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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安全生产监管，完善管理制度，规范监管行为，提

高工作效率，依据《建筑法》、《安全生产法》、《建设工

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等有关法

律、法规，制定本导则。 1.2 本导则适用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建筑工程新建、改建、扩建、拆除和装

饰装修工程等实施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1.3 本导则所称建筑

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是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法律、

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对建筑工程安全生产实施监督

管理，督促各方主体履行相应安全生产责任，以控制和减少

建筑施工事故发生，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公众利益

的行为。 1.4 建筑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坚持“以人为本”理

念，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依靠科学管理和

技术进步，遵循属地管理和层级监督相结合、监督安全保证

体系运行与监督工程实体防护相结合、全面要求与重点监管

相结合、监督执法与服务指导相结合的原则。2、建筑工程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制度 2.1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照有关法律

法规，针对有关责任主体和工程项目，健全完善以下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制度： 2.1.1 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制度。

2.1.2 建筑施工企业“三类人员”安全生产任职考核制度。

2.1.3 建筑工程安全施工措施备案制度。 2.2.4 建筑工程开工安

全条件审查制度。 2.1.5 施工现场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制度

。 2.1.6 施工起重机械使用登记制度。 2.1.7 建筑工程生产安全



事故应急救援制度。 2.1.8 危及施工安全的工艺、设备、材料

淘汰制度。 2.1.9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有关制度。 2.2 各地区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结合实际，在本级机关建立以下安全生

产工作制度： 2.2.1 建筑工程安全生产形势分析制度。定期对

本行政区域内建筑工程安全生产状况进行多角度、全方位分

析，找出事故多发类型、原因和安全生产管理薄弱环节，制

定相应措施，并发布建筑工程安全生产形势分析报告。 2.2.2 

建筑工程安全生产联络员制度。在本行政区域内各市、县及

有关企业中设置安全生产联络员，定期召开会议，加强工作

信息动态交流，研究控制事故的对策、措施，部署和安排重

大工作。 2.2.3 建筑工程安全生产预警提示制度。在重大节日

、重要会议、特殊季节、恶劣天气到来和施工高峰期之前，

认真分析和查找本行政区域建筑工程安全生产薄弱环节，深

刻吸取以往年度同时期曾发生事故的教训，有针对性地提早

作出符合实际的安全生产工作部署。 2.2.4 建筑工程重大危险

源公示和跟踪整改制度。开展本行政区域建筑工程重大危险

源的普查登记工作，掌握重大危险源的数量和分布状况，经

常性的向社会公布建筑工程重大危险源名录、整改措施及治

理情况。 2.2.5 建筑工程安全生产监管责任层级监督与重点地

区监督检查制度。监督检查下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安全生产

责任制的建立和落实情况、贯彻执行安全生产法规政策和制

定各项监管措施情况；根据安全生产形势分析，结合重大事

故暴露出的问题及在专项整治、监管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确定重点监督检查地区。 2.2.6 建筑工程安全重特大事故约

谈制度。上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领导要与事故发生地建设行

政主管部门负责人约见谈话，分析事故原因和安全生产形势



，研究工作措施。事故发生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人要与

发生事故工程的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等有关责任主体的负责

人进行约谈告诫，并将约谈告诫记录向社会公示。 2.2.7 建筑

工程安全生产监督执法人员培训考核制度。对建筑工程安全

生产监督执法人员定期进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标准、规

范的培训，并进行考核，考核合格的方可上岗。2.2.8 建筑工

程安全监督管理档案评查制度。对建筑工程安全生产的监督

检查、行政处罚、事故处理等行政执法文书、记录、证据材

料等立卷归档。 2.2.9 建筑工程安全生产信用监督和失信惩戒

制度。将建筑工程安全生产各方责任主体和从业人员安全生

产不良行为记录在案，并利用网络、媒体等向全社会公示，

加大安全生产社会监督力度。 2.3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结合本

部门、本地区工作实际，不断创新安全监管机制，健全监管

制度，改进监管方式，提高监管水平。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