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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部关于进一步开展建筑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实施意见 

 
(建质[2008]47号) 

各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建委，江苏省、山东省建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中央管理的

建筑企业：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进一步加强建筑安全生产工作，最大限度地减少建筑施工安全

生产事故。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通知》（国办发明电

[2008]15号）要求，为做好建筑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现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工作目标 

  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工作方针，在2007年开展的

建筑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的基础上，通过全面排查治理各类隐患，狠抓隐患整改工作，推动安

全生产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的落实，建立健全隐患排查治理长效机制，提高建筑安全管理水平，有效

防范和遏制建筑安全生产事故，为促进建筑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奠定坚实基础。 

  二、范围、内容和方式 

  （一）排查治理范围：城乡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二）排查治理内容：在2007年开展的预防各类坍塌和高处坠落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的基础

上，继续全面开展建筑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具体包括： 

  1、建筑施工安全法规、标准规范和规章制度的贯彻执行； 

  2、建设工程各方主体特别是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和工程监理单位的安全生产责任制建立和落实； 

  3、安全生产费用的提取和使用； 

  4、危险性较大工程安全方案的制定、论证和执行落实； 

  5、安全教育培训，特别是“三类人员”、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和生产一线职工（包括农民工）

的教育培训； 

  6、应急救援预案的制定、演练及有关物资、设备配备和维护； 

  7、建筑施工企业、项目和班组的安全检查和整改落实； 



  8、事故报告和处理，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追究和处理等。 

  （三）排查治理方式：建筑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要做到“三个结合”： 

  1、坚持把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与建筑安全治理重点结合起来，解决影响建筑安全生产的突出矛盾和

问题； 

  2、坚持与日常建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结合起来，严格建筑安全生产许可，加大监督检查力度； 

  3、坚持与加强建筑企业安全管理和技术进步结合起来，提高建筑施工安全质量标准化管理水平，

加大安全投入，推进安全技术改造，夯实安全管理基础。 

  三、治理重点 

  以防范脚手架、建筑起重机械事故和规范安全防护用品的使用为重点，主要内容为： 

  （一）脚手架工程的搭设方案的编制、审批、交底、验收及使用等情况；模板支撑系统的施工方

案的编制、审批、专家论证、交底、验收等情况； 

  （二）建筑起重机械的备案登记、安装、拆卸、检测、验收、使用、维修保养等情况； 

  （三）安全帽、安全带和安全网等安全防护用品的采购、查验、使用情况。 

  依据《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166号）、《危险性较大工程安全专项施工

方案编制及专家论证审查办法》（建质[2004]213号）、《建筑施工个人劳动保护用品使用管理暂行规

定》（建质[2007]255号）和《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99）等相关法规和技术标准进行检查

和整改。 

  四、重点时段 

  第一时段（2008年2月至4月）：要围绕确保全国“两会”期间建筑安全生产，做好隐患排查治理

和监督检查工作。各地建设主管部门及中央管理的建筑企业要结合本地区、本企业建筑安全生产的特

点，研究制定隐患排查治理的具体实施方案，并做好部署和落实工作。 

  第二时段（5月至9月）：要围绕汛期安全和北京“奥运会”安全，做好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建筑

企业要认真开展自查自纠工作，在6月份的“安全生产月”活动中，要集中组织好宣传教育活动，突出

“隐患治理，防范事故”的主题，开展多种形式的安全培训教育和自查整改工作。各地区建设主管部

门及中央管理的建筑企业要加强监督和指导。 

  第三时段（10月至12月）：要针对第四季度赶工期、抢任务现象增多和进入冬季的建筑施工特

点，深入推进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积极防范遏制建筑安全生产事故。要在企业自查的基础上，对辖区

内重点地区（城市）或直属企业、重点工程组织开展督查、抽查。对发现的突出问题和重大事故隐患

要及时消除、处理。 

  11月下旬，各地建设主管部门及中央管理的建筑企业要对本地区、本企业开展建筑安全生产隐患

排查治理工作进行全面总结，形成总结报告，报建设部工程质量安全监督与行业发展司。 

  五、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各级建设主管部门要深刻认识做好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对保障全国

“两会”、北京“奥运会”等活动的重要意义，从思想和行动上高度重视起来，要结合本地实际，加

强领导，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制定具体实施方案，明确工作目标，切实把工作做深、做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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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制定措施，落实责任。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各有关单位主要负责人要切实履行安全生

产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将工作方案部署和落实到实处，确保责任到位、工作到位。对逾期不整改或整

改不合格的，要果断采取处罚措施。对由于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不认真疏漏重大安全隐患造成严重后果

的，要依法严肃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三）加强沟通，形成合力。各地建设主管部门要在当地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加强与有关部门的

沟通与配合，共同做好安全生产监管工作，及时消除隐患。注意发挥专家、学者等专业人士的作用，

充分利用社会资源，积极防范和遏制各类事故发生。 

  （四）完善制度，巩固成果。各地建设主管部门要通过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积极探索建立隐

患排查治理工作长效机制。建筑企业和有关单位对隐患排查治理工作，要坚持进行回头看，反复抓，

抓反复，使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制度化、经常化，巩固治理成果。 

  （五）突出重点，强化监督。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对重点地区、重点企业、重点部位和

重点环节的监督检查。督促和引导企业将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与日常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相结合，发现问

题及时下达整改通知，对重大隐患要实行挂牌督办、跟踪治理。要坚持抓典型，用典型经验指导工

作，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等各种媒体广泛进行安全生产宣传。要建立隐患举报奖励制度，

强化舆论和群众监督。 

  （六）建立完善信息报送制度。各地建设主管部门和有关单位要建立隐患排查治理信息报送制

度，按时报送有关信息、数据和资料，以利于了解和掌握隐患排查治理活动的进展情况，分析和掌握

形势，指导和推动建筑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开展。 

  为了更好地督促指导各地做好建筑安全生产监管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在各地开展监督检查的基

础上，建设部将组织开展全国建筑安全监督检查。监督检查的具体时间，将另行通知。 

  请省级建设主管部门及中央管理的建筑企业，明确1名同志作为建筑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暨

全国建筑安全监督检查工作的联络员（建筑安全联络员可兼任）。于2008年3月6日前将联络员的姓

名、职务和联系方式等报建设部工程质量安全监督与行业发展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二○○八年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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