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障房建设有限公司良好审核案例 

 

推荐机构：杭州万泰认证有限公司    

认证类型: 质量和环境及职业健康管理体系 

审核人员：陆勇(组长)李方(组员) 

一、案例发生的背景 

审核标准：GB/T19001-2008\GB/T14001-2004\GB/T28001-2001 

受审组织：XX 保障房建设有限公司   

认证范围：房地产开发及所涉及的环境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 

临时现场：XX 二期项目 

组织机构：有 1办 7部职能部门（一个总经办，7部是工程管理部、人力资

源部、销售部、项目前期部、规划技术部、财务部、经济核算部）  

二、案例发生的主要过程 

XX 保障房建设有限公司是从事房地产开发管理的国有企业，属 XX 城市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本次审核是公司质量管理体系的第二次监督审核及环

境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第一次监督审核。该企业是一家成立至今有 8年多

历史的中型国有企业，具有国家房地产开发二级资质，已具有一支专业技术水平

较高、能力较强、富有实践经验的房建施工管理团队。公司为了规范管理，进一

步提高管理水平，于 2009 年开始逐步建立了质量、环境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

系，体系得到有效的运行。企业项目量迅速增长，市场不断扩大，从而，也不断

提高了企业在市场的知明度。该集团企业已获得杭州市余杭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发

布的 2010 年度安全生产目标责任制考核优秀单位。  

2010 年底，随着国家加大对保障房建设的投入力度，保障房建设市场形势

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特别是从上海胶州路教师公寓“11.15” 高层住宅特大火灾

事故的发生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安部特别重视房屋建设工程尤其是高层建

筑工程的安全隐患，先后组织制订了国家标准 GB50720-2011《建设工程施工现

场消防安全技术规范》正式发布，并于 2011 年 8 月 1 日起开始实施。这是我国

首次针对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制订的消防技术标准。该规范中 4.3 条款明确规定在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使用安全网的场所，必须使用完全符合 GB16909-1997《密目



网规范》标准要求规格和材料，阻燃安全网是指续燃和阴燃时间不大于 4S 的安

全网。同时，公安部于 2011 年 3 月 14 日发布了公消【2011】65 号关于进一步

明确民用建筑外保温材料消防监督管理有关要求的通知，通知要求在新标准发布

前，应从严执行《民用建筑外保温系统及外墙装饰防火暂行规定》第二条规定，

民用建筑外保温材料必须采用燃烧性能为 A级的材料，并要求从 2011 年 3 月 15

日起开始执行。 

根据以上法规变化情况，我们这次在现场审核时，严格按 GB/T19001-2008

标准和 GB/T14001-2004 及 GB/T28001-2001 标准进行现场审核。审核组在审核前

首先对企业现有运行管理流程进行了梳理，并根据企业提供的资料对相关监督管

理过程进行了乌龟图分析。现场审核时采用过程方法审核，按企业实际监督管理

流程结合乌龟图分析和审核员自己的实践经验进行审核。首先从以公司相关适用

的法律法规，特别是国家相关部门最近公布的上述规范要求为关注焦点和切入点，

具体追踪下列子过程，如查公司法律法规收集和更新、适用法规合规性更新评价、

设计更改（施工方案更改)、监理报审检测、施工单位材料报审、材料检验、生

产厂家资格验证等过程。 

对每一子过程的审核都可以到上一作业负责的部门追查之前的活动情况，

整个过程方法审核的活动就根据以上过程内容，一步一步追踪，直到完成整个过

程的审核，这样，既抓住了产品实现过程的重点和过程之间的接口，又可以避免

出现对某些过程的审核遗漏。 

三、主要的审核发现、沟通过程 

审核组按照以上关注焦点，围绕以上过程的各阶段进行过程方法审核，对

逐个子过程进行排查，最后得出审核发现。审核发现有如下一般不符合项一项： 

抽查 XX 二期分包项目现场在用的密目网，无证据表明公司对该项目现场在

用的密目网阻燃性实施了监督报验检查,更无证据表明该批密目网符合

GB16909-1997 《密目网规范》中 5.3 条款“密目网续燃和阴燃时间小于等于 4S ”

的规定要求。  

不符合 GB/T19001：2008 规范 8.2.4 条款及 GB/T28001-2001 标准 4.5.1 条款

的相关要求。 

改进机会：关注对在建保障房外墙材料符合公安部要求保温材料采用燃烧



性能为 A级材料进行报验的检查。  

本案例中，当公司的适用法规补充要求变化时，公司未引起重视，也未考虑

变化过程控制要求并采取相应的更改措施，具体体现如下： 

当公司的适用法规要求变化时，未吃透适用法规要求变化的精神，及时更新

和评价适用法规要求，并采取相应改进措施； 公司工程现场管理人员的安全监

督不到位，未将施工单位进场的密目网等安全防护用品的阻燃性要求作为监督的

重点； 未及时组织建设单位、监理单位、安检站、施工单位会议，责成监理监

督施工企业认真整改，开出监理工程师通知单，请施工企业采取纠正措施改进；

当公司的适用法规引起变化时，缺少与监理单位和施工单位沟通的要求和规定。

总之，当企业的相关适用法规发生变化时，公司没有能及时地作出响应。只注重

加强对各项目现场的各项检查，而忽视了最新出台的法规要求的变化；保障房验

收只注重中间结构验收、竣工验收资料是否符合法规要求，而忽视了保障房建设

过程中建筑用辅助材料的安全特性如阻燃性要求的报验验收。 

四、受审核组织主要的改进方法 

针对上述问题，企业认真进行了原因分析并实施相应的改进措施： 

公司的原因分析认为，由于公司工程现场管理人员对 PDCA 过程管理理解不

透和安全监督不到位，未将施工单位进场的密目网等安全防护用品的阻燃性要求

作为监督的重点；仅认为质量管理就是加强在建项目的质量检查，不出大的质量

问题或事故即可；职业健康安全管理就是控制不可接受的风险，不出安全事故和

不出职业病即可；认为对于公司适用法规要求，只要每年定期收集和评价一次即

可对于公司适用法规要求变化时，只局限于知道了就更改。  

这样的做法只停留在“纠正”的管理要求，未充分将“预防为主”的思路

及“不符合项纠正预防措施”的管理方法应用于法规的收集评价和应采取的相

应措施上。为此，公司充分运用管理体系和 PDCA 过程管理原则和思路，运用不

符合、纠正预防措施的管理方法，针对体系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入的管理，

采取以下措施： 

1、 马上组织监理单位、安检站、施工单位召开工地会议，责成监理监督施工

企 

业认真整改，开出监理整改通知单，请施工企业采取纠正措施改进。同时，在工



地例会上向相关方重点传达安全防护用品的管理要求，要求监理单位今后对进场

的安全防护用品必须进行认真报验，经监理单位签字认可并在建设单位备案后方

能使用。 

2、重新修改公司法律法规及其相应的控制管理程序，加大法规合规性评价的频

次和实施的力度，并明确责任人， 同时，拓展收集适应法律法规及其他要求的

渠道，明确当公司适用法规要求变化时能及时作出响应。 如明确监理单位和施

工单位进行沟通要求，并采取相应的纠正和预防措施。 

3、工程现场管理人员的安全监督应将施工单位进场的密目网等安全防护用品的

阻燃性等安全要求作为监督的重点。  

4、对公司在适用法规变化时出现的问题引以为戒，吸取教训，举一反三，落实

措施,认真检查其他相关适用的法规变更后的处理措施。 

五、现场验证改进措施的有效性 

审核组于 2011-08-30 到现场对公司进行不符合项纠正措施的现场验证。  

公司管理者代表说，根据审核组提出的改进要求，公司已认真按照要求开展了一

系列的专项改进活动。通过采取以上管理和技术上的相应的改进措施，并实施了

有效改进，既消除重大安全隐患，又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根据公司的统计数

据显示，公司保障房中间结构验收包括密目网和竣工验收所有项目包括外墙涂料

都已整改达到阻燃性要求，即全部达到国家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求。竣工后保障

房经现场验收未发现有安全隐患；在建项目中密目网和外墙涂料也符合国家强制

性国家标准要求，企业既尽到社会责任，又减少了安全风险。最后，公司总经理

对我们审核人员说：“你们这次审核，我感到你们比较专业，发现的问题十分重

要。如果这个重大安全事故隐患未被发现，那后果不堪设想，给社会和自己公司

带来很严重的影响”。 “通过这次你们审核组的审核，发现了问题我们作了改

进，避免了重大安全隐患，减少了公司的安全风险，规范了公司的管理”。 

本案例充分说明应用过程方法审核是一项很有效的现场审核方法； 它更

能关注受审核方的适用法规、顾客和相关方要求变化的实施情况，它能对体系的

适宜性和有效性作出更确切的、更符合实际的综合性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