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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6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质量强国建设纲要》

*建设质量强国…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途经。”

*人民群众质量获得感显著增强。

*质量管理和品牌发展能力明显增强

体会：这三段文字中心思想：高质量是为了人、为了人民对美
好生活需要.

体会有三：1、人类的一切活动都要以人为本；2、高质量发展是满
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求；3、质量管理与品牌发展有着内在联系。

一、背景（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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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市政工程协会协会在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抓住机遇，实

施品牌建设，既是客观需求，更是职责所在。

*协会是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桥梁，品牌建设是政府倡导的、企业追

求的，所以协会在品牌工程建设上负有服务、指导、推进的功能。

*市政工程最高质量水平评价，是顺势而为顺应高质量发展、企业

期盼的具体举措。

一、背景（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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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工程、工地概念区别

*项目：包含了工程和非工程的内容（如安家费、征地费等）。

*工程：是指建造新的或改造原有的固定资产（建筑、土木、安

装）。

*工地：完成建设工程全部或部分的作业现场。

*工程是创优的主体（具备独立的运营功能）。

（工程、建设工程、工程建设不同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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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市政工程的商品属性、公共属性
*市政工程是商品。可以用货币衡量、可以进行流通、交换，所以它具有商
品的基本属性。工程作为商品，最突出的问题是没有完整的“产品（商品）
说明书”、更没有“合格证”、“质保书”。

*市政工程又是一种特殊商品。普通商品：是商品在社会生活中流动，生产
基地（工厂）和设备不动；然而，工程这个商品是不动的，反而生产基地和
设备是流动的。

*市政工程的公共属性。市政工程是城市最基础的设施，是百姓生活不可或
缺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的职责所在（政府财力养护）。

结论：市政工程是商品；市政工程与其他商品一样也应该有“说明书、合

格证、质保书”；市政工程的公共属性又要求我们有更好的商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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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市政建设工程品牌建设的迫切性
    ⑴在我国城市化、城镇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市政建设工程有着庞
大市场需求，高、精、尖的大型市政设施不断涌现，在这样建设洪流中
品牌建设既是民生的期望，也是广大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的共同追求。
    ⑵市政行业有良好的品牌基础。既有建设品牌，又有养护品牌；既
有全国性品牌，又有各省的市政品牌。行业协会起到了管理的延伸、品
牌的集聚作用。
    ⑶建设、施工单位品牌建设的技术、设施、环境的条件更加成熟。
有高质量发展市场环境，有更大的市场需求，有更完备的施工技术，有
更先进的施工设备。“基建狂魔”自然而至（这在全世界就是品牌）。
    ⑷品质与品牌的区别：个体高品质，群体好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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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质量工作的动力机制
  理清二个概念：一、质量与安全。质量是指工程本体（产品）的

好坏，安全是指人（机）在施工活动中不受伤害的状态（动态的）；

二、技术与质量。在工程管理体系中，技术是管“行不行”问题；

质量是管“好不好”问题。

  质量工作的动力（要素）一般从三个方面：

１、对价。因为工程也是商品，工程承包商应当提供合同价格对应

的、符合质量规范（或高于）要求的工程商品，这是履约给质量工

作带来的基础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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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竞争。承包商为了更大的市场、为更多的利益，就要做出比其

他承包商做得更好的工程，赢得市场、赢得利润，积累更多财富。

3、管理。 *政府管理（抓二头，促中间）：好的受表彰，获得荣

誉，扩大市场（信誉、招投标等） ；差的受批评，信誉扫地，市

场萎缩。 随着政府管理的减少，协会的各个奖项就成为企业获得

市场信誉的重要内容。 *企业管理：在成本可控的范围，工程创优

就是管理目标。 *项目经理（个人）对工程创优实现目标管理。



市政工程品牌建设的思考

三、质量工作的动力机制

动力机制是要素及其之间的运行与结果变化的规律。

分析市政建设工程质量工作的动力机制，为质量管理提供思路：

⑴用好对价（合同）力量。如合同中的奖惩条款（双方约定，如通

过合同示范文本倡导优质优价）；

⑵用好市场竞争机制。创造良好的竞争环境；

⑶用好管理的能量。政府常用信誉、表彰等手段引导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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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市政工程品牌建设的几点思考
1、市政工程质量创优的二项主要抓手：

⑴提炼特色（一般从四个方面考虑）；

*设计特色：特色就是区别其他工程的方面。容易忽视是人文特色

（建<构>筑物是凝固的历史和文化），例如颜色、线条都可以成为

特色，因为颜色、线条后面有“故事”。

*工程特色：往往会就事论事，仅仅对建（构）筑本身经行描述，

而忽视工程的“社会性”、“功能性”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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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特色：同样的施工内容，可以采用不同的施工技术（工艺、

工法）、设施设备（包括改造）、材料、管理（信息化、科技奖、

专利、实用新型）等，概括为“四新”（新技术、新工艺、新设

备、新材料）技术。

*质量特色：同样的工程产品，在质量上胜过他人的方面

（外观、形态、强度、功能、专业设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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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市政工程品牌建设的几点思考

1、市政工程质量创优的二项主要抓手：

⑵通病治理（道路通病，老三样“跳”、“裂”、“漏”）。

*“跳”。桥头跳车、接缝跳车。这是各类桥梁最常见的通病，对

安全运营带来隐患，也是百姓意见的集中点。

治理：桥台搭板后面延伸段的回填土减少沉降或不沉降。常用二灰

土（石灰、粉煤灰）作回填，比重大、易沉降。如换成泡沫混凝土、

玻璃泡沫混凝土比重会大大降低，沉降就会好转或消除（成本适当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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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市政工程品牌建设的几点思考

*“裂”。道路上各种水泥制品，工后产生的裂缝。既影响工程形

象，又对全生命周期带来不利影响或隐患。

治理：规范水泥制品的养护。常规的水泥制品浇筑后失水过快是产

生裂缝的主要原因；目前作业现场采用土工布作为混凝土养护的保

水措施，浇水频次很难满足实际要求；采用经济实用的“滴灌法”

是切实可行的，加强管理就可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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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市政工程品牌建设的几点思考

*“漏”。桥梁接缝漏水、下立交等设施漏水。桥梁接缝损坏首先殃及的是

止水带，表现形式就是漏水，有些还会漏进箱梁。市政设施漏水，不仅仅是

功能性问题，而且水渍还会引起混凝土表面发霉、发黑，严重影响工程的形

象，甚至是城市的形象。有的高架桥漏水还会影响行车安全。

治理：现在桥梁接缝形式已经百花齐放了，我认为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下立交等地下设施漏水需要综合治理……。

*市政道路的质量通病还有很多，这里讲的是主要“通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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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市政工程品牌建设的几点思考
2、完善市政工程的“竣工交付内容”
*市政工程交（竣工）付，应分“软件”、“硬件”二方面。现在
问题是硬件不硬、软件太软，“产品（商品）说明书”基本没有
（它至少包括：内容及功能、使用说明、维修养护要求）；
*市政工程交付后的质量保证要求（质保书<商品的基本要求> ：
主体工程外应包括各类附件和设备）；
*没有交付“产品（商品）说明书”的原因，是甲乙双方都没把工
程这“特殊商品”，按商品要求编制和交付“产品（商品）说明
书”。这是市政行业重大的理念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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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市政工程全生命周期的质量理念。
⑴市政工程交（竣）工的质量，是工程形成固定资产过程的施工质
量，是运营质量的起点。

⑵市政工程的质量目标：是投入运营后的高质量（施工高质量是全
生命周期高质量的基础）。

⑶所以工程交（竣）工时的“产品（商品）说明书”显得尤为重要，
它是工程竣工交付标志性内容，更是高质量运营的作业指导书。

⑷工程质量评优，首先要检查“产品（商品）说明书”及其内容的
相符性，还要征求运营单位对施工质量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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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市政工程品牌建设的几点思考
4、从市政工程全生命周期看道路设施高质量的提升点：

⑴将交通繁忙的道口、公交站点的沥青直接做成加强版的。

⑵桥梁能否做成无接缝（或减少接缝），提高舒适度、减少养护。

⑶能否推行透水人行道，既提高舒适度，又涵养土壤。

⑷穿越城市道路的轨道线的钢箱梁，如何减少噪音。

⑸推行装配式路用产品，如装配式公交站、机非隔离带、装配式窨

井组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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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语
市政道路高质量发展，对建设、养护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市政工程协会已
经迈开了品牌建设的步伐，让我们共同
努力，共创市政行业高质量品牌！

     谢谢聆听，如有不当敬请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