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筑工程资料编制与组卷范本》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建筑工程资料编制与组卷范本》

13位ISBN编号：9787505880214

10位ISBN编号：7505880217

出版时间：2009-4

出版社：经济科学出版社

作者：北京土木建筑学会 编

页数：94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建筑工程资料编制与组卷范本》

前言

　　建筑工程资料是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形成的各种形式的信息记录。它既是反映工程质量的客观见证
，又是对工程建设项目进行过程检查、竣工验收、创优评审、维修管理的重要依据，是城市建设档案
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随着建筑业发展的日臻完善成熟，工程资料管理以其鲜明的特点发挥
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工程资料的重要性如下：　　体现了工程实体质量状况、项目过程管理与全面控
制情况，工程资料对工程质量具有否决权。　　体现了项目对建设工程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特
别是强制性标准的执行情况。　　充分体现建筑企业自身的综合管理水平。　　规范管理、操作人员
的工作意识与行为。　　为建设管理者决策提供准确、直接的工程信息。　　为明确建设工程质量责
任提供真实、有效的法律凭证。　　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现有工程新建、扩建、改建、维修、管
理提供翔实依据。　　通过资料或数据的统计、计算、分析等，及时发现、解决并处理问题。　　鉴
于此，北京土木建筑学会专门成立了《建筑工程资料编制与组卷范本》编写组和审编组。由长期在一
线从事工程资料管理，具有丰富经验的专家、技术骨干编写初稿。初稿完成后，由北京土木建筑学会
牵头邀请北京地区各大建筑施工企业及相关部门的专家进行专业审定。　　在编写过程中，编写组进
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按照“结合实际、强化管理、过程控制、合理分类”的指导原则，结合现行国
家相关的法律、法规、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并参考了相关地方标准等文件进行编写，力求做到知识性
、权威性、前瞻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　　因公共建筑涵盖的社会内容是最丰富的，是人们进行社
会活动不可缺少的环境和场所。本书采用的实例工程为办公楼建筑，该办公楼荣获北京市结构长城杯
金质奖、竣工建筑长城杯金质奖。　　本书具有以下特点：　　1.工程资料管理实现规范化、程序化
、标准化。理顺项目内部运行、项目与专业分包、项目与外部之间的责任关联、工作步骤等。以工程
资料的内在规律和联系为主线，将工程资料形成具有逻辑性、关联性和统一性的体系，致力于减少过
程管理的盲区。　　2.工程资料科学组卷。本书根据北京市《建筑工程资料管理规程》中的工程资料
分类、编目、组卷的指导原则，推荐了一套适合于项目施工过程管理与工程资料、竣工档案编目及组
卷方法，展示了一套工程资料的整体组卷范本，能帮助读者了解和掌握工程资料的整体构成情‘况，
较好地领会工程资料的组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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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建筑工程资料编制与组卷范本(机电安装)》具有以下特点：1.工程资料管理实现规范化、程序化、
标准化。理顺项目内部运行、项目与专业分包、项目与外部之间的责任关联、工作步骤等。以工程资
料的内在规律和联系为主线，将工程资料形成具有逻辑性、关联性和统一性的体系，致力于减少过程
管理的盲区。
2.工程资料科学组卷。《建筑工程资料编制与组卷范本(机电安装)》根据北京市《建筑工程资料管理
规程》中的工程资料分类、编目、组卷的指导原则，推荐了一套适合于项目施工过程管理与工程资料
、竣工档案编目及组卷方法，展示了一套工程资料的整体组卷范本，能帮助读者了解和掌握工程资料
的整体构成情况，较好地领会工程资料的组卷工作。
3.工程资料填报内容实例解析。每一份工程资料表格均对应于各卷内的卷内目录、分项目录，且所列
表格实例均为施工过程中形成的重要工程资料，具有典型性；既体现了各项资料时间、部位、签认、
归档等的交圈吻合，又说明了工程质量的内涵。同时将每一份表格所涉及的施工技术规范和标准中有
关工程资料的要求结合工程实践情况了较为详细的说明，具有实际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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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工程资料管理性　　1.1　概述　　1.1.1　工程资料的重要性　　1.体现了工程实体质量状
况、项目过程管理与全面控制情况，工程资料对工程质量具有否决权。　　2.体现了项目对建设工程
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执行情况。　　3.充分体现建筑企业自身的综合管理
水平。　　4.规范管理、操作人员的工作意识与行为。　　5.为建设管理者决策提供准确、直接的工程
信息。　　6.为明确建设工程质量责任提供真实、有效的法律凭证。　　7.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现
有工程新建、扩建、改建、维修、管理提供翔实依据。　　8.通过资料或数据的统计、计算、分析等
，及时发现、解决并处理问题。　　1.1.2　工程资料管理的特点　　工程资料管理应遵循统一、规范
的管理原则，需要相关单位或部门通力配合与协作，且具有综合性、系统化、多元化的管理。　　1.
以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为基础，通过严谨的管理、有效的控制、合理的协调促进其发展。　　2.以工
程建设法律法规、规范标准、设计与合同为准绳，进行全方位的过程管理与控制。　　3.以工程资料
的内在规律和联系为主线，将工程资料形成具有逻辑性、关联性和统一性的体系。　　4.以网络化、
数字化、信息化为手段的新型管理模式，是工程资料管理发展的新方向。　　1.1.3　建设工程参与各
方工程资料管理职责　　1.一般规定。　　（1）工程资料的形成应符合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施工
质量验收标准和规范、工程合同与设计文件等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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