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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云南省贯彻落实《城市地下管线工程档案管

理办法》等有关情况的通报 

 
(建办档函[2008]297号) 

各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建委（规划委、规划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 

  2008年5月13日至15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组织检查组，对云南省贯彻落实《城市地下管线

工程档案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136号，以下简称《办法》）进行了检查，并对中小城市城建档案工

作开展情况进行了调研。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云南的主要做法和经验 

  （一）加强法规制度建设，将地下管线告知、验收、移交等制度纳入行政管理环节 

  为了加强地下管线工程档案的收集，云南在全省范围内实行了“两书一证制度”（即建设工程在

办理规划、施工许可证前，要与城建档案馆签订“工程档案移交保证书”；竣工验收前，城建档案馆

要对工程档案进行预验收，并颁发“工程档案验收意见书”；档案移交后，由城建档案部门出具省建

设厅统一印制的“云南省建设工程档案合格证”；档案合格证是办理工程备案和房屋产权证的依

据）。昆明市政府办公室2008年3月印发了《关于加强主城区地下管线工程规划审批和批后管理的通

知》，要求进一步加强地下管线工程审批、竣工验收和档案汇交管理工作；昆明市规划局2006年制定

了《昆明市综合管网竣工测绘档案技术规定》；楚雄州将出台《城市地下管线工程档案管理细则》，

已上报州法制局立项。这些法规制度的颁布实施，为依法接收地下管线工程档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加强住宅小区（工业厂区）地下管线档案的收集，建立完整、系统的小区综合管线信息 

  为了管好住宅小区（工业厂区）地下管线档案，昆明市城建档案馆设立了市政工程档案管理科，

配备了业务熟练、经验丰富的专业技术人员，对全市范围内地下管线档案，尤其是住宅小区（工业厂

区）地下管线档案进行跟踪管理。工程开工前，城建档案馆即明确告知建设单位要对小区地下管线进

行竣工测量，并明确要求向城建档案馆移交小区地下管线档案。管线覆土前，及时督促建设单位委托

具有测量资质的单位依照统一的测绘软件及技术标准进行跟踪测量。工程竣工后，由城建档案馆、测

绘单位及产权单位一起进行验收，验收通过后，城建档案馆及时将竣工测量资料接收进馆。 

  昆明市城建档案馆结合本市实际，研究开发了地下管线档案信息管理软件，将所有小区地下管线

数据输入计算机管理系统，并及时补充新建小区的地下管线档案资料，建立了全市完整、系统的小区

地下管线档案信息管理系统。 

  经过多年的努力，昆明市城建档案馆形成了收集、接收小区管线档案的畅通渠道，建立了全市小

区地下管线档案信息系统，使小区地下管线档案工作走上了规范化管理的轨道。 



  （三）全面开展地下管线普查，建立地下管线档案信息动态管理系统 

  昆明市政府2007年安排了3000万元专项经费，对主城区250平方公里内的地下管线进行普查探测工

作。目前已基本完成排水管线的普查工作，整个普查探测和建档工作预计到明年底完成。为进一步加

强地下管线信息的数字化管理，结合全市地下管线普查探测，昆明市规划局已开展地下管线管理信息

系统的建设工作，系统开发工作已进入第一阶段。系统建设将以规划局、探测办、城建档案馆、各产

权单位为子系统，建立全市的地下管线信息动态管理网络。 

  个旧市为了摸清地下管网情况，从1999年7月开始，到2001年6月，历时三年，完成了全市地下管

线的普查探测工作，并由城建档案馆建立了地下管线信息综合管理系统。同时，在全市建立了各部门

密切配合、资源共享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把地下管线工程档案的移交与报送纳入了工程规划、建

设和管理审批程序，城建档案馆统一接收和集中管理规划区内的地下管线工程档案。目前，城市地下

管线档案信息系统正在向数字化、信息化方向发展，以实现对地下管线信息的动态管理和综合查询服

务。 

  （四）中小城市城建档案工作机构建设成效显著，村镇建设档案工作取得进展 

  为加强管理中小城市规划、建设过程中形成的档案资料，云南省各地规划建设管理部门不断建立

健全城建档案工作机构，大力推进中小城市城建档案工作。《云南省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省政

府令第96号）明确规定：省内设市城市、历史文化名城和有条件的县城，都应成立城建档案馆

（室），暂不具备条件的县城及其他建制镇，应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确定专人管理城建档案。云南省

现有16个地级市（自治州），129个县（市、区），目前已有80个市县建立了城建档案馆（室）。一些

地级市（州）狠抓所属市县城建档案工作机构建设，建立健全城建档案工作网络，工作成效显著。如

曲靖市下辖9个市县均建立了城建档案馆（室），其中6个市县建立了城建档案馆，3个市县建立了城建

档案室，全市每年召开一次城建档案工作会议，举办若干次各种形式的培训班。经过多年的努力，曲

靖市建立了一个以市城建档案馆为中心，以建设系统专业管理部门、下属各市县城建档案馆（室）和

建设、勘察、设计、监理、施工等单位为基础的城建档案管理网络，为全市城建档案事业的发展奠定

了良好的基础。 

  个旧市积极探索村镇建设档案管理工作，其下辖的9个乡镇（区）均设有村镇建设办公室，有专职

村镇建设助理员。市建设局每年都与各乡镇签订“村镇建设管理目标责任书”，其中要求“按城建档

案的规定建立起档案管理制度，要有规范的城建档案管理制度及必要的硬件设施，文件资料分类整理

存放，有完善的文件目录”。城建档案馆积极主动地与村镇建设科联系，在建设局的大力支持下，形

成了“建设工程联系单制度”，凡是村镇建设项目，必须到城建档案馆签订《报送工程竣工档案责任

书》，否则不发放有关许可证。为接收完整、准确、系统的工程竣工资料，城建档案馆工作人员还经

常深入到村镇建设有关单位进行具体的业务指导。从2001年至今，个旧市城建档案馆共接收1243卷村

镇建设工程竣工档案，为今后提供利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五）一些地市在建全城建档案执法机制、推进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取得新经验 

  为切实履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城建档案工作的监督检查职能，昆明、曲靖、昭通、个旧等市成

立了“城建档案监察大队（中队）”，并受市建设局的委托，对违反城建档案管理规定的有关单位进

行执法监察。 

  个旧市1999年成立了建设信息中心，与城建档案馆合署办公。多年来，个旧市城建档案馆（信息

中心）以强化全市建设系统信息工作，实现信息工作的系统化、网络化、办公自动化为目标，积极开

展了各项业务工作，重点进行了信息中心的基础设施建设、网络建设和信息服务工作，为保障城建档

案信息化、数字化管理和城建档案事业的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对云南省的工作建议 

  （一）各地城建档案工作发展不平衡，16个地级市（州）中还有6个没有建立城建档案馆（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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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省建设厅督促这些地级市（州）于2008年内将城建档案馆（室）尽快建立起来。 

  （二）建议省建设厅进一步督促各市、州、县城建档案馆（室）建立健全地下管线档案工作，积

极开展档案信息化建设工作。 

  云南省在地下管线档案管理、中小城市城建档案工作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积累了有益经验。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结合本地区实际，总结经验，开拓创新，进一步推进本地区地下管线档案、

中小城市城建档案工作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二○○八年五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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