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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近五年全省建设工程 
质量检测行业基本概况 

 

1.1 全省检测机构基本情况 

近年来，全省检测机构发展迅速，检测机构的数量不断增多，

规模也越来越大，检测设备、人员、技术等随着检测机构的发展而

不断加强，全省检测综合能力逐步提升。 

截止 2016 年底，全省工程质量检测机构共有 357 家。按类别分：

常规材料类 184 家，地基基础类 71 家，综合类 102 家；按地区分：

南京 67 家，无锡 31 家，徐州 20 家，常州 17 家，苏州 57 家，南通

36 家，连云港 14 家，淮安 20 家，盐城 26 家，扬州 23 家，镇江 11

家，泰州 23 家，宿迁 12 家。目前已形成覆盖全省、涉及各专业的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网络。 

从检测机构的地区分布情况可以看出，苏北部分地区一县一区

大多只有一个检测机构，市场竞争不明显，而苏南地区每个城市均

有多家检测机构，市场竞争激烈。 

检测机构根据产权形式不同分为以下三类（图 1-1）：一是国有

产权形式改制后的民营检测机构和市场放开后成立的民营检测机构

共 247 家；二是事业单位和国有性质的检测机构共 92 家，其中事业

单位为 27 家，国有性质为 65 家；三是集体、混合所有制等其它类

型的检测机构共 18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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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26%

5%

不同性质检测机构占比

民营检测机构 事业单位和国有性质的检测机构 其他类型检测机构

 
图 1-1 检测机构的产权形式分布图 

近年来全省民营检测机构检测事业发展的积极性较高，检测能

力得到了较大的提升，在经济实力、检测能力、机构规模、技术力

量和机构管理等方面的优势逐渐增强，检测项目涉及地基基础、建

筑材料、建筑节能、建筑水电、环境检测、空调系统、建筑智能化、

主体结构、钢结构、建筑幕墙、装饰工程、市政工程等多个专业。 

1.2 建筑数量、建筑面积变化趋势 

2012 年至 2016 年全省工程项目数量和工程建筑面积数量变化

趋势图如图 1-2： 

—2—



 
图 1-2 近五年建筑数量、建筑面积变化趋势图 

图 1-2 显示，五年中 2013 年，2014 年的项目数和建筑面积均达

到最高值，建筑面积较 2012 年增加了近 40%，项目数增加了近 10%， 

2015 年建筑数量和面积开始明显下降，2016 年项目数比 2012 年下

降了近 19%，建筑面积下降了近 3%，新开工工程项目数量的减少使

得检测行业面临的竞争更加激烈。 

1.3 检测机构数量变化情况 

2012 年至 2016 年全省工程质量检测机构数量增加情况：2012

年（材料类 3 家、地基基础类 13 家）、2013 年（材料类 13 家、地基

基础类 7 家）、2014 年（材料类 10 家、地基基础类 3 家）、2015 年

（材料类 13 家、地基基础类 7 家）、2016 年（材料类 14 家、地基基

础类 3 家）详见图 1-3，地基基础类检测机构新增的数量在 2012 年

达到最高值，材料类检测机构新增的数量在 2016 年达到最高值，综

合类检测机构（同时具备材料类检测和地基基础类检测资质的）数

量也在不断地增加，在 2016 年达到了 102 家，主要原因是随着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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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项目公开招投标实施力度的加大，综合类检测机构的竞争力较

强，很多仅有地基基础类检测资质或材料类检测资质机构通过扩项、

合并等方式取得双资质，提高自身竞争力，这同时也促使我省检测

机构的综合实力得到了不断地加强。 

 

图 1-3  近 5 年材料和地基基础类检测机构年度增长趋势图（家） 

1.4 工程质量检测信息化建设情况  

目前，全省各地的工程质量检测机构均已使用计算机管理系统，

通过检测业务软件的使用，有效的提高了检测工作效率，提升了检

测机构的整体技术和管理水平。同时，省质监总站建立了远程监控

制度。目前，全省各地的建筑材料类检测机构均采用了“二块”（砂

浆试块、砼试块）检测数据自动化采集系统，地基基础类检测机构

静载检测的检测合同、方案、数据、现场照片和检测报告已基本实

现实时上传。通过远程监控手段，对检测机构出具检测报告和检测

试验过程进行视频监管，对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处理，有效提高了

检测监管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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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2016 年全省建设工程质量 
检测行业发展情况 

 

2.1 全省检测机构发展情况 

截止 2016 年年底，全省共有检测机构 357 家，其中仅具备材料

类检测资质的机构 184 家，约占 51%；仅具备地基基础类检测资质

的机构 71 家，约占 20%；综合类机构 102 家，约占 29%。按属地分

位于设区市城区的机构 205 家，约占 57%；位于县（市、区）的机

构 152 家，约占 43%。机构拥有的检测设备总数达到 104419 台套。

全省机构检测场所总面积达 931932 平米，其中自有总面积达 498800

平米，约占 54%；租用面积为 433132 平米，约占 46%（表 2-1、图

2-1、图 2-2、图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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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检测机构的数量分布图 

 

 

 
图 2-2 检测机构的所属区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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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检测机构场所占比示意图 

 

2.2 全省检测机构资质情况 

截止 2016 年年底，全省检测机构拥有检测项目参数合计 67676

个，其中见证取样类共 17343 个，专项类共 10264 个，备案类共 40069

个；见证取样项目参数较多的地区为南京、苏州，专项类项目参数

较多的地区为南京、苏州，备案类项目参数较多的地区为苏州、南

通（表 2-2、图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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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全省检测机构资质（参数）情况分布图 

 

2.3 全省检测从业人员基本情况 

截止 2016 年年底，全省检测机构共有从业人员 14439 人，其中

50 岁以上人员占比约 11%，30-50 岁人员占比约 59%，30 岁以下人

员占比约 30%；全省检测机构从业人员中高级职称占比约 12%、中

级职称占比约 24%、初级职称占比约 31%，合计具备一定检测能力

的技术人员比例为 67%；高级职称和中级职称总人数南京和苏州居

多，机构平均具备高级和中级职称人数居第一位的是镇江（表 2-3、

图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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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全省检测从业人员基本情况分布图

—11—



表
2-

3：
 

全
省

检
测

从
业

人
员

基
本

情
况

汇
总

表
 

序
号

 
地

区
 

检
测

机
构

人
员

 
职

称
 

年
龄

 

材
料

类
 

地
基

基

础
类

 
综

合
类

其
它

 
总

计
 

高
级

及

以
上

 
中

级
初

级
 

50
岁

以
上

 
30

到

50
岁

 
30

岁
以

下
 

1 
南

京
 

15
24

 
69

3 
25

9 
64

7 
31

23
 

41
4 

72
0 

94
9 

39
1 

17
33

 
99

9 
2 

无
锡

 
58

0 
19

1 
83

 
18

6 
10

40
 

10
5 

22
5 

34
9 

12
9 

62
9 

28
2 

3 
徐

州
 

56
4 

16
6 

79
 

13
4 

94
3 

12
8 

23
2 

31
1 

80
 

54
6 

31
7 

4 
常

州
 

40
5 

15
8 

16
2 

14
6 

87
1 

78
 

17
7 

26
1 

78
 

49
3 

30
0 

5 
苏

州
 

12
91

 
36

4 
43

1 
55

5 
26

41
 

33
2 

64
3 

73
7 

26
2 

15
32

 
84

7 
6 

南
通

 
75

4 
13

9 
11

0 
19

7 
12

00
 

12
9 

34
4 

39
8 

15
1 

67
8 

37
1 

7 
连

云
港

 
28

5 
94

 
48

 
97

 
52

4 
84

 
13

9 
12

8 
70

 
34

1 
11

3 
8 

淮
安

 
46

0 
56

 
74

 
10

5 
69

5 
79

 
16

0 
22

9 
80

 
46

5 
15

0 
9 

盐
城

 
38

4 
97

 
24

0 
12

4 
84

5 
11

1 
22

5 
27

2 
92

 
55

4 
19

9 
10

 
扬

州
 

44
7 

12
5 

47
 

11
4 

73
3 

89
 

20
4 

23
9 

89
 

46
6 

17
8 

11
 

镇
江

 
37

1 
60

 
58

 
83

 
57

2 
75

 
15

5 
15

0 
64

 
32

8 
18

0 
12

 
泰

州
 

47
3 

67
 

11
8 

12
6 

78
4 

79
 

19
3 

23
2 

71
 

44
5 

26
8 

13
 

宿
迁

 
23

7 
37

 
10

5 
89

 
46

8 
25

 
81

 
18

6 
23

 
26

4 
18

1 
合

计
 

77
75

 
22

47
 

18
14

 
26

03
 

14
43

9
17

28
 

34
98

44
41

 
15

80
 

84
74

 
43

85
 

 

—12—



2.4 全省检测人员流动分布情况 

2016 年度检测机构人员流动以年龄在 35 岁以下的人员为主。据

统计分析，2016 年全省材料类检测人员流动频繁的地区集中在南京、

常州、苏州、南通。地基基础类检测人员流动频繁的地区集中在南

京、无锡、苏州、泰州（表 2-4、图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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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全省检测人员流动分布汇总表 
 

地区 
材料类 地基基础类 

转出 接收 转出 接收 

南京 74 64 17 24 

无锡 8 10 25 26 

徐州 8 6 4 3 

常州 40 8 15 1 

苏州 36 63 22 34 

南通 32 12 0 2 

连云港 3 5 0 0 

淮安 2 14 1 4 

盐城 17 12 3 1 

扬州 4 2 4 2 

镇江 0 0 0 0 

泰州 13 28 12 8 

宿迁 2 15 3 1 

合计 239 239 106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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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全省检测人员流动情况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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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全省检测机构收入情况 

在 2015 年、2016 年新建建筑面积明显下降的形势下，全省检

测机构总产值的下浮不大，检测机构从业人员的人均劳动报酬也在

逐年提升。（表 2-5、图 2-7） 

2016 年全省检测机构从业人员的年劳动报酬总数为 80858 万，

占全省检测机构年度总产值 411149 万元的 20%左右，相对于企业需

要支出的税金、设备投入、科技投入、办公、车辆、耗材等，人员

工资仍是检测机构成本支出的主要部分。 

表 2-5： 

全省检测机构收入情况汇总表 

年度 

（年） 

全省检测机构年度总产值

（万元） 

检测收入

（万元） 

人均劳动报酬

（万元） 

2012 年 329823.7 290535.3 4.6 

2013 年 396525.7 343769.6 5.1 

2014 年 428096.3 367079.8 5.3 

2015 年 412041.7 363531.2 5.4 

2016 年 411149.4 365622.8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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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全省检测机构收入增幅趋势图（以 2012 年为基准） 
 

2.6 全省检测机构科研技术能力情况 

我省检测行业科研技术的积极性、科研技术水平一直较高，从

2012 年至 2016 年参加标准编制的情况看，南京地区检测机构参编数

量最多，其次为苏州地区；申报发明专利总量最多的地区依次为南京、

苏州、镇江、常州；论文发表数量较多的地区依次为南京、苏州、泰

州、镇江。（表 2-6、图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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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全省检测机构科研技术能力汇总表 

序号 地区 

2012-2016 年 

参编标准情

况（项/次）

发明专利

（个） 

论文发表国

家级（篇） 

论文发表

省级（篇）

1 南京 125 98 305 345 

2 无锡 11 2 49 68 

3 徐州 3 15 102 87 

4 常州 8 43 83 15 

5 苏州 62 61 133 155 

6 南通 11 6 86 91 

7 连云港 5 1 9 36 

8 淮安 7 5 102 99 

9 盐城 1 3 87 72 

10 扬州 6 1 30 37 

11 镇江 7 50 148 61 

12 泰州 5 6 122 165 

13 宿迁 5 2 18 71 

合计 256 293 1274 1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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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全省检测机构科研技术能力情况分布图 

 

2.7 全省检测机构表彰情况 

为了推动检测行业诚信体系建设，江苏省严格按照中国建筑业

协会的要求，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对申报建设工程质量检

测 AAA 级信用机构进行综合评价，上报了我省部分检测机构为建设

工程质量检测 AAA 级信用机构和先进单位（表 2-7）；我省及各设区

市行业相关部门也对辖区内信用良好、行为规范的检测机构进行了表

彰（表 2-8、图 2-9）；通过表彰，进一步强化了检测机构诚信意识、

自律意识，促进了建设工程质量检测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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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7：
 

20
15

-2
01

6
年

中
建

协
对

全
省

各
地

区
检

测
机

构
表

彰
情

况
汇

总
表

 
 

序
号

 
机

构
名

称
 

表
彰

内
容

 
1 

江
苏

省
建

筑
工

程
质

量
检

测
中

心
有

限
公

司
 

中
国

建
筑

业
协

会
工

程
建

设
质

量
监

督
与

检
测

分
会

A
A

A
信

用
机

构
 

2 
昆

山
市

建
设

工
程

质
量

检
测

中
心

 
3 

苏
州

市
建

设
工

程
质

量
检

测
中

心
有

限
公

司
 

4 
苏

州
方

正
工

程
技

术
开

发
检

测
有

限
公

司
 

5 
苏

州
恒

信
建

设
技

术
开

发
检

测
有

限
公

司
 

6 
南

京
方

园
建

设
工

程
材

料
检

测
中

心
 

7 
淮

安
市

建
筑

工
程

质
量

检
测

中
心

有
限

公
司

 
8 

江
苏

方
建

质
量

鉴
定

有
限

公
司

 
9 

中
国

建
材

检
验

认
证

集
团

江
苏

有
限

公
司

 
10

 
苏

州
工

业
园

区
建

设
工

程
质

量
检

测
咨

询
服

务
有

限
公

司
 

11
 

常
州

市
建

筑
科

学
研

究
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中

国
建

筑
业

协
会

先
进

单
位

 
12

 
宿

迁
市

建
设

工
程

质
量

检
测

中
心

有
限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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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8：
 

全
省

检
测

机
构

获
得

表
彰

情
况

汇
总

表
 

序
号

 
地

区
 

20
12

年
 

20
13

年
 

20
14

年
 

20
15

年
 

20
16

年
 

省
级

及
以

上
 

市
级

省
级

及
以

上
 

市
级

 
省

级
及

以
上

 
市

级
 

省
级

及
以

上
 

市
级

 
省

级
及

以
上

 
市

级
 

1 
南

  
京

 
16

 
12

 
14

 
6 

11
 

7 
9 

11
 

10
 

8 
2 

无
  
锡

 
4 

1 
1 

0 
0 

0 
0 

0 
0 

0 
3 

徐
  
州

 
7 

5 
3 

3 
1 

4 
3 

5 
3 

0 
4 

常
  
州

 
7 

8 
2 

4 
0 

2 
0 

6 
1 

6 
5 

苏
  
州

 
17

 
1 

5 
0 

8 
2 

10
 

6 
7 

2 
6 

南
  
通

 
5 

6 
0 

7 
3 

6 
1 

13
 

2 
9 

7 
连

云
港

 
6 

3 
0 

0 
1 

0 
0 

0 
0 

0 
8 

淮
  
安

 
2 

2 
2 

2 
3 

5 
4 

4 
1 

3 
9 

盐
  
城

 
1 

4 
1 

0 
2 

4 
0 

7 
1 

0 
10

 
扬

  
州

 
4 

1 
0 

2 
0 

3 
0 

3 
0 

11
 

11
 

镇
  
江

 
3 

3 
1 

0 
1 

0 
0 

3 
0 

1 
12

 
泰

  
州

 
4 

7 
3 

7 
1 

9 
0 

6 
0 

0 
13

 
宿

  
迁

 
4 

6 
3 

5 
1 

4 
2 

7 
1 

9 
合

  
计

 
76

 
58

 
35

 
34

 
32

 
43

 
29

 
68

 
26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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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全省检测机构获得表彰情况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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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2016 年全省建设工程 
质量检测监管工作 

 
2016 年全省工程质量检测工作在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的正确领导

下，以确保工程质量为宗旨，针对行业发展情况和问题，创新工作方

法，强化市场监管，加强基础建设，全面推进全省检测监管工作，各

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检测监管工作开展有序。 

3.1 推进检测监督管理机制建设 

按照《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我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

管理工作的通知》（苏建函质〔2015〕518 号）要求，各级主管部门

和监督机构推进检测监管机制建设，不断加大检测监督检查力度。 

3.1.1 省级监督管理工作 

2016 年省级检测监管工作主要包括专项监督检查、暗访抽查和

远程监控检查。通过监督检查强化了对检测机构的监督管理，整治了

弄虚作假等违法违规现象，进一步规范了检测市场行为，监督检查工

作取得了实效。 

（1）省级监督检查情况 

2016 年 4 月 18 日至 29 日，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组织开展了 2016

年全省第一次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监督抽查,依据建设部第 141 号令、

《江苏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实施细则》（苏建法〔2006〕97 号）

等有关规定，对 42 家地基基础工程检测机构的检测人员、检测设备、

原始记录、检测报告、业务软件和工程检测现场等方面进行检查，下

发了检查通报，通报情况汇总详见（表 3-1）。通过监督抽查发现，

部分检测机构在内部管理和建设、检测工作的规范性等方面存在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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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主要表现在原始记录信息不完整；检测设备管理不够完善；检测

报告信息不规范；工程检测现场不规范；软件信息化不符合要求；检

测人员配备不满足要求；个别检测机构存在违规现象。本次抽查发现

问题共计 174 项，并对应出具整改通知单，责令 1 家检测机构限期整

改，对 4 家检测机构记不良记录，对 2 家检测机构予以通报批评，对

2 家检测机构进行了约谈。 

 
表 3-1：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 2016 年全省第一次建设工程质量

检测监督抽查通报情况汇总表 
 

检查类别 限期整改 
（家次） 

不良记录 
(家次) 

通报批评 
(家次) 

约谈 
(家次) 

省住房和城乡

建 设 厅 关 于

2016 年全省第

一次建设工程

质量检测监督

抽查情况 

1 4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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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省级监督暗访抽查工作 

2016 年度８月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组织开展了“2016 年度全

省第一次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暗访抽查”，本次暗访共涉及 10 家检测机

构，下发了检查通报，通报情况汇总详见（表 3-2）。通过暗访抽查发

现，部分检测机构在内部管理、日常检测工作的规范性等方面存在不

足，个别检测机构人员流动无序，最多的一年内流动达 27 人次，现

场检测能力抽查中，部分检测人员不能再现试验全过程，未能做到规

范熟悉、操作熟练、准确判定相关检测结果。该次检查共发现问题

27 项，并对应出具整改通知单，责令 2 家检测机构限期三个月整改，

对 1 家检测机构记不良记录。 

 
表 3-2：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 2016 年第一次全省建设工程质量

检测暗访抽查通报情况汇总表 
 

检查类别 
限期整改 

（家次） 

不良记录 

(家次) 

通报批评 

(家次) 

约谈 

(家次) 

省住房和城乡

建 设 厅 关 于

2016 年第一次

全省建设工程

质量检测暗访

抽查情况 

2 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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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省级远程监控动态核查工作 

省质监总站根据 2016 年全省检测远程监控工作计划，5 月份组

织专家对 60 家检测机构进行了远程监控检查，并于 6 月份对 5 月份

远程监控检查中发现问题的检测机构进行了复查。 

检查整体情况：专家主要从检测机构和人员超资质、超资格预警

情况；检测机构报告上传情况；检测报告断号情况；自动采集数据上

传情况；数据修改记录上传规范性情况；检测机构视频监控情况；不

合格报告上传情况等方面进行了远程监控检查。检查发现，大部分检

测机构基本按要求上传了检测报告、自动采集数据和修改记录，但在

实时性和规范性上尚需加强，部分检测机构的报告超期上传率和自动

采集数据超时上传率比较高；部分检测机构检测报告不能正常查看，

监控视频无法正常打开。 

经统计，2016 年度上传检测报告不合格率低于 0.5%有 79 家检测

机构，各地区占比情况详见（图 3-1）。 

 

南京

25%

无锡

11%
常州

2%苏州

18%
南通

8%

连云港

1%

淮安

10%

盐城

9%

扬州

4%
镇江

3%

泰州

9%

检测报告不合格率低于 0.5%地区

占比图

 
 

图 3-1 2016 年度上传检测报告不合格率低于 0.5%地区占比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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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市级监督管理工作 

我省各设区市建设主管部门根据工作部署与要求，结合建设工程

质量检测工作的特点，充分利用网络监管平台，采取了多种形式相结

合的监督管理工作，多措并举加强对检测从业人员、检测机构以及检

测市场的监管力度。 

南京市建设主管部门在日常的监督管理中结合组织的各类工程

质量安全检查工作，将工程检测机构的检测行为、检测工作质量纳入

检查内容之中；结合地基基础工程检测开工告知登记系统的正式推广

使用，对地基基础类检测机构进行现场检查。为进一步加强园林建设

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范参建单位质量行为，提升检测机构的工作质

量，南京市园林工程安全质量监督站编制了我省第一部园林工程建设

地方标准《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DGJ32/TJ 201-2016），

对栽植土验收批及取样方法等作出了规定，对园林植物栽植土 PH 值、

全盐含量等提出了明确的理化性质指标要求，为进一步提升园林工程

质量提供了科学有效的技术保障。 

徐州市建设主管部门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住建部工程质量治理两

年行动，确保建设工程检测样品的真实性、代表性和检测工作的科学

规范，发布了《关于开展建设工程检测智慧监管的通知》（徐建质

[2016]1 号），对委托单位检测网上预约、送检样品、现场检测，检

测机构受理委托、出具检测报告等提出了具体要求。 

常州市建设主管部门为规范检测报告的修改，减少虚假报告的产

生，对检测机构失误而导致的报告修改，实行扣分制度，每月得分纳

入综合大检查得分；对由于委托方出错而导致的报告修改，需经过工

程质量监督人员的核查确认，通过制度的实施，市区检测报告修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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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 41%。 

苏州市建设主管部门以专家团队为依托，监督检查务求注重实

效，根据专家的专业、专长和检查内容等特点，进行合理分工，明确

各自任务和职责，确保检查工作取得效果。昆山市住建局研究制定了

《昆山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抽测实施办法》，根据规定，承担监督抽

测的检测机构与原检测机构不为同一家单位。监督抽测与原检测机构

对检测结论不一致的，有异议的由质监站要求原检测机构、监督抽测

机构现场复测并予以监督，或委托第三方监督抽测机构进行现场复

测，复测发现检测行为违法的，将依法进行处罚，该举措对于检测机

构的检测行为起到了有效的监管震慑作用。 

南通市建设主管部门要求桩基检测网上项目申报实行单位工程

申报，单位工程申报可以直接了解在检桩号，便于监督人员核对桩号。

避免检测单位一桩多检的现象；质量监督人员还对检测机构留置样品

与工程实际使用材料进行比对，如不一致则问责相关责任单位。 

淮安市建设主管部门为规范工程质量抽测工作，创新监督抽检模

式，由原先委托检测机构抽测改变为自行监督抽测，确保了抽测结果

准确有效，淮安市质监站建立站工程质量抽测室。完成了基础建设，

具备了钢筋、砼、砌块原材料等建筑材料检测和现场实体抽测能力。 

盐城市 2015 年出台了《盐城市跨地区建设工程检测机构管理办

法》，2016 年进行了修订。同时制定了《盐城市建设工程检测机构信

用等级考核评定规则和标准（试行）》考核工作每年一次，定期公布

考核结果，结果在一个考核周期内有效。  

扬州市建设主管部门为切实加强对工程实体监督抽测的监督管

理，规范实体抽测行为，依据相关规定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了《工程实

—28—



体质量监督抽测操作规范实施细则（试行）》（扬建质监[2016]5 号），

其中要求工程实体质量监督抽测通过建立“申报委托、实体抽测、结

果处理”三个环节的操作规范，明确监督抽测责任，规范监督抽测程

序，促进监督抽测科学化、规范化。 

全省各设区市建设主管部门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制定了监督检

查计划和方案，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经统计，全省各设区市全年共开

展监督检查 22 次，检查检测机构总数 333 家次，其中责令 5 家检测

机构进行限期整改(占比约 1.5％)；对 5 家检测机构记不良记录(占比

约 1.5％)；对 32 家次检测机构通报批评(占比约 9.6％)；对 15 家检测

机构进行通报表扬（占比约 4.5％）。（见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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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3:
 

20
16

年
全

省
设

区
市

监
督

检
查

情
况

汇
总

表
 

序
号

 
地

区
 

检
查

数
量

（
次

）
 

检
查

 
机

构
总

数
 

（
家

次
）

 

限
期

整
改

 
机

构
数

量
 

（
家

次
）

 

不
良

记
录

 
机

构
数

量
 

（
家

次
）

 

通
报

批
评

 
机

构
数

量
 

（
家

次
）

 

通
报

表
扬

 
机

构
数

量
 

（
家

次
）

 

1 
南

京
 

2 
83

 
1 

0 
6 

0 
2 

无
锡

 
2 

22
 

0 
0 

3 
0 

3 
徐

州
 

0 
0 

0 
0 

0 
0 

4 
常

州
 

3 
47

 
1 

1 
4 

7 
5 

苏
州

 
2 

43
 

0 
0 

5 
0 

6 
南

通
 

1 
28

 
0 

1 
5 

5 
7 

连
云

港
 

0 
0 

0 
0 

0 
0 

8 
淮

安
 

4 
27

 
3 

2 
3 

0 
9 

盐
城

 
1 

10
 

0 
0 

2 
0 

10
 

扬
州

 
2 

21
 

0 
1 

0 
0 

11
 

镇
江

 
1 

11
 

0 
0 

0 
3 

12
 

泰
州

 
2 

20
 

0 
0 

0 
0 

13
 

宿
迁

 
2 

21
 

0 
0 

4 
0 

合
计

 
22

 
33

3 
5 

5 
32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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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对检测机构的监督检查频次达到 2 次及以上的设区市有 8 个（南京、

无锡、常州、苏州、淮安、扬州、泰州、宿迁）；监督检查频次为 1 次的设区

市有 3 个（南通、盐城、镇江）；连云港市下发通知要求辖区内检测机构进行

自查自纠形成自查报告上报市城乡建设局。 

 11 个设区市根据监督检查结果对辖区内存在问题较多或问题较严重的检

测机构进行了责令限期整改、记不良记录、通报批评等处理，并实施跟踪检

查，督促其整改等处理。全年监督检查全覆盖的设区市有 5 个（南京、常州、

淮安、镇江、宿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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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进一步提升检测能力监督机制建设 

为做好我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能力建设工作，省质监总站制

定了全省检测能力建设计划，年初省厅下发了《关于做好 2016 年全

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能力验证工作的通知》（苏建函质〔2016〕159

号），明确了工作组织、验证对象、验证项目和工作要求，其中省级

能力验证 3 项，各设区市能力验证不少于 2 项。 

3.2.1 省级能力验证基本情况 

省质监总站根据工作计划，分别召开检测能力验证项目专家会，

组织专家组对能力验证方案以及整个流程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并及时

汇总各检测机构能力验证报名情况，对机构资质情况进行核对、疏理，

对参加人员的检测技术能力相关信息进行核实。 

经统计，2016 年度累计参加能力验证检测机构共计 785 家，其

中具备资质单位 773 家，无资质单位 12 家，参加能力验证总人数达

785 人；三次能力验证结果满意的 544 家，结果可疑的 126 家，结果

不满意的 115 家详见（表 3-4、表 3-5、图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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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2016 年省级能力验证基本情况汇总表 

 

序

号 验证项目 

检测机构（家） 
参加 

总人数

通知 

文号 

通报 

文号 总数 有资

质 
无资

质 

1 钢筋混凝土

用钢材 
270 268 2 270 

苏建质

监函

〔2016〕
6 号 

苏建质

监

〔2016〕
4 号 

2 
室 内

环 境

检测 

甲醛 174 170 4 174 苏建质

监函

〔2016〕
10 号 

苏建质

监

〔2016〕
6 号 TVOC 173 170 3 173 

3 静载荷试验 168 165 3 168 

苏建质

监函

〔2016〕
12 号 

苏建质

监

〔2016〕
7 号 

合计 785 773 12 785   

2016 年度省级能力验证的结果满意率为 70%左右，建筑材料类

的钢筋混凝土用钢材检测和室内环境检测两个项目结果不满意率为

11%~20%；地基基础类的静载荷试验结果不满意率为 17%，这说明

我省检测人员的技术水平能力还需不断地加强和提高，有的检测机构

虽然获得了资质，但是由于没有正常开展相关业务导致部分项目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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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技术能力达不到要求；有的检测机构多年来虽然业务很多，但是

疏于学习，检测人员操作不规范，检测结果的准确性也不能保证。 

从省级能力验证三个项目的结果不满意来看（表 3-6、表 3-7、表

3-8、表 3-9、图 3-3、图 3-4、图 3-5），南京和南通在“钢筋混凝土用

钢材检测”项目的检测能力验证结果不满意率高于其它地区；南通、

盐城、苏州和连云港在“静载荷试验”项目的检测能力验证结果不满意

率高于其它地区；连云港、淮安、扬州和宿迁在“室内环境检测”项目

的检测能力验证结果不满意率高于其它地区；无锡和镇江验证结果满

意率较高，镇江三个项目的验证结果均无不满意结果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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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5：
 

20
16

年
省

级
检

测
能

力
验

证
情

况
 

 

地
区

 

钢
筋

混
凝

土
用

钢
材

 
室

内
环

境
检

测
（

甲
醛

/T
V

O
C
）

 
静

载
荷

试
验

 

结
果

 
满

意
 

结
果

 
可

疑
 

结
果

 
不

满
意

 
结

果
 

满
意

 
结

果
 

可
疑

 
结

果
 

不
满

意
 

结
果

 
满

意
 

结
果

 
可

疑
 

结
果

 
不

满
意

 

全
省

 
18

1 
57

 
32

 
13

6/
11

5 
17

/2
4 

21
/3

4 
11

2 
28

 
28

 

百
分

率
 

67
.0

%
 

21
.1

%
 

11
.9

%
 

78
.1

6%
 

/6
6.

48
%

 
9.

77
%

 
/1

3.
87

%
 

12
.0

7%
 

/1
9.

65
%

 
66

.6
6

%
 

16
.6

7%
16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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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6：
 

20
16

年
度

钢
筋

混
凝

土
用

钢
材

检
测

能
力

验
证

情
况

 
 

内
容

 
南

京
 

无
锡

徐
州

常
州

苏
州

南
通

连
云

港
淮

安
盐

城
扬

州
镇

江
泰

州
宿

迁
 

参
加

机
构

数
 

45
 

20
 

16
 

13
 

44
 

27
 

10
 

17
 

23
 

17
 

10
 

17
 

11
 

结
果

 
可

疑
 

数
量

 
7 

3 
3 

1 
12

 
7 

2 
3 

7 
6 

3 
2 

1 

百
分

率
 

16
%

 
15

%
19

%
8%

 
27

%
26

%
20

%
 

18
%

30
%

35
%

30
%

12
%

9%
 

结
果

 
不

满
意

 

数
量

 
10

 
0 

1 
2 

4 
6  

1 
1 

2 
2 

0 
1 

2 

百
分

率
 

22
%

 
0%

 
6%

 
15

%
9%

 
22

%
10

%
 

6%
 

9%
 

12
%

0%
 

6%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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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7：
 

20
16

年
度

静
载

荷
试

验
能

力
验

证
情

况
 

 

内
容

 
南

京
 

无
锡

徐
州

常
州

苏
州

南
通

连
云

港
淮

安
盐

城
扬

州
镇

江
泰

州
宿

迁
 

参
加

机
构

数
 

26
 

14
 

7 
10

 
38

 
11

 
9 

6 
16

 
9 

5 
9 

8 

结
果

 
可

疑
 

数
量

 
4 

3 
1 

 
0 

5 
0 

3 
3 

5 
1 

0 
1 

2 

百
分

率
 

15
%

 
21

%
14

%
0%

 
13

%
0%

 
33

%
 

50
%

31
%

11
%

0%
 

11
%

25
%

 

结
果

 
不

满
意

 

数
量

 
2 

2 
1 

1 
9 

5 
2 

0 
4 

0 
0 

1 
1 

百
分

率
 

8%
 

14
%

14
%

10
%

24
%

45
%

22
%

 
0%

 
25

%
0%

 
0%

 
11

%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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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8：
 

20
16

年
度

室
内

环
境

—
—
甲

醛
检

测
能

力
验

证
情

况
 

 

内
容

 
南

京
 

无
锡

徐
州

常
州

苏
州

南
通

连
云

港
淮

安
盐

城
扬

州
镇

江
泰

州
宿

迁
 

参
加

机
构

数
 

22
 

15
 

9 
11

 
26

 
22

 
7 

11
 

13
 

11
 

5 
15

 
7 

结
果

 
可

疑
 

数
量

 
2 

5 
1 

2 
0 

1 
2 

1 
0 

2 
0 

1 
0 

 

百
分

率
 

9%
 

33
%

11
%

18
%

0%
 

5%
 

29
%

 
9%

 
0%

 
18

%
0%

 
7%

 
0%

 

结
果

 
不

满
意

 

数
量

 
2 

1 
1 

2 
3 

0 
2 

3 
2 

2 
0 

2 
1 

百
分

率
 

9%
 

7%
 

11
%

18
%

12
%

0%
 

29
%

 
27

%
15

%
18

%
0%

 
13

%
14

%
 

 

—38—



表
3-

9：
 

20
16

年
度

室
内

环
境

—
—

T
V

O
C
检

测
能

力
验

证
情

况
 

 

内
容

 
南

京
 

无
锡

徐
州

常
州

苏
州

南
通

连
云

港
淮

安
盐

城
扬

州
镇

江
泰

州
宿

迁
 

参
加

机
构

数
 

22
 

15
 

9 
11

 
26

 
22

 
7 

10
 

13
 

11
 

5 
15

 
7 

结
果

 
可

疑
 

数
量

 
4 

0 
1 

1 
1 

4 
3 

2 
1 

2 
0 

1 
4 

百
分

率
 

18
%

 
0%

 
11

%
9%

 
4%

 
18

%
43

%
 

20
%

8%
 

18
%

0%
 

7%
 

57
%

 

结
果

 
不

满
意

 

数
量

 
6 

0 
2 

3 
2 

2 
2 

3 
2 

5 
0 

4 
3 

百
分

率
 

27
%

 
0%

 
22

%
27

%
8%

 
9%

 
29

%
 

30
%

15
%

45
%

0%
 

27
%

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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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省级能力验证情况分布图 
 
 
 

 
 

图 3-3 2016 年度钢筋混凝土用钢材检测能力验证情况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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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2016 年度静载荷试验能力验证情况分布图 
 

 

 
 

图 3-5 2016 年度室内环境能力验证情况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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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市级能力验证基本情况 

各设区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关于做好 2016 年全省建设工

程质量检测能力验证工作的通知》（苏建函质〔2016〕159 号）文件

要求，积极开展了检测能力验证活动，全年完成了 26 个项次的能力

验证工作，涉及 12 个检测项目，其中地基基础类 2 项，见证类 4 项，

专项类 3 项，备案类 3 项。据统计，各设区市累计参加能力验证的检

测机构共 502 家，具备资质单位 445 家，无资质单位 57 家；结果满

意的 406 家，结果可疑的 46 家，结果不满意的 50 家（表 3-10）。 

省质监总站积极加强与各地的交流，安排省级专家现场指导，对

宿迁、苏州、镇江、淮安、盐城、南京等地区能力验证现场督导，并

和部分设区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广泛交流日常管理工作。各设区市开

展了多种形式的检测能力验证工作，镇江、南通等市采取带样品上门

现场考核方式，现场提交能力验证结果；淮安采取远程监控、现场巡

查的考核方式，严格规定能力验证模式，积极引导检测机构加强自身

能力建设；宿迁、常州等地开展能力验证结果分析会，将本次能力结

果中出现的不满意原因及时与检测机构进行沟通交流。 
 
 
 
 
 
 
 
 
 
 
 
 
 
 
 

—42—



表 3-10： 
2016 年全省设区市能力验证情况汇总表 

 

序
号 

地
区 验证项目 

检测机构（家） 最后结果（家）

参加
总人
数 

通知 
文号 

通报 
文号 总

数 
有
资
质 

无
资
质 

满
意 

可
疑 

不
满
意 

1 

南

京 

建筑水电检

测：电线电缆

导体电阻 
25 25 0 23 0 2 25 

宁建质字 
〔2016〕
326 号 

宁建质字

〔2016〕
392 号 

2 
混凝土外加

剂：粉煤灰检

测物理性能 
44 43 1 33 3 8 44 

宁建质字 
〔2016〕
393 号 

宁建质字

〔2016〕
480 号 

3 

无

锡 

水泥物理力

学性能 21 20 1 9 6 6 21 
锡建质安 
〔2016〕

10 号 

锡建质安

〔2016〕
31 号 

4 主体结构现

场检测 16 15 1 13 0 3 16 
锡建质安

〔2016〕
50 号 

5 

徐

州 

室内环境检

测：空气中有

害物质 
9 9 0 8 0 1 9 

徐建发 
〔2016〕

24 号 

徐建通 
〔2016〕5

号 

6 混凝土抗压

强度 19 19 0 16 2 1 19 
徐建发 
〔2016〕

8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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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常

州 

主体结构现

场检测 13 13 0 11 2 0 13 
常质监 

〔2016〕7
号 

常质监 
〔2016〕8

号 

8 地基基础：低

应变检测 14 14 0 10 4 0 14 
常质监 
〔2016〕

11 号 

常建管 
〔2016〕

20 号 

9 
苏

州 

主体结构现

场检测 38 36 2 30 2 6 38 
苏建函质 
〔2016〕

95 号 

苏住建质

〔2016〕
42 号 

10 地基基础：低

应变检测 41 39 2 36 5 0 41 
苏住建质

〔2016〕
42 号 

11 
南

通 

钢结构工程

检测 20 20 0 18 1 1 20 
通建工 
〔2016〕

35 号 

通建工 
〔2016〕

70 号 
12 防水材料：防

水卷材 24 24 0 18 4 2 24 

13 

连

云

港 

混凝土、砂浆

性能 10 10 0 10 0 0 10 
连建质 
〔2016〕
337 号 

连建质 
〔2016〕
427 号 

14 
建筑节能工

程检测：保温

装饰板 
6 6 0 5 0 1 6 

连建质 
〔2016〕
225 号 

连建质 
〔2016〕
323 号 

15 地基基础：高

应变检测 6 6 0 6 0 0 6 
连建质 
〔2016〕
426 号 

连建质 
〔2016〕
476 号 

16 

淮

安 

保温材料 11 11 0 11 0 0 11 
淮建质监 
〔2016〕

31 号 

淮建质监

〔2016〕
40 号 

17 防水片材 12 12 0 12 0 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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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盐

城 
钢筋混凝土

用钢材 23 23 0 14 3 6 23 
盐建建筑

[2016]38
号 

盐建建筑

[2016]46
号 

19 

扬

州 

钢筋混凝土

用钢材 17 17 0 17 0 0 17 
扬建工

[2016]48
号 

扬建工

[2017]4
号 

20 主体结构现

场检测 13 13 0 10 2 1 13 
扬建工

[2016]19
号 

扬建工

[2016]43
号 

21 

镇

江 

混凝土外加

剂 61 11 50 53 5 3 61 
镇检协

[2016]12
号 

镇建质监

〔2016〕
17 号 

22 室内环境检

测：甲醛 5 5 0 4 1 0 5 
镇建质监

〔2016〕2
号 

镇建质监

〔2016〕6
号 

23 
泰

州 

水泥物理力

学性能 18 18 0 10 3 5 18 
泰建工 
〔2016〕

16 号 

泰建工 
〔2016〕

20 号 
24 防水材料 14 14 0 9 1 4 14 

25 

宿

迁 

水泥物理力

学性能 11 11 0 10 1 0 33 
宿建发 
〔2016〕

67 号 

宿建发 
〔2016〕

134 号 

26 钢筋混凝土

用钢材 11 11 0 10 1 0 33 

 合计 502 445 57 406 46 50 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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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省各地区组织的能力验证工作中，南京地区的粉煤灰能力验

证、无锡地区的水泥物理性能能力验证、苏州地区的主体结构现场检

测能力验证、盐城地区的钢筋力学性能能力验证、泰州地区的水泥物

理性能和防水材料能力验证结果不满意率较高，这些检测项目都是各

检测机构的常规业务项目，尤其对于累计两次能力验证不满意的检测

机构，日常工作中应不断加强技术练兵，提高检测技术能力水平。 

常州地区在每次能力验证后由考官对考生在能力验证过程中出

现的错误予以指出并纠正，并由各检测机构派出该项目的技术骨干进

行指导交流，对提高检测机构能力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3.2.3 2016 年度参加省、市级能力验证累计 2 次及以上结果为

不满意检测机构 

2016 年度全省组织了省级和市级共计 29 个项次的能力验证工

作，涉及到 13 个检测项目，在能力验证活动中，大部分检测机构通

过能力验证提高了自身的技术能力，但仍有部分机构技术能力还存在

不足。为了进一步加强全省的检测监督管理，完善和提高各机构的检

测技术水平，2017 年将对 2016 年度能力验证结果为不满意检测机构

加大现场监督检查力度，促进机构检测能力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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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1
 

20
16

年
度

参
加

省
、

市
级

能
力

验
证

累
计

2
次

及
以

上
结

果
为

不
满

意
检

测
机

构
名

单
汇

总
表

 

地
区

 
发

文
单

位
 

累
计

2
次

及
以

上
结

果
为

不
满

意
检

测
机

构
名

单
验

证
项

目
 

南
京

 
南

京
市

城
乡

建
设

委
员

会
 

南
京

创
元

建
安

工
程

检
测

有
限

公
司

 
粉

煤
灰

物
理

性
能

 
全

省
 

江
苏

省
建

设
工

程
质

量
监

督
总

站
 

南
京

创
元

建
安

工
程

检
测

有
限

公
司

 
钢

筋
 

全
省

 
江

苏
省

建
设

工
程

质
量

监
督

总
站

 
南

京
新

华
泰

工
程

质
量

检
测

有
限

公
司

 
钢

筋
 

全
省

 
江

苏
省

建
设

工
程

质
量

监
督

总
站

 
南

京
新

华
泰

工
程

质
量

检
测

有
限

公
司

 
室

内
环

境
 

无
锡

 
无

锡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江

苏
鼎

都
检

测
有

限
公

司
 

水
泥

 
无

锡
 

无
锡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江
苏

鼎
都

检
测

有
限

公
司

 
主

体
结

构
 

全
省

 
江

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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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开展建筑产业现代化工程质量检测工作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

干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发展新型建造方式，大力推广装配式建筑”。

2014 年 10 月，江苏省出台了《省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建筑产业现代化

促进建筑产业转型升级的意见》（苏政发〔2014〕111 号），要求建立

健全建筑产业现代化工程质量监管体系。省质监总站通过培育建筑产

业现代化检测机构、开展建筑产业现代化检测技术研究等措施进一步

提高全省建筑产业现代化工程质量检测水平。 

一是培育建筑产业现代化工程质量检测机构。根据《省政府关于

加快推进建筑产业现代化促进建筑产业转型升级的意见》（苏政发

〔2014〕111 号）文件精神，结合《装配式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

程》（DGJ32/J 184-2016）的颁布，为加快推进全省建筑产业现代化工

程质量检测工作，省质监总站在全省检测行业中确定了一批技术能力

强，信用好，有一定装配式结构工程质量检测技术基础的检测机构进

行推介，拟定了《江苏省建筑产业现代化推介检测机构名录》，后续

将以这批检测机构为依托，进一步在全省开展建筑产业现代化工程质

量检测工作的研究和应用，引进技术设备，组织专家咨询，培训检测

人员，进行试验研究，在培育检测机构基础上总结经验，进一步提高

全省建筑产业现代化工程质量检测工作水平。 

二是开展装配式结构工程质量检测项目研究。为推进建筑产业现

代化检测项目研究工作，省质监总站制定工作方案，明确工作目标，

组建“江苏省建筑产业现代化检测项目研究小组”，按照《装配式结构

工程质量验收规程》（DGJ32/J 184-2016）、《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工程质

量控制要点》等规定和要求，开展相关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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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我省工程质量检测行业 
发展优势及面临的挑战 

 
80 年代以来，我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伴随我国建筑业改革

和建设管理体制的完善，经过 30 多年努力，无论是检测机构规模、

检测能力和检测人员队伍都得到了长足发展，但随着检测市场的逐渐

开放，检测机构的体制、运作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检测行业也面临

着新的挑战。 

4.1 我省检测行业发展优势 

4.1.1 检测行业布局基本完成 

30 多年来，全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工作从无到有，行业规模从

小到大，检测业务种类从单一到多元化，检测队伍日益壮大，检测范

围不断延伸，检测技术迅速发展，综合检测能力大大提高，建设工程

质量检测在工程建设领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目前，全省己有各

类检测机构 357 家，覆盖省市县三级行政区域，质量检测网络基本形

成，为建设工程质量提供了切实有效的保障。 

4.1.2 检测收入增长快速 

随着国家基本建设体制的深化改革，建设工程质量检测工作取得

了飞速的发展，全省的工程质量检测机构得到迅速地发展壮大，同时，

检测机构的检测收入也在稳步增长。在 2012-2014 年间，随着全省建

设量的快速增加，检测收入增幅较大，而在 2015-2016 年全省建设量

明显下降的情况下，检测收入仍有所增加。据统计 2016 年全省检测

收入达到了 365622.8 万元，检测收入的持续增长为保证检测行业引

进人才、设备更新等方面提供了基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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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仪器设备和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逐年增大 

随着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检测机构的综合实力显得尤为重要。

据统计我省 2016 年拥有检测设备总数 104419 台，全省检测机构检测

场所总面积 931932 ㎡。很多检测机构通过扩大检测规模，购置先进

的检测仪器设备，不断地增扩检测场所和改善检测环境，适当投资固

定资产以保持资产增值，多方面的提高综合实力。 

4.1.4 检测业务涉及多个领域 

我省部分检测机构与高校和科研机构共同合作推进我省检测技

术进步，不断研发新检测技术，除了提供建设过程中施工、验收的常

规项目检测以外，将检测服务工作延伸至企业的材料采购和生产过程

质量控制中，业务范围已涉及房屋建筑、市政基础设施、水利、交通

等多个领域，为保障公共质量安全、建立健全质量保障体系和政府监

管提供了技术支撑，为我省建筑行业的快速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 

4.1.5 检测队伍得到充分发展 

（1）检测人员数量不断增加 

近年来，随着工程质量检测在工程建设领域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检测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检测机构的数量和规模越来越大，检测

从业人员的数量也在不断地增加。据统计，截止 2016 年年底我省 357

家检测机构的检测从业人员数达到了 14439 人。 

（2）检测人员素质不断提高 

工程质量检测是保证工程质量的基础和手段，要履行好检测职

责，检测人员不仅要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还要有过硬的业务技术能力。

多年来，我省各级建设主管部门十分重视检测人才队伍的建设，多次

开展检测规范标准和新技术等业务学习活动，不断提高检测人员的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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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技能，目前我省检测技术人员高级职称占比达到 15％、注册人员

达到 5％。 

4.1.6 工程质量检测能力不断提高 

（1）大型检测机构发挥龙头带动作用 

在工程质量检测行业，大型检测机构发挥龙头带动的作用至关重

要。我省一些大型检测机构在人才、项目、科研、国内外业务开展等

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在人才方面，这些机构具有技术水平高、成果

转化和实践经验丰富的人员构成的人才队伍，具有在行业领域内有较

强影响力的领军人才，中级职称以上人员、高学历及注册人员均占较

高比例，并且专业覆盖面广；在国内外业务开展方面，这些机构积极

参与国际相互承认协议的认可机构组织，通过 CNAS 国际互认参数数

量较多，标准除国标外还涉及欧标、美标、澳标等，领域涵盖建设的

各个方面，为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做好了第三方服务；

在项目方面，这些机构的检测项目较为齐全，并配备相应的检测研发

设备和场所，检测设备及环境符合各项检测标准的要求，达到省内领

先，国内一流的技术水平；在科研方面，这些机构具有较强的技术力

量和科研创新能力，多次参与相关标准规范编制，承担各级科技项目

研究和技术攻关工作，尤其是对建筑工业化、绿色建筑、节能减排等

众多新领域新技术，带头不断加大科研开发投入，创新检测核心技术，

在自身做大做强的同时，对我省检测行业的技术进步、产业转型升级

有较强的引导和推动作用，具有明显的典型示范和引领意义。 

（2）检测技术水平不断提升 

我省工程质量检测项目由最初单一的建筑原材料检测，发展到地

基基础、主体结构、钢结构、建设节能、室内环境、门窗、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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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和园林工程等多个检测项目，形成对整个建设过程的全过程检

测。目前我省开展的检测项目 144 个、参数 682 个，这些项目和参数

的设置较好地满足了工程建设的实际需求。同时，检测技术手段也不

断丰富，通过采用钢筋扫描仪、数字显示式回弹仪、激光定位仪等先

进的仪器设备进行多视角、多领域的质量检测，工程质量检测的手段

更为丰富，工程质量得到了有效的保障。 

4.2 我省检测行业存在问题和面临的挑战 

近年来，随着检测市场的逐渐开放，检测机构的体制、运作方式

发生了很大变化，工程质量检测工作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面

临着新形势、新情况和新问题。 

4.2.1 工程质量检测监管法律法规有待进一步完善 

工程质量检测机构作为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中介服务机构，应对

检测结果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目前在法律和行政法规层面，除了

建设部颁布的《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外，对检测机构及检测

人员的资质(资格)、质量行为和违规责任进行规范约束的规定相对较

少，工程质量检测监管法律法规有待进一步完善。 

4.2.2 检测机构管理模式有待改进，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 

从检测机构现状来看，部分中小型检测机构在检测工作管理方面

缺少科学的、系统的内部管理体系和经验，无论在技术水平、资金实

力，还是在人员配置、设备投入等方面均有所欠缺，机构的技术储备

和研发能力不足，检测机构自主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强，服

务能力不能满足市场发展的要求，影响了检测行业整体水平的提高。 

4.2.3 检测技术人才存在断层现象 

通过对省级、市县级检测专业人员构成比例的对比发现高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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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称和专业性强的检测人员基本分布在省、市级检测机构，其他检

测机构专业技术人员匮乏，全省检测机构从业人员 45 岁以上人员占

比约 40%，使得在我省检测行业人才存在断层现象。 

4.2.4 检测机构检测行为还存在不规范现象 

近年来，随着工程质量检测在工程建设领域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检测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有的在低价竞争情况下，不讲诚信、弄

虚作假；有的内部管理不规范，管理制度不健全；有的存在挂靠检测；

有的检测人员检测行为不规范，不按标准规范的要求开展检测工作，

影响了工程质量。 

4.2.5 经济下行压力带来检测行业竞争更加激烈 

2014 年全省受监项目数为 109440 项，受监工程总建筑面积为

118591 万㎡。2015 年全省受监项目数为 84860 项，受监工程总建筑

面积为 88307 万㎡，较 2014 年项目数下降近 22%，建筑面积下降近

26%。2016 年全省受监项目数为 79783 项，受监工程总建筑面积为

81943 万㎡，较 2014 年项目数下降近 27%，建筑面积下降近 31%，

新开工工程项目数量的大幅度减少使得数量逐年增长的检测机构面

临的市场竞争更加激烈。 

4.3 我省检测行业监管主要措施 

在新形势下，我们不断加大监管力度，采取监督检查、能力验证、

远程监控等一系列措施，进一步加强了工程质量检测监管工作，促进

全省工程质量检测行业规范健康有序发展。 

4.3.1 完善法规制度 

法规制度的完善是工程质量检测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为了推动我省工程质量检测行业发展，我们完善了相关法规制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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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根据建设部第 141 号令和我省的检测工作实际，我们制定出台了

《江苏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实施细则》（苏建法[2006]97 号），加

强本省的工程质量检测管理。二是在全国率先制定了江苏省地方标准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规程》（DGJ32/J21-2009），进一步提高我省建设

工程质量检测水平，规范工程质量检测工作，加强工程质量检测工作

监管，促进检测行业健康稳定发展。三是为了应对我省工程质量检测

面临的形势和解决检测工作实践中遇到的问题，进一步规范检测工

作，我们在向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征求意见之后，出台了《省住房

城乡建设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我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工作的通知》

（苏建函质〔2015〕518 号）管理性文件，该文件主要对检测机构异

地检测管理、现场见证取样和原材料抽样送检工作、检测人员继续教

育、机构和人员信用管理四方面提出明确要求。这一系列规范性文件

及地方标准的出台，促进了我省检测行业规范有序的发展。 

4.3.2 加大事中事后监管力度 

为了规范检测市场行为，加强检测市场监管，我们采取了行之有效

的市场监管方法。一是采取专项检查和不定期抽查相结合的方式，加强

对全省检测工作行为的监管。监督检查工作深入工程现场，重点检查工

程现场见证取样环节和现场实体检测行为。二是结合日常远程监控，重

点对检测机构管理薄弱环节进行检查。通过监督检查加大了对检测机构

和检测人员的行为监管力度，对存在失信行为的检测机构和检测人员进

行全省通报和约谈，并记入不良记录，严厉打击了检测市场弄虚作假等

失信行为。同时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也采取多种措施做好检测监管工

作，各地结合地方工作实际多措并举，推进监督检查多层次、多形式、

全覆盖，既纠正了检测机构和检测人员的不规范行为，又严厉打击了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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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市场弄虚作假行为，新的监督检查体系成效显著。 

4.3.3 加强检测机构和人员能力监督 

开展能力验证活动是检验检测机构能力和提升全省检测水平的

有效手段。我们通过制定《关于开展全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能力验证

工作的通知》相关文件，明确能力验证工作组织、验证对象、验证项

目和工作要求，组织专家组对能力验证方案以及整个流程进行分析和

探讨，有计划的引导全省检测机构做好自身能力建设工作。通过能力

验证比对，对检测机构、检测人员、检测设备、现场实际操作能力进

行检验，有效加强了对检测机构的监管力度和深度。各设区市建设主

管部门积极组织开展本地区检测能力验证工作，有效推动了地区检测

能力整体水平的提升。 

4.3.4 创新监管方式，建立建设工程质量检测计划方案综合报告

制度 

为了践行工程质量检测监管工作改革，创新检测工作监管方法和

措施，建立建设工程质量检测计划方案综合报告制度。在单位工程开

工前，建设单位与检测机构签订合同后，建设单位组织编制《建设工

程质量检测计划》，内容包括检测项目参数、试样规格、代表批量、

施工部位、计划检测时间等。检测机构应根据建设单位提供《建设工

程质量检测计划》和工程变更情况以及国家和地方标准规范要求，编

制《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方案》，检测机构在工程桩基（地基处理）子

分部、主体结构分部、单位（子单位）工程竣工验收前，对检测工作

开展情况、管理情况以及承担的所有检测项目检测工作成果、本工程

不合格情况统计、分析和总结，编制形成《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综合报

告》，制度的实施将有效提高检测机构工作质量、管理水平和服务意

识，强化建设单位和检测机构质量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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