aspects. In this paper, risk management as the core, the construction safety control of real estate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has been deeply studied. Firstly, the sourc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onstruction safety risk are analyzed, and 
then	the	construction	safety	control	system	based	on	risk	management	is	constructed,	finally	the	corresponding	construction	safety	
control	strategy	is	proposed.	It	is	hoped	that	these	studies	can	provide	a	set	of	effective	construction	safety	control	methods	for	real	
estate enterprises and reduce the probability of construction safety acci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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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房地产行业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涌入城市，对于住房的需求也日益增长。在这种情
况下，建筑工程的施工安全问题逐渐凸显，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为了确保施工安全，必须从多个方面来加强管理和
监督。论文以风险管理为核心，对房地产建筑工程施工安全控制进行了深入研究。首先分析了建筑工程施工安全风险的来
源及特点，然后构建了基于风险管理的施工安全控制体系，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施工安全控制策略。希望这些研究能为房地
产企业提供一套有效的施工安全控制方法，降低施工安全事故的发生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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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房地产建筑工程施工安全问题关系到工程建设顺利进

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近年来，中国建筑工程

施工安全事故频发，导致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为此，

研究如何提高房地产建筑工程施工安全控制水平具有重要

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论文从风险管理的角度，对建筑工程施

工安全控制进行研究，旨在为实际工程提供指导。

2 建筑工程施工安全风险的来源及特点

2.1 设计风险
设计风险主要包括设计方案不合理和设计缺陷两个方

面。设计方案不合理可能导致工程结构不稳定、功能布局不

合理等问题，从而增加施工过程中的安全风险。例如，在设

计阶段忽视结构安全系数、荷载计算错误等，可能导致施工

过程中安全事故的发生。设计缺陷表现为设计图纸中存在错

误、不明确或矛盾的地方，使得施工人员难以正确实施，进

而影响工程安全。设计风险的发生与设计师的专业水平、经

验积累以及设计过程中的沟通和协作等因素密切相关 [1]。

2.2 材料风险
材料风险主要源于建筑材料的质量问题和存储、使用

不当。建筑材料的质量不合格可能导致工程结构安全性能下

降，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例如，使用劣质钢筋可能导致钢

筋混凝土结构的强度不足，从而在负载条件下出现坍塌的风

险。如果使用了不合格的防水材料，可能会导致防水效果差，

从而影响建筑物的结构安全，长期下去可能导致更大的隐

患。建筑材料的存储和使用不当也可能引发安全风险。例如，

对于易燃易爆材料的储存，如果储存不善或操作不当，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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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导致火灾或爆炸事故。这不仅会危及现场人员的生命安

全，还可能对周边环境和社区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害。材料风

险的发生与多个因素有关。其中，采购人员的素质是一个关

键因素。他们需要具备专业的知识和经验，能够准确地评估

和选择高质量的建筑材料。材料供应商的信誉也非常重要。

一个可靠的供应商能够提供质量优良、性能稳定的材料，从

而降低风险。最后，施工现场的管理水平也是一个重要的因

素。良好的施工现场管理可以确保材料的正确存储和使用，

避免出现不当操作和安全隐患。为了降低材料风险，我们需

要采取一系列的措施：第一，对于采购人员，应进行专业培

训和知识更新，使他们能够准确评估和选择高质量的建筑材

料。第二，对于材料供应商，应建立严格的信誉评估体系，

确保他们提供高质量的建筑材料。第三，对于施工现场管理，

应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确保材料的正确存储和使用。

2.3 施工技术风险
施工技术风险主要包括施工工艺不成熟和操作不当。

对于施工工艺不成熟的问题，它可能导致工程质量不稳定，

如混凝土浇筑不当可能会导致墙体出现裂缝或表面不平整

等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会对建筑物的使用寿命和安全性产生

负面影响。操作不当是指在施工过程中，由于施工人员的失

误或违反操作规程导致的安全事故。例如，在进行高处作业

时，如果没有按规定使用安全带或者没有做好安全防护措

施，可能会导致坠落事故的发生。另外，如果电气设备操

作不当，可能会引发触电事故，对施工人员的生命安全构成

威胁。

2.4 环境风险
环境风险主要涉及气象条件、地质条件等外部环境因

素。气象条件如暴雨、台风等极端天气可能导致施工现场积

水、滑坡等安全隐患。地质条件方面，如地基基础不稳、地

下水位升高等问题，可能导致工程结构不稳定，增加施工安

全风险。此外，环境风险还包括施工现场周边的交通、噪音、

污染等因素，可能影响施工安全。环境风险的发生与施工现

场的气象、地质等自然条件以及环境保护措施的实施情况密

切相关 [2]。

2.5 管理风险
管理风险主要包括施工组织管理不善和安全生产责任

制不落实。施工组织管理不善可能导致施工进度失控、资源

浪费等问题，进而影响工程安全。如施工计划不合理，可能

导致施工过程中的安全隐患未能及时发现和处理。安全生产

责任制不落实表现为企业未能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体系，

施工过程中对安全问题的重视程度不足。管理风险的发生与

企业管理水平、项目经理的执行力以及员工的安全意识等因

素有关。

2.6 风险特点
①复杂性：建筑工程施工安全风险的复杂性主要表现

在风险因素繁多、相互关联以及难以识别和控制。在施工过

程中，各种风险因素相互交织，使得风险识别和控制变得困

难。例如，一个小的设计失误可能会引发连锁反应，导致施

工过程中的安全问题。此外，风险因素之间的关联性也增加

了风险控制的难度，一处安全隐患可能涉及多个风险因素的

共同作用。因此，在应对复杂性风险时，需要全面梳理风险

因素，深入分析其内在联系，以便更准确地识别和控制风险。

②动态性：建筑工程施工安全风险的动态性体现在风

险程度和范围随着工程进度、施工条件和环境的变化而不断

变化。在施工过程中，随着工程进度的推进，某些风险因素

可能会消失，同时新的风险因素可能会出现。此外，施工条

件和环境的变化也可能导致风险程度的增减。因此，在风险

管理过程中，需要密切关注工程进度、施工条件和环境的变

化，及时调整风险控制策略。

③不确定性：建筑工程施工安全风险的不确定性主要

表现在风险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后果难以预测。由于施工过

程中涉及的风险因素众多，且相互关联，使得风险的发生具

有很强的不确定性。例如，在施工过程中，可能由于突发气

象条件、设备故障等原因，导致安全事故的发生 [3]。因此，

在风险管理中，要充分考虑不确定性因素，提高风险应对的

灵活性。

④可预防性建筑工程施工安全风险的可预防性是指通

过有效的风险管理措施，可以降低风险的发生概率和后果。

尽管风险因素繁多、动态性和不确定性较高，但通过科学的

风险管理方法，仍有可能预防和控制风险。例如，通过对风

险因素进行系统分析，制定针对性的风险控制措施；加强施

工现场管理，增强施工人员的安全意识；建立健全应急预案，

确保在风险发生时能迅速应对。这些措施有助于降低风险的

发生概率和后果，保障施工过程的安全稳定。

3 基于风险管理的施工安全控制体系构建

3.1 风险识别
风险识别是风险管理的第一步，旨在全面挖掘施工过

程中的潜在风险因素。为了更准确地识别风险，可以采用以

下方法：①现场调查：通过对施工现场的实地考察，了解工

程特点、施工条件、环境因素等，从而识别相关风险因素；

②数据分析：收集历史工程事故案例、质量问题等数据，分

析风险发生的规律和特点；③专家咨询：邀请具有丰富经验

的专家和学者进行座谈和咨询，汲取他们的专业意见，以提

高风险识别的准确性；④跨部门协作：与施工、设计、监理

等相关部门密切合作，共享信息，共同识别风险。

3.2 风险评估
风险评估是对已识别的风险进行定性分析和定量分

析，以确定风险的严重程度。评估方法包括：①故障树分析

（FTA）：以系统工程方法，自上而下地分析风险因素之间

的逻辑关系，从而确定系统故障的根源；②风险矩阵分析：

通过构建风险事件与后果的矩阵，评估风险事件的严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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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③敏感性分析：分析风险因素变化对施工安全的影响程

度，以评估风险的敏感性；④贝叶斯网络分析：利用贝叶斯

网络模型，计算风险事件发生的概率和后果。

3.3 风险控制策略制定
①风险规避：通过调整施工计划、优化施工工艺等 

方法，规避高风险项目。

②风险减轻：针对中等风险项目，加强施工现场管理、

增强施工人员安全意识等，降低风险后果。

③风险转移：通过购买保险、签订合同等途径，将风

险转移给其他相关方。

④风险接受：对于低风险项目，建立健全应急预案，

确保风险发生时能及时应对。

3.4 风险监控与调整
风险监控与调整是风险管理过程中的关键环节，旨在

实时监测施工过程中的风险变化，并根据实际情况调整风险

控制策略。

①风险监控：通过现场巡查、数据分析、专家评估等

方法，实时关注施工过程中的风险变化。

②风险预警：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对可能导致安全事

故的风险及时发出预警信号。

③风险应对：在风险发生时，迅速启动应急预案，采

取相应措施，减轻风险后果。

④风险反馈：将风险管理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和成功案

例反馈给风险管理团队，不断完善风险管理体系。

4 施工安全控制策略

4.1 风险规避
风险规避是指通过采取措施，避免高风险项目的发生

或降低其风险程度。具体措施包括：

①调整施工计划：对施工进度、工序安排等进行优化，

确保施工过程的安全稳定。

②优化施工工艺：引进成熟、可靠的施工技术，降低

施工过程中的技术风险。

③加强安全防护设施：完善施工现场的安全防护设施，

提高施工现场的安全性能。

④严格审查施工方案：对施工方案进行严格审查，确

保其符合安全规范和要求。

4.2 风险减轻
风险减轻是指针对中等风险项目，通过采取措施降低

风险后果。具体措施包括：

①加强施工现场管理：确保施工现场秩序井然，提高

施工过程的安全性。

②增强施工人员安全意识：加强安全教育培训，增强

施工人员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③严格执行安全操作规程：确保施工过程中遵守安全

操作规程，降低操作失误导致的风险。

④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明确各级管理人员和施工人

员的安全职责，加强安全监管。

4.3 风险转移
风险转移是指通过购买保险、签订合同等途径，将风

险责任转移给其他相关方。具体措施包括：

①购买保险：为施工项目购买相应的保险，如建筑工

程一切险、第三者责任险等，以应对可能发生的安全事故。

②签订合同：在合同中明确各方的安全责任，将部分

风险责任转移给分包商、材料供应商等。

③采用风险担保制度：在施工过程中，引入担保公司

为施工项目提供担保，分担部分风险责任。

4.4 风险接受
风险接受是指对于低风险项目，建立健全应急预案，

确保风险发生时能及时应对。具体措施包括：

①制定应急预案：针对可能发生的风险事件，制定详

细的应急预案，确保风险发生时能迅速启动应急响应。

②加强应急预案培训：对施工人员进行应急预案培训，

使其熟悉应急处理流程和职责。

③建立应急救援体系：建立健全应急救援组织，配备

应急救援设备和物资，提高应急救援能力。

④定期开展应急演练：定期组织应急演练，检验应急

预案的实施效果，不断完善应急预案。

5 结论

论文从风险管理的角度，对房地产建筑工程施工安全

控制进行了研究。通过分析风险来源及特点，构建了基于风

险管理的施工安全控制体系，并提出了相应的控制策略。这

为房地产企业提供了一套有效的施工安全控制方法，有助于

降低施工安全事故的发生概率。在实际工程中，可根据项目

具体情况，运用论文提出的方法进行施工安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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