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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公路工程质量监管体系分析 ①

施亮星，周慧东

（天津大学 管理与经济学部，天津３０００７２）

摘　要：海南省多数分部工程质量水平低于全国水平，尤其桥梁工程质量抽检合格率不高且波动大，一些分项工程质
量指标也存在明显差距．问卷调查的线性逐步回归法分析表明：工程实体和投入要素的监控、质监体制和网络的健全、质量
激励与约束机制的完善等是质量主要影响因素．实地考察和深度访谈发现业主、施工、监管等主体相互制衡机制缺位，参建
单位质保体系不能有效运行，社会监督渠道不通畅．为此，建议构建“３＋２＋１”的质监主体制衡和协作架构，开放和规范监
理检测市场，完善以承包商和从业人员为核心的质量边际激励约束机制，完善参建单位质量保证和监督系统，引导社会多

元力量参与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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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公路建设的不断推进，海南省公路里程不断增加，为保证公路工程的质量，海南省建立了相应的

工程质量监管体系．２００９年７月，经海南省编制机构批准同意，海南省交通工程质量监督管理部门进行了
内设机构改革，这标志着海南省交通工程质量监督工作从此走向全面、系统地为交通建设服务之路，标志

着从单纯工程实体质量监督转向交通建设行为的行业管理．５年来，海南省交通工程质量监管部门根据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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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情况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质量监管制度，积累了宝贵经验，工程实体质量总体上处于可控状态．当
然，不可否认海南目前公路工程质量监管体系还存在不完善之处．

海南省“十二五”期间将建设“三个一千、两个四百”的公路项目，公路建设迎来新的黄金期，公路里程

将不断增加，因此，健全全省公路工程质量监管体系刻不容缓．本文运用统计数据分析法、问卷调查法、实
地考察和深度访谈，发现现行监管体系存在三方制衡机制缺位、参建单位质量保证体系欠缺、社会监督渠

道不畅等问题，进而提出相应改进措施．

１　海南省公路工程质量现状分析
通过海南省交通工程质监部门与交通运输部所发布的《公路工程质量状况分析报告》［１］数据分析对

比，结果表明，海南省公路工程质量存在以下欠缺．
１）工程质量总体水平与全国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
如图１所示，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海南省公路工程各分部工程质量抽检合格率的省均值折线基本处于交通

运输部均值折线的下方，可见多数分部工程（隧道工程除外）质量水平低于全国水平（其中桥梁工程差值

较大，达－４．４０％）．

图１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海南省与全国公路工程分部工程质量抽检合格率对比

２）桥梁分部工程质量欠佳
海南省的桥梁工程存在明显不足和欠缺，质量抽检合格率不高且波动大，例如２０１０上半年至２０１３年

上半年，桥梁工程每年２次质量抽检合格率分别为１００％，８２．５９％，９３．０％，７７．３７％，８６．７６％，８５．４８％，
８７．４０％，合格率水平总体偏低（绝大多数都低于９０％，省均值比部均值低３．７０个百分点），且波动较大
（在７７．３７％～９３．０％之间，最大值为最小值的１．２０倍，最小值、最大值偏离均值的比率为９．４４％）．
３）某些质量通病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较存在差距
与全国水平相比，一些分项工程质量指标存在明显差距，经过调查并统计的３５个分项工程中有２５个

的质量抽检合格率低于全国水平，其中橡胶支座、沥青、锚杆间距及长度、路面平整度、标志板净空、桥梁上

下部主要结构、粗细集料等的合格率存在较大差距（＞６％）（如图２所示）．

图２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海南省与全国公路工程分项工程质量抽检合格率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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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海南省公路工程质量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测度公路工程质量与其可能影响因素之间的关联程度，笔者根据相关理论研究和实地调研设计

了调查问卷，问卷中设置了公路工程质量与其可能影响因素关系的相关题项．调查问卷题项的设计遵循以
下原则：一是全面与重点结合原则，题项覆盖公路工程建设全过程全方位，但不面面俱到，仅询问重要环节

和重要事项；二是耦合原则，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互填反映对方情况的题项；三是等级量化原则，题项的备择

答案选项按李克特五点计分划分等级，以便利用统计技术方法进行定量分析．
随机发放了调查问卷２９８份，回收问卷２９６份，其中有效问卷２９５份，回收有效问卷率达到９９％．其中

政府工程质监单位、业主单位、监理单位、检测单位、施工单位分别发放和回收４３份、５２份、２５份、８８份、
８７份，发放问卷并采集数据之后采用线性逐步回归方法进行分析．

假设公路工程质量与其影响因素存在以下线性回归关系：

Ｑ＝β０＋β１Ｘ１＋β２Ｘ２＋．．．＋βｉＸｉ＋．．．＋βｎＸｎ． （１）
式中：Ｑ表示公路工程质量；Ｘｉ表示各影响因素，例如公路工程质监体系、从业者收入或晋升与项目质量
联系等，βｉ为相应的权重系数，ｉ＝１，２，３，．．．．．．ｎ．

根据所收集到的数据，采用线性逐步回归方法进行分析，目的是通过逐步进入因素发现和优化线性回

归方程，避免因共线性问题导致因素不能同时进入回归方程的局限性，如果这样的回归方程超过２个，则
选确定性系数Ｒ最大者，根据Ｒ最大的回归方程的标准化偏回归系数比较Ｘｉ对Ｑ的相对解释作用

［２］，以

便从中筛选对公路质量具有较强影响的因素，从而为探索公路工程质量监管策略提供客观依据．通过运用
统计软件ＳＡＰＳＳ１７．０进行计算［２］，发现海南省公路工程质量的主要影响因素如下：

１）来自政府质监单位调查问卷分析结果（表１）显示：相对于模型１中的 Ｒ，模型２的 Ｒ更大．按照模
型２中标准化的偏回归系数，因变量 Ｑ依次排序与自变量 Ｘ９，Ｘ１存在线性回归关系．这表明公路质监体
系的健全、人员收入或晋升与项目质量紧密联系等对于海南省公路质量有重要促进作用．
２）来自业主单位调查问卷的线性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此处分析方法与表１相同，具体数据表省略）显

示：工程实体未检验合格就进入下工序、材料和构件质量未检验合格就使用等对于公路质量有显著负面影

响，因而严格检验是工程质量的保障．
３）来自监理单位调查问卷的线性逐步回归分析结果（同上）显示：工程质量监管制度不健全对公路质

量有显著负面影响，业主单位监控参建单位质管人员和设施到位情况等对公路工程质量有一定促进作用．
４）来自检测单位调查问卷的线性逐步回归分析结果（同上）显示：业主单位监控参建单位质管人员和

设施到位情况、业主单位的职员收入或晋升与项目质量紧密联系等对公路质量有一定促进作用．
表１　海南省公路工程质量影响因素分析

模型 影响因素

线性逐步回归分析

常数；

（ｔ值）；
［ｓｉｇ值］

共线性统计量

容差
方差膨胀

因子

标准化偏回归系数；

（ｔ值）；
［ｓｉｇ值］

确定性系数Ｒ；
（调整后Ｒ）；
｛Ｆ值｝；
［ｓｉｇ值］

模型１

１．１０５
（２．９４６）；
［０．００５］

Ｘ９（对本省质监体系

总体评价）
１ １

０．８４２；
（９．７６３）；
［０．０００］

０．８４２；
（０．７０２）；
｛９５．３１３｝；
［０．０００］

模型２

０．７４４
（１．９１３）；
［０．０００］

Ｘ９（对本省质监体系

总体评价）
０．９６７ １．０３４

０．８０８；
（９．６９１）；
［０．０００］

Ｘ１（收入或晋升与项

目质量紧密联系）
０．９６７ １．０３４

０．１９１；
（２．２９４）；
［０．０２７］

０．８６３；
（０．７３２）；
｛５５．４９８｝；
［０．０００］

　　（注：ａ．此表的原始调查数据源于向政府质监单位发放调查问卷；ｂ．表内的数据为运用统计软件ＳＡＰＳＳ１７．０计算输出的结果；ｃ．表中
仅列入了相关分析系数在０．４５０以上的关键影响变量，相关性分析的给定显著性水平为０．０５；ｄ．回归方程如果超过２个，选取其中确定性
系数Ｒ最大者，给定显著性水平为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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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来自施工单位问卷的线性逐步回归分析结果（同上）显示：业主单位严格监控工程关键部位和质量
管理重要环节及问题、政府健全质监网络、施工单位的个人收入或晋升与工程项目质量紧密联系、业主单

位在合同中设置与质量等级评价对等的奖罚约定等对公路质量有显著促进作用．
归纳以上分析可得出结论：对公路工程质量有显著作用的主要因素涉及对工程材料和构件、质管人员

和设施、工程关键部位和环节及问题的监督，涉及对质监体系、制度及网络的健全，涉及对参建人员的质量

奖励（收入或晋升）、对参建单位的质量奖罚，综合起来即为：对工程实体和投入要素的监控、质监体制和

网络的健全、质量激励与约束机制的完善等３个方面因素公路工程质量有显著影响．

３　海南省公路工程质量监管体系缺陷考察
笔者实地考察了海南省主要公路工程参建单位及其项目部的办公室、实验室、工地、预制场、料场等，

“一对一”地深度访谈了４０多位管理者、技术员和操作人员，组织正式会议和非正式会议进行座谈６场，
了解到海南公路工程质量监管体系存在一些不足，如实记录整理，并归纳如下．
１）三方鼎立质监框架中相互制衡监督关系模糊
其一，业主、施工、监管等主体本应相互制衡监督，但是他们为了在各质检环节“过关”而环环勾结．小

检查时，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联合应对业主单位；大检查和交竣工时，业主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等参

建单位联合应对政府工程质监部门；竣工后，则是所有质量相关者共同应对社会．其二，质量监管权力弱
化，监理受雇于业主而屈服于业主的控制，政府工程质监部门隶属于交通建设主管部门而受制于其干预．
同时有限的监管权力又在试图寻租获利，例如监理人员一般都住到施工方，时间长了与施工方形成“人

情”、“面子”，加之其待遇低，就很难拒绝施工方小恩小惠的诱惑．
２）参建单位质量保证体系存在欠缺
个别项目参建单位存在一人跨多项目履职、不在岗、冒名顶替、工作不称职的现象，如遇定期检查就从

其它项目调人借人来临时应付，检查一完就又走了；如遇偶然抽查则以“请假”、“外出”等为由搪塞；有的

从业单位在质监过程中遇到质量问题时试图寻求上级的庇护，请其打招呼、说情，干扰现场监管人员的监

督和处罚，造成工程项目的质保体系不能有效运行；很多施工单位技术交底流于形式，从项目部管理者到

技术员再到操作工人，技术交底层层“打折”或“走过场”；质检资料存在作假、数据掺水的现象，不少人做

资料就是抄袭，检查频次也基本不够．
３）社会监督渠道不够通畅
在访谈中得知，海南省目前社会监督渠道不够通畅，即使有质量举报电话，多数都是内部人举报，往往

出于不满和报复心理；也有的是群众举报，但他们不专业，只看表面，不明底细；受访对象都认为“媒体网

络曝光很有效，很厉害，相关责任人都对其都心存畏惧，但目前海南省媒体网络介入工程质量还不宽泛、不

深入、不常态．”

４　海南省公路工程质量监管体系的完善措施
根据以上调研分析，针对海南省公路工程质量监管体系中的主要问题，建议采取以下措施加以完善：

１）构建“３＋２＋１”的公路质监主体制衡和协作架构
“３”代表由业主单位、监理（检测）单位、施工单位等参建单位组成的微观“三位一体”架构；“２”代表

政府工程质监部门和政府交通建设主管部门；“１”代表社会监督力量（如行业协会、新闻媒体、院校和科研
所等）．

工程质监部门、业主、监理（检测）、施工等单位等应理清权责关系，各司其职、相互制衡［３］．重点要针
对“大业主小监理微施工”的微观“三位一体”失衡格局，侧重于约束业主单位滥权、归还监理单位监管权

力、支持施工单位依法维权；政府工程质监部门、参建单位、社会等主体应构筑工程质量宏观协作机

制［４－５］．可由本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牵头组建公路质量监管协调委员会，定期或临时召开工程质量联席
会议．
２）生成质量边际激励和约束机制
要完善以承包商和从业人员为核心的质量边际激励和约束措施，形成“质量越好，收益越大；质量越

差，收益越小”的机制，激起参建单位和人员强烈的质量动力和压力，激发他们积极投入能提高质量的新

材料、新技术、新方法，不是满足于质量合格和已有水平，而是努力以精细施工打造精品工程．为此，要健全
质量绩效评价制度，健全质量信用记录评价制度，实行质量绩效、质量信用评价结果与市场准入、阶梯性奖

罚、差别化质量监督等奖罚措施挂钩，形成质量绩效和质量信用边际激励和约束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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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采取多种手段引入社会监管资源
一是引导社会多元力量参与监督，实现体制内部监管与外部社会监管结合．采取“政府买服务”等方

式，引入行业协会、新闻媒体、院校和科研所等社会力量有序参与公路工程质量监督；向群众普及宣传公路

质监常识，以便他们理性有效参与质量监督；设立质量监督专线和邮箱，及时处理社会监督举报，研究制定

投诉人安全有奖投诉制度．二是开放和规范公路监理和试验检测市场，引进省外资质高、信誉好的监理和
试验检测机构，形成“鲶鱼效应”，带动全省监理和试验检测水平的提升．
４）健全行业内部质保和质监系统的建设
大力完善参建单位质量保证系统［６－７］，健全工程质量监督程序［８］，强化工地试验室和第三方试验检测

的管理［９］，推行工地信息化管理，采用自动采集数据传输智能仪器［１０］，通过信息网络将多种设备和技术进

行综合集成［１１－１２］，建立项目质量监督管理系统［１３］．沿着供应链全过程形成覆盖海南省全域的公路建设质
量监管体系［１４－１５］，以确保质量形成过程中质量影响因素（人员、机械、材料、工艺方法、环境）全面

受控［１６－１８］．

５　结论
综上所述，质量统计数据表明海南公路工程质量落后于全国水平，调查问卷反映本省公路工程质量影

响因素主要归纳为对工程实体和投入要素的监控、质监架构的健全、质量激励与约束机制的完善等方面，

访谈考察表明本省公路质监体系存在质监三方鼎立关系模糊、参建单位质量保证体系欠缺、社会监督渠道

不畅等欠缺．为此，本文提出应当集成现代质量监督技术和管理方法，努力完善全省公路工程质监架构和
流程、生成质量边际激励和约束机制、引入社会监管资源、健全质保和质监系统，才能最终建立起现代化的

公路工程质量监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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