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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风险控制是工程质量保险中的核心环节，对于提高工程质

量、降低工程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01
随着我国工程建设的快速发展，工程质量问题日益突出，建立

工程质量保险制度势在必行。

02
工程质量保险能够有效转移和分散工程风险，保障工程建设各

方的利益。

背景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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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工程质量保险制度
已经比较成熟，形成了
较为完善的技术风险控

制体系。

国内工程质量保险制度
尚处于起步阶段，技术
风险控制体制机制尚不

完善。

未来，随着我国工程质
量保险制度的不断发展
和完善，技术风险控制
体制机制也将逐步健全

。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本文将从工程质量保险制度的角度出发，探讨技术风

险控制体制机制的建立与完善。具体包括：分析工程

质量保险中的技术风险类型及成因；研究国内外技术

风险控制体制机制的现状及经验；提出建立我国工程

质量保险中技术风险控制体制机制的对策和建议。

研究内容

本文将采用文献研究、案例分析、比较研究等方法，

对工程质量保险中的技术风险控制体制机制进行深入

探讨。其中，文献研究将重点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

果和经验；案例分析将选取典型工程案例进行深入剖

析；比较研究将对国内外技术风险控制体制机制进行

对比分析，以期为我国工程质量保险中技术风险控制

体制机制的建立与完善提供借鉴和参考。

研究方法

研究内容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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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质量保险概述



工程质量保险定义及作用

定义

工程质量保险是指由保险公司对工程

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因自然灾害、意外

事故或质量问题所造成的损失进行赔

偿的一种保险。

作用

工程质量保险能够转移工程质量风险，

保障工程建设各方的利益，促进工程

质量的提高，推动建筑行业的健康发

展。



根据保险责任和保障范围的不同，工程质量保险可分为建筑工程质量保险、安装工程质量保险、装修工程质量保

险等。

类型

工程质量保险具有风险性、技术性、长期性等特点。其中，风险性是指工程质量问题可能带来的损失具有不确定

性；技术性是指对工程质量问题的鉴定和评估需要专业的技术支持；长期性是指工程质量保险的保障期限通常较

长，甚至可达数十年。

特点

工程质量保险类型与特点



目前，我国工程质量保险市场已经初步形成，但市场规模相

对较小，保险公司的参与程度不高，市场竞争不充分。

现状

工程质量保险市场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法律法规不完善、缺

乏统一的风险评估标准、保险费率厘定不合理、索赔程序复

杂等。这些问题制约了工程质量保险市场的健康发展，影响

了其风险保障作用的发挥。

问题

工程质量保险市场现状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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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风险控制体制机制现状分析



技术风险控制体制机制概念及作用

技术风险控制体制机制是指通过一系

列制度、措施和方法，对工程技术风

险进行识别、评估、监控和应对，以

保障工程质量和安全。

其作用在于降低工程质量风险，提高

工程质量水平，保护消费者权益，促

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



国外技术风险控制体制机制
发达国家在工程质量保险领域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技术风险控制体制机制，包括风险评估、保险费率

厘定、承保机构选择、风险监控和应对等方面。

国内技术风险控制体制机制
我国工程质量保险起步较晚，技术风险控制体制机制尚不完善，存在风险评估不准确、保险费率厘定

不合理、承保机构选择不规范、风险监控和应对不到位等问题。

国内外技术风险控制体制机制比较



我国技术风险控制体制机制存在问题

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

缺乏专门针对工程质量保险的法律法规，导致技术风险控制缺乏法律
依据和保障。

风险评估和保险费率厘定不准确

由于缺乏科学的风险评估和保险费率厘定方法，导致保险费用与风险
水平不匹配，影响保险公司的承保意愿和消费者的投保积极性。

承保机构选择不规范

部分承保机构缺乏专业技术和经验，难以有效识别和控制工程质量风
险，影响保险市场的健康发展。

风险监控和应对不到位

在工程实施过程中，对技术风险的监控和应对不到位，导致工程质量
问题得不到及时发现和处理，给消费者带来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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