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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8_A9_E5_B7_A5_E7_c54_621310.htm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水利工程质量管理，规范水利工程质量事故处理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

行各类水利工程的质量事故处理时，必须遵守本规定。 本规

定所称工程质量事故是指在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由于建设

管理、监理、勘测、设计、咨询、施工、材料、设备等原因

造成工程质量不符合规程规范和合同规定的质量标准，影响

使用寿命和对工程安全运行造成隐患和危害的事件。 第三条 

水利工程质量事故处理，除执行本规定外，还应执行国家有

关规定。因质量事故造成人身作伤亡的，还应遵从国家和水

利部伤亡事故处理的有关规定。 第四条 发生质量事故，必须

坚持“事故原因不查清楚不放过、主要事故责任者和职工未

受到教育不放过、补救和防范措施不落实不放过”的原则，

认真调查事故原因，研究处理措施，查明事故责任，做好事

故处理工作。 第五条 水利工程质量事故处理实行分级管理的

制度。 水利部负责全国水利工程质量事故处理管理工作，并

负责部属重点工程质量事故处理工作。 各流域机构负责本流

域水利工程质量事故处理管理工作，并负责本流域中央投资

为主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界及国际边界河流上的水利

工程质量事故处理工作。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水利（水电

）厅（局）负责本辖区水利工程质量事故处理管理工作和所

属水利工程质量事故处理工作。 第六条 工程建设中未执行国



家和水利部有关建设程序、质量管理、技术标准的有关规定

，或违反国家和水利部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建设

监理和合同管理制及其它有关规定而发生质量事故的，对有

关单位或个人从严从重处罚。 第二章 事故分类 第七条 工程

质量事故按直接经济损失的大小，检查、处理事故对工期的

影响时间长短和对工程正常使用的影响，分为一般质量事故

、较大质量事故、重大质量事故、特大质量事故。 第八条 一

般质量事故指对工程造成一定经济损失，经处理后不影响正

常使用并不影响使用寿命的事故。 较大质量事故是指对工程

造成较大经济损失或延误较短工期，经处理后不影响正常使

用但对工程寿命有一定影响的事故。 重大质量事故是指对工

程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或较长时间延误工期，经处理后不影响

正常使用但对工程寿命有较大影响的事故。 特大质量事故是

指对工程造成特大经济损失或长时间延误工期，经处理后仍

对正常使用和工程寿命造成较大影响的事故。 水利工程质量

事故分类标准见附录。 第九条 发生质量事故后，项目法人必

须将事故的简要情况向项目主管部门报告。项目主管部门接

事故报告后，按照管理权限向上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一

般质量事故向项目主管部门报告。 较大质量事故逐级向省级

水行政主管部门或流域机构报告。 重大质量事故逐级向省级

水行政主管部门或流域机构报告并抄报水利部。 特大质量事

故逐级向水利部和有关部门报告。 第十条 事故发生后，事故

单位要严格保护现场，采取有效措施抢救人员和财产，防止

事故扩大。因抢救人员、疏导交通等原因需移动现场物件时

，应当作出标志、绘制现场简图并作出书面记录，妥善保管

现场重要痕迹、物证，并进行拍照或录像。 第十一条 发生（



发现）较大、重大和特大质量事故，事故单位要在48小时内

向第九条所规定单位写出书面报告；空发性事故，事故单位

要在4小时内电话向上述单位报告。 第十二条 事故报告应当

包括以下内容： （一） 工程名称、建设规模、建设地点、工

期，项目法人、主管部门及负责人电话； （二） 事故发生的

时间、地点、工程部位以及相应的参建单位名称； （三） 事

故发生的简要经过、伤亡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的初步估计； 

（四） 事故发生原因初步分析； （五） 事故发生后采取的措

施及事故控制情况； （六） 事故报告单位、负责人及联系方

式。 第十三条 有关单位接到事故报告后，必须采取有效措施

，防止事故扩大，并立即按照管理权限向上级部门报告或组

织事故调查。 第四章 事故调查 第十四条 发生质量事故，要

按照第十五、十六、十七、十八条规定的管理权限组织调查

组进行调查，查明事故原因，提出处理意见，提交事故调查

报告。事故调查组成员由主管部门根据需要确定并实行回避

制度。 第十五条 一般事故由项目法人组织设计、施工、监理

等单位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报项目主管部门核备。 第十六条 

较大质量事故由项目主管部站组织调查组进行调查，调查结

果报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并报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核备。 第十

七条 重大质量事故由省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调查组进

行调查，调查结果报水利部核备。 第十八条 特大质量事故由

水利部组织调查。 第十九条 事故调查组的主要任务： （一）

查明事故发生的原因、过程、财产损失情况和对后续工程的

影响； （二） 组织专家进行技术鉴定； （三） 查明事故的

责任单位和主要责任者应负的责任； （四） 提出工程处理和

采取措施的建议； （五） 提出对责任单位和责任者的处理建



议； （六） 提交事故调查报告。 第二十条 调查组有权向事

故单位、各有关单位和人了解事故的有关情况。有关单位和

个人必须实事求是地提供有关文件或材料，不得以任何方式

阻碍或干扰调查组正常工作。 第二十一条 事故调查组提交的

调查报告经主持单位同意后，调查工作即告结束。 第二十二

条 事故调查费用暂由项目法人垫付，待查清责任后，由责任

方负担。 第五章 工程处理 第二十三条 发生质量事故，必须

针对事故原因提出工程处理方案，经有关单位审定后实施。 

第二十四条 一般事故，由项目法人负责组织有关单位制定处

理方案并实施，报上级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五条 较大质量

事故，由项目法人负责组织有关单位制定处理方案，经上级

主管部门审定后实施，报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或流域机构备

案。 第二十六条 重大质量事故，由项目法人负责组织有关单

位提出处理方案，征得事故调查组意见后，报省级水行政主

管部门或流域机构审定后实施。 第二十七条 特大质量事故，

由项目法人负责组织有关单位提出处理方案，征得事故调查

组意见后，报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或流域机构审定后实施，

并报水利部备案。 第二十八条 事故处理需要进行设计变更的

，需原设计单位或有资质的单位提出设计变更方案。需要进

行重大设计变更的，必须经原设计审批部门审定后实施。 第

二十九条 事故部位处理完成后，必须按照管理权限经过质量

评定与验收后，方可投入使用或进入下一阶段施工。 第六章 

事故处罚 第三十条 对工程事故责任人和单位需进行行政处罚

的，由县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或经授权的流域机构按照第五

条规定的权限和《水行政处罚实施办法》进行处罚。特大质

量事故和降低或吊销有关设计、施工、监理、咨询等单位资



质的处罚，由水利部或水利部会同有关部门进行处罚。 第三

十一条 由于项目法人责任酿成质量事故，令其立即整改；造

成较大以上质量事故的，进行通报批评、调整项目法人；对

有关责任人处以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

处理。 第三十二条 由于监理单位责任造成质量事故，令其立

即整改并可处以罚款；造成较大以上质量事故的，处以罚款

、通报批评、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直至吊销水利工程

监理资质证书；对主要责任人处以行政处分、取消监理从业

资格、收缴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监理岗位证书；构成犯罪

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三十三条 由于咨询、勘测、

设计单位责任造成质量事故，令其立即整改并可处以罚款；

造成较大以上质量事故的，处以通报批评、停业整顿、降低

资质等级、吊销水利工程勘测、设计资格；对主要责任人处

以行政处分、取消水利工程勘测、设计执业资格；构成犯罪

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三十四条 由于施工单位责任

造成质量事故，令其立即自筹资金进行事故处理，并处以罚

款；造成较大以上质量事故的，处以通报批评、停业整顿、

降低资质等级、直至吊销资质证书；对主要责任人处以行政

处分、取消水利工程施工执业资格；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

机关依法处理。 第三十五条 由于设备、原材料等供应单位责

任造成质量事故，对其进行通报批评、罚款；构成犯罪的，

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三十六条 对监督不到位或只收费

不监督的质量监督单位处以通报批评、限期整顿、重新组建

质量监督机构；对有关责任人处以行政处分、取消质量监督

资格；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三十七条对

隐情不报或阻碍调查组进行调查工作的单位或个人，由主管



部门视情节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

理。 第三十八条 对不按本规定进行事故的报告、调查和处理

而造成事故进一步扩大或贻误处理时机的单位和个人，由上

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给予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追究其责任

人的责任；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三十九

条 因设备质量引发的质量事故，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

质量法》的规定进行处理。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条 本规定由

水利部负责解释。 第四十一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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