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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C_BA_E4_BC_81_E4_c56_89013.htm 企业安全生产许可制

度的实施，对于强化建筑施工安全生产，优化建筑市场资源

配置，推动建筑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企

业安全生产许可制度已成为从源头上防止和减少事故发生的

重要手段和有效措施。为进一步促进企业安全生产许可工作

的开展，建设部下发了《关于开展全国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

产许可工作专项检查的通知》，决定于今年三、四月份在全

国分两批开展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专项督察活动。日前，记

者就此采访了建设部安全生产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建设部总

工程师王铁宏同志。 记者：自企业安全生产许可制度实施以

来，对加强建筑安全生产工作起到了哪些作用？ 王铁宏

：2004年1月《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颁布后，建设部于当

年7月颁发了《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管理规定》，建

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制度正式实施，而后又陆续制定

了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全国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严格按照

上述规定的审批条件和程序，认真开展本地区施工企业安全

生产许可证的审批颁发工作，大多数施工企业取得了安全生

产许可证。据最新数据统计，截至目前，除部分劳务分包企

业以及预拌商品混凝土专业和混凝土预制构件专业承包企业

外，全国已有63932家建筑施工企业申领了安全生产许可证，

占应取证企业总数的72.78%。 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

制度实施一年多来，强化了建筑施工企业安全意识，提高了

建筑安全生产管理水平，同时淘汰了一批不具备安全生产条



件的施工企业，净化了建筑市场，促进了全国建筑施工安全

生产形势的稳定和好转。据初步统计，2005年全国共发生房

屋建筑和市政工程建筑施工事故1010起，死亡1195人，分别

比2004年下降11.71%和9.74%，已连续两年持续下降。 记者：

为什么开展安全生产许可工作专项督察工作？此次督察重点

是什么？ 王铁宏：据初步统计，全国各地未申请安全生产许

可证的建筑施工企业目前还有两万余家，约占企业总数的四

分之一左右。经过分析，这部分企业主要集中在专业承包企

业，特别是低等级资质的专业承包企业。据近期调研情况看

，未申请安全生产许可证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部分施工总

承包企业安全法制意识较差，发包专业承包企业时，没有认

真审核其是否具备安全生产许可证，违法分包，使部分专业

承包企业申领安全生产许可证的迫切性不强。二是部分低等

级资质施工总承包企业，因自身安全生产条件较差等原因，

自知达不到许可条件，故不去主动申请安全生产许可证。三

是部分施工企业早已没有施工任务，已经不再从事建筑施工

活动，因而不再去申领安全生产许可证。但由于年检取消后

，政府监管部门尚缺乏完善的动态监管方法，不能及时掌握

这些企业的情况。 为认真贯彻全国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和《安

全生产许可证条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认真抓好今冬明

春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国办发明电〔2005〕32号）精神

，检查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落实《关于严格实施建筑施工

企业安全生产许可制度的通知》（建质电[2005]46号）和《关

于严格实施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制度的若干补充规

定》（建质[2006]18号）等规范性文件的情况，建设部决定会

同有关部门开展全国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工作专项检



查。 检察分为安全生产许可证制度执行管理情况和施工总承

包企业依法分包情况两大方面。 督查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

理情况的重点，一是2005年7月14日以后，各地施工许可证颁

发机关是否存在向承建施工企业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工

程项目颁发施工许可证；二是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施工

总承包企业是否仍在本地区从事施工活动；三是省级建设行

政主管部门是否已按照建设部办公厅《关于请报送未取得安

全生产许可证建筑施工企业名单的通知》（建办质

函[2005]783号）的文件，将本地区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

施工总承包和专业承包企业取证情况在本机关政府网站进行

公示。 督察施工总承包企业依法分包情况的重点，一是施工

总承包企业是否按规定将工程分包给具备安全生产许可证的

专业承包企业，是否存在专业承包企业无安全生产许可证施

工情况；二是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认真抓好今冬明春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要求，对未申请

安全生产许可证的施工总承包和专业承包企业进行处理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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