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全面总结 30 年成果  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 

—— 王早生会长在协会六届二次常务理事会上的讲话 

（2018 年 7 月 18 日） 

 

同志们： 

大家上午好！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中国建设监理协会六

届二次常务理事会。刚才，王学军副会长兼秘书长代表协会

向常务理事会作了工作报告，我表示赞同。大家对协会上半

年工作总结和下半年工作安排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我们

会根据大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修改后正式印发。下面我谈几

点意见，供参考。 

一、积极开展工程监理行业创新发展 30周年活动。今年

是改革开放 40周年，又是工程监理制度实施 30周年，开展

工程监理行业发展 30 周年活动对行业的宣传非常重要。按

照协会今年的工作计划，各项活动都在有序进行，希望各地

在原有的工作力度上提高规格、加大宣传。我们现在做的这

些宣传活动都是为了提高社会对监理的认知度，使得监理行

业、企业能够更好地发展。无论是协会常务理事还是秘书处

工作人员，我们都要居安思危，要为监理行业、企业的发展

承担起责任。没有常务理事的省份，今后要通知省协会参加



此类会议。对协会布署的工作，都要认真负责地去做好。 

我们要从社会和业主的角度看待监理的作用，我们是为

社会、业主提供服务，从社会和业主的角度看监理服务才有

意义和价值。行业发展 30周年活动，务必要大力宣传监理取

得的成效和作用。近期建筑杂志社对我的一个专访，聚焦监

理行业面临的挑战、如何转型创新发展。我们常务理事会代

表的是全国一百万人的监理队伍，常务理事会应对行业的发

展多出谋划策。现在是自媒体时代，要充分发挥网络的优势，

加强沟通交流，有好的建议和意见都可以分享。30 周年的活

动，大家都要积极主动开展，地方协会和各家企业可以放手

去做。需要中监协支持的，我们会全力支持。 

二、积极主动地开展课题研究。我们要针对行业发展中

遇到的难度大的、关键的、新的问题，甚至意见不一致的问

题，积极地开展专题研究。对于政府出台的行业政策，我们

应主动承担起责任，开展对行业发展有价值和意义的课题研

究。对监理的追根溯源，应该是不忘初心。监理制度设立的

大背景就是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以后，投资主体多元

化，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形势不容乐观。务必要站在对社会

有利的高度开展课题研究，才能达到比较好的效果。任何一

项政策或者措施的出台，都可能有利有弊。针对某个问题出

台政策，解决了这个问题，有可能引发另一个弊端，所以需

要不断研究各种问题，在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发展前进。



近期，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找到协会想联合出版一套关于全

过程工程咨询的丛书，我觉得挺好，可以将好的案例、理论

研究成果编入丛书，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借鉴。 

三、协会如何更好地开展工作。近期，我先后到云南、

四川、贵州、广东、深圳和宁波等省市协会调研，他们的工

作开展得有声有色。例如，四川省质量安全与监理协会监理

分会与省质监站打成一片、融为一体，受委托开展项目质量

监督检查工作等。政府需要行业协会加强行业自律，企业需

要协会反映诉求，在这方面协会可以为政府和企业搭建有效

的沟通协调平台。我们以后要多组织各省协会一起来交流协

会秘书处的工作如何开展，如何能为企业提供更好的沟通交

流平台。同时，协会更需要人才的培养，通过中监协和地方

协会、行业协会联动起来，形成一个整体性的人才培养机制。

一个协会工作开展得好不好，秘书处的工作很关键。前不久

在贵阳召开“全过程工程咨询与项目管理经验交流会”，介绍

经验的先进企业无一不是学习型、智慧型、技术引导型的企

业，好的经验就应该及时分享给大家。部里确定的全过程工

程咨询试点监理企业总共 16 家，平均两个省一家。有些同志

建议协会也确定一批试点单位，适当扩大试点范围。这个建

议我们会认真研究。这对于企业与甲方商谈全过程工程咨询

业务时有一定的帮助，可以借助协会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支撑，

也是协会存在的价值。 



四、积极主动配合行业主管部门工作。我们协会一定要

和各级政府做好沟通协调工作。地方协会工作做得好的，无

一不是和政府的关系紧密，接受业务主管部门的指导开展工

作。协会和行业主管部门保持良好的沟通，才能有利于协会

开展各项工作，有力地促进行业的发展。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