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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建行业安全生产监管责任要点提示 
 

第一部分 行业管理职责落实（总则） 

一、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对有关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

工作实施监督管理的部门，统称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

门。（9 条） 

二、建筑业协会组织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章程，为生产经

营单位提供安全生产方面的信息、培训等服务，发挥自律作用，

促进生产经营单位加强安全生产管理。（12 条） 

三、依法设立的为安全生产提供技术、管理服务的机构（监

理企业），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执业准则，接受生产经营单位

的委托为其安全生产工作提供技术、管理服务。 

生产经营单位委托前款规定的机构提供安全生产技术、管理

服务的，保证安全生产的责任仍由本单位负责。（13 条） 

第二部分 监督生产经营单位落实安全生产保障内容 

四、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具备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

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

的，不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17 条） 

五、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

下列职责：（18 条） 

(一)建立、健全本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 

(二)组织制定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三)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 

(四)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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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隐患； 

(五)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六)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 

(七)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 

六、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责任制应当明确各岗位的责任

人员、责任范围和考核标准等内容。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相应的机制，加强对安全生产责任制

落实情况的监督考核，保证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落实。（19 条） 

七、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具备的安全生产条件所必需的资金投

入，由生产经营单位的决策机构、主要负责人或者个人经营的投

资人予以保证，并对由于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投入不足导致的

后果承担责任。 

有关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按照规定提取和使用安全生产费用，

专门用于改善安全生产条件。安全生产费用在成本中据实列支。

（20 条） 

八、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道路运输单位和危险物品

的生产、经营、储存单位，应当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

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超过一百人

的，应当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

员；从业人员在一百人以下的，应当配备专职或者兼职的安全生

产管理人员。（21 条） 

九、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

员履行下列职责：（22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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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织或者参与拟订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操作规程

和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二)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如实记录安

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 

(三)督促落实本单位重大危险源的安全管理措施； 

(四)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应急救援演练 

(五)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

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 

(六)制止和纠正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违反操作规程的

行为； 

(七)督促落实本单位安全生产整改措施。 

十、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

员应当恪尽职守，依法履行职责。 

生产经营单位作出涉及安全生产的经营决策，应当听取安全

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意见。 

危险物品的生产、储存单位以及矿山、金属冶炼单位的安全

生产管理人员的任免，应当告知主管的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

责的部门。（23 条） 

十一、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必须

具备与本单位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

理能力。 

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单位以及矿山、金属冶炼、建

筑施工、道路运输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

由主管的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对其安全生产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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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考核不得收费。（24 条） 

十二、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

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

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

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

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生产经营单位使用被派遣劳动者的，应当将被派遣劳动者纳

入本单位从业人员统一管理，对被派遣劳动者进行岗位安全操作

规程和安全操作技能的教育和培训。劳务派遣单位应当对被派遣

劳动者进行必要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档案，如实记录

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时间、内容、参加人员以及考核结果等情

况。（25 条） 

十三、生产经营单位采用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或者使用

新设备，必须了解、掌握其安全技术特性，采取有效的安全防护

措施，并对从业人员进行专门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26 条） 

十四、生产经营单位的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相应资格，方可上岗作业。（27

条） 

十五、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

和有关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32 条） 

十六、安全设备的设计、制造、安装、使用、检测、维修、

改造和报废，应当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 

生产经营单位必须对安全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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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检测，保证正常运转。维护、保养、检测应当作好记录，并由

有关人员签字。（33 条） 

十七、生产经营单位使用的危险物品的容器、运输工具，以

及涉及人身安全、危险性较大的海洋石油开采特种设备和矿山井

下特种设备，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由专业生产单位生产，并

经具有专业资质的检测、检验机构检测、检验合格，取得安全使

用证或者安全标志，方可投入使用。检测、检验机构对检测、检

验结果负责。（34 条） 

十八、国家对严重危及生产安全的工艺、设备实行淘汰制度，

具体目录由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

制定并公布。法律、行政法规对目录的制定另有规定的，适用其

规定。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制定

并公布具体目录，对前款规定以外的危及生产安全的工艺、设备

予以淘汰。 

生产经营单位不得使用应当淘汰的危及生产安全的工艺、设

备。（35 条） 

十九、生产、经营、运输、储存、使用危险物品或者处置废

弃危险物品的，由有关主管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国

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审批并实施监督管理。 

生产经营单位生产、经营、运输、储存、使用危险物品或者

处置废弃危险物品，必须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

业标准，建立专门的安全管理制度，采取可靠的安全措施，接受

有关主管部门依法实施的监督管理。（36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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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生产经营单位对重大危险源应当登记建档，进行定期

检测、评估、监控，并制定应急预案，告知从业人员和相关人员

在紧急情况下应当采取的应急措施。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将本单位重大危险源

及有关安全措施、应急措施报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部门和有关部门备案。（37 条） 

二十一、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

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

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向从业人员通报。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

部门应当建立健全重大事故隐患治理督办制度，督促生产经营单

位消除重大事故隐患。（38 条） 

二十二、生产、经营、储存、使用危险物品的车间、商店、

仓库不得与员工宿舍在同一座建筑物内，并应当与员工宿舍保持

安全距离。 

生产经营场所和员工宿舍应当设有符合紧急疏散要求、标志

明显、保持畅通的出口。禁止锁闭、封堵生产经营场所或者员工

宿舍的出口。（39 条） 

二十三、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爆破、吊装以及国务院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的其他危险作业，应当安

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确保操作规程的遵守和安全措施

的落实。（40 条） 

二十四、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

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向从业人员如实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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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

措施。（41 条） 

二十五、生产经营单位必须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

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并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

则佩戴、使用。（42 条） 

二十六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根据本单位

的生产经营特点，对安全生产状况进行经常性检查；对检查中发

现的安全问题，应当立即处理；不能处理的，应当及时报告本单

位有关负责人，有关负责人应当及时处理。检查及处理情况应当

如实记录在案。（43 条） 

有关负责人不及时处理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可以向主管的

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报告，接到报告的部门应当依

法及时处理。 

二十七、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安排用于配备劳动防护用品、进

行安全生产培训的经费。（44 条） 

二十八、两个以上生产经营单位在同一作业区域内进行生产

经营活动，可能危及对方生产安全的，应当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

议，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和应当采取的安全措施，并指

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安全检查与协调。（45 条） 

二十九、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

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

人。 

生产经营项目、场所发包或者出租给其他单位的，生产经营

单位应当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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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生

产经营单位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

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问题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

（29 条） 

第三部分 安全生产行业监督内容 

三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分类分级监督管理的

要求，制定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并按照年度监督检查计

划进行监督检查，发现事故隐患，应当及时处理。（59 条） 

三十一、安全生产监督检查人员应当忠于职守，坚持原则，

秉公执法。 

安全生产监督检查人员执行监督检查任务时，必须出示有效

的监督执法证件；对涉及被检查单位的技术秘密和业务秘密，应

当为其保密。（64 条） 

三十二、安全生产监督检查人员应当将检查的时间、地点、

内容、发现的问题及其处理情况，作出书面记录，并由检查人员

和被检查单位的负责人签字；被检查单位的负责人拒绝签字的，

检查人员应当将情况记录在案，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

的部门报告。（65 条） 

三十三、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对存在重大

事故隐患的生产经营单位作出停产停业、停止施工、停止使用相

关设施或者设备的决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依法执行，及时消除

事故隐患。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有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现实

危险的，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经本部门主要负责人批准，负有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可以采取通知有关单位停止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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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供应民用爆炸物品等措施，强制生产经营单位履行决定。通

知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有关单位应当予以配合。（67 条） 

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照前款规定采取停止

供电措施，除有危及生产安全的紧急情形外，应当提前二十四小

时通知生产经营单位。生产经营单位依法履行行政决定、采取相

应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

及时解除前款规定的措施。 

三十四、监察机关依照行政监察法的规定，对负有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

实施监察。（69 条） 

三十五、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建立举报制

度，公开举报电话、信箱或者电子邮件地址，受理有关安全生产

的举报；受理的举报事项经调查核实后，应当形成书面材料；需

要落实整改措施的，报经有关负责人签字并督促落实。（70 条） 

三十六、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发现其所在区域内的生产

经营单位存在事故隐患或者安全生产违法行为时，应当向当地人

民政府或者有关部门报告。（72 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