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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政处罚数据综述



       近三年，市住建局共对61起在建项目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

       其中：2021年36起，2022年18起，2023年至今7起。

       按责任主体来看：

       建设单位责任：2起

       施工单位责任：49起

       监理单位责任：6起

       设备安装单位责任：1起

       基坑监测单位责任：3起

       追究个人责任：21起

数 据 综 述

建设单位
2%

施工单位
60%

监理单位
7%

设备安装
1%

基坑监测
4%

个人
26%



数 据 综 述

未编制方案
2%

未专家论证
9%

未巡视
7%

未按方案施工
27%

未组织验收
5%

未按方案监测
5%

特种作业人员无证
2%

未履行职责
29%

未及时处置隐患
12%

提出不合法要求
2%

按违法违规类型看：

未按照规定编制危大工程方案1起；

未对超危工程方案组织专家论证5起；

未按规定对危大工程进行巡视4起；

危大工程未按方案施工15起；

未按规定组织危大工程验收3起；

未按监测方案开展基坑监测3起；

特种作业人员未取得相应资格1起；

未按规定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16起；

未及时排查处置施工现场安全事故隐患7起；

对施工、工程监理等单位提出不符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要求1起；



在未履行安全生产职责类型中，共处理项目负责人4人，专职安全管理人员12人

1、未能及时发现并处理安全事故隐患6起；

2、未及时发现和处理作业人员违章行为8起；

3、未严格按照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组织施工1起；

4、危大工程施工期间项目负责人不在岗1起；

数 据 综 述

未及时发现和处置
隐患
38%

未及时发现和处理
人员违章

50%

未按照危大方案施工
6%

危大施工期间项目负责人不在岗
6%



二、典型处罚案例分享



案例一未履行安全生产职责

案件事实

2022年6月9日，市建筑安全监察站发现某项目幕墙工程7#
楼吊篮安全锁不在有效标定期内，当即向该工程施工单位送达
《建筑工程施工整改通知书》，要求施工单位于2022年6月16
日前完成整改。

2022年6月12日，施工单位递交《建筑工程施工整改完成
报告》，该工程安全装置整改完成。

该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孙某未及时发现并制止现场
存在的上述安全隐患，构成未按规定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案例一未履行安全生产职责

适用法律

《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
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定》

第二十条
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每天在施工现场开展安全

检查，现场监督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专项施工方案
实施。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事故隐患，应当立即处理；不能处
理的，应当及时报告项目负责人和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项
目负责人应当及时处理。检查及处理情况应当记入项目安全管
理档案。



案例一未履行安全生产职责

适用法律

《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
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定》

第三十三条
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按规定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并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造成生产安全事故或者
其他严重后果的，按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的有关规定，依法暂扣或者吊销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案例一未履行安全生产职责

处罚决定

依据《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
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定》第三十三条规定，市住建局
决定给予孙某罚款1500元的行政处罚。



理由说明

证据采信理由

1.市住建局建筑安全监察站检查人员向项目施工单位下发
的《建筑工程施工整改通知书》和施工单位提供的《建筑工程
施工整改完成报告》，证明项目幕墙工程7#楼吊篮安全锁不在
有效标定期内和整改完毕。

2.施工单位提供的孙某《任命书》《建筑施工企业土建类
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知识考核合格证书》复印件，
证明孙某是该项目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3.施工单位提供的《建筑工程施工整改完成报告》和执法
人员对孙某制作的《调查询问笔录》，证明孙某对吊篮安全锁
不在有效标定期内负有责任，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企业
安全部门人员、项目负责人对此不负有责任。



案例一未履行安全生产职责

依据选择

本案中“吊篮安全锁不在有效标定期内”的责任人涉及专
职安全员、项目负责人、企业安全部门人员、企业主要负责人
多个责任主体，分别承担直接责任和管理责任。

相关人员涉嫌的违法行为和处理依据如下：
1.专职安全员。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

十五条、《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
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定》第二十条《建筑施工企业安
全生产管理规范》（GB50656）12.0.4条和项目安全生产责任
书专职安全员对“吊篮安全锁不在有效标定期内”应负有直接
责任，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和
《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定》第三十三条规定予以处罚。



案例一未履行安全生产职责

依据选择

2.项目负责人
项目经理是工程项目施工现场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建筑施工企业
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管
理规定》第十八条和《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规范》
（GB50656）12.0.3条涉嫌对“吊篮安全锁不在有效标定期内”
负有间接管理责任，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九十六条和《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予以处
罚。



案例一未履行安全生产职责

依据选择

3.企业安全部门人员。
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代表企业检查在建项目安全生产管

理情况，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
《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定》第十九条和《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
管理规范》（GB50656）15.0.2、15.0.3条，企业安全部门人
员涉嫌对“吊篮安全锁不在有效标定期内”负有间接管理责任。
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和《建筑
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
全生产管理规定》第三十三条规定予以处罚。



案例一未履行安全生产职责

依据选择

4.企业主要负责人。
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依法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全

面负责，企业法定代表人为企业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建筑施工企业
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管
理规定》第十四条和《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规范》
（GB50656）3.0.2条，主要负责人涉嫌对“吊篮安全锁不在有
效标定期内”负有间接管理责任。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四条和《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
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定》第三十二
条规定予以处罚。



案例一未履行安全生产职责

决定裁量理由

《高处作业吊篮安装、拆卸、使用技术规程（GB/T 
11699）》5.1.5“吊篮安装前，安装单位应对安全装置进行检
查，确保其齐全、有效、可靠；安全锁在有效标定期内。”

虽然安装时该吊篮安全锁在有效标定期内，但是在使用一
段时间后，该吊篮安全锁超过了有效标定期。而专职安全员孙
某因工作疏忽，未能及时报告或通知更换安全锁，对此其负有
直接责任；



案例一未履行安全生产职责

决定裁量理由

虽然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企业安全部门人员、项目
负责人对安全生产负有直接或间接的管理责任，但是执法人员
在调查取证时未发现相关人员在“吊篮安全锁不在有效标定期
内”问题中存在过失，或者没有证据证明他们存在相关管理责
任。故此案没有追究相关管理人员的法律责任，最终决定根据
《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定》第三十三条规定给予孙某行政处罚。

如何举证？



案例一未履行安全生产职责

决定裁量理由

鉴于此案中“吊篮安全锁不在有效标定期内”已经按要求
及时改正，且未造成安全事故等严重后果，按照《扬州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2版）制定的裁量情形
和幅度（编号：0202010000；情形描述：按要求改正，但未
造成安全事故的；裁量幅度：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
款），市住建局决定对孙某作出罚款1500元的行政处罚。



相关法律、规章和规范依据

关于企业主要负责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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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安
全生产标准化建设；

（二）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
（四）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
（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

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
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六）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七）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



相关法律、规章和规范依据

关于企业主要负责人

《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
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定》

第十四条　主要负责人对本企业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应
当建立健全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体系，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
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保证安全生产投入，督促检查本企业
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安全事故隐患，落实安全生产责任。

第十六条　主要负责人应当按规定检查企业所承担的工程项
目，考核项目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能力。发现项目负责人履职不
到位的，应当责令其改正；必要时，调整项目负责人。检查情况
应当记入企业和项目安全管理档案。



相关法律、规章和规范依据

关于企业主要负责人

《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规范》（GB50656）
3.0.2 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依法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

全面负责，企业法定代表人为企业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
5.0.1 建筑施工企业必须建立和健全安全生产组织体系，明确

各管理层、职能部门、岗位的安全生产责任。
5.0.2 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组织体系应包括各管理层的

主要负责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及各相关职能部门，专职安
全管理及相关岗位人员。



相关法律、规章和规范依据

关于企业主要负责人

5.0.3 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应符合下列要求：1 建筑施
工企业应设立由企业主要负责人及各部门负责人组成的安全生产决策机
构，负责领导企业安全管理工作，组织制定企业安全生产中长期管理目
标，审议、决策重大安全事项。2 各管理层主要负责人中应明确安全生
产的第一责任人，对本管理层的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3 各管理层主
要负责人应明确并组织落实本管理层各职能部门和岗位的安全生产职责，
实现本管理层的安全管理目标。4 各管理层的职能部门及岗位负责落实
职能范围内与安全生产相关的职责，实现相关安全管理目标。5 各管理
层专职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承担的安全职责应包括以下内容：1）宣传和
贯彻国家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2）编制并适时更新安全生产
管理制度并监督实施；3）组织或参与企业生产安全相关活动；4）协调
配备工程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5）制订企业安全生产考核计划，
查处安全生产问题，建立管理档案；



相关法律、规章和规范依据

关于企业主要负责人

《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规范》（GB50656）
3.0.2 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依法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

全面负责，企业法定代表人为企业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
5.0.1 建筑施工企业必须建立和健全安全生产组织体系，明确

各管理层、职能部门、岗位的安全生产责任。
5.0.2 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组织体系应包括各管理层的

主要负责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及各相关职能部门，专职安
全管理及相关岗位人员。

5.0.4 建筑施工企业各管理层、职能部门、岗位的安全生产责
任应形成责任书，并经责任部门或责任人确认。责任书的内容应
包括安全生产职责、目标、考核奖惩规定等。



相关法律、规章和规范依据

处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九十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

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
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责令生
产经营单位停产停业整顿。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有前款违法行为，导致发生生产
安全事故的，给予撤职处分；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
究刑事责任。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依照前款规定受刑事处罚或者撤
职处分的，自刑罚执行完毕或者受处分之日起，五年内不得担任
任何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重大、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
故负有责任的，终身不得担任本行业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相关法律、规章和规范依据

处罚依据

《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
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定》

第三十二条　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未按规定履行安全生
产管理职责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责令
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建筑施工企业停业整顿；造成生
产安全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按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
查处理条例》的有关规定，依法暂扣或者吊销安全生产考核合格
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有前款违法行为，尚不够刑事处罚
的，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或者按照管理权限给予撤职处
分；自刑罚执行完毕或者受处分之日起，5年内不得担任建筑施工
企业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相关法律、规章和规范依据

处罚依据

《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
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定》

第三十二条　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未按规定履行安全生
产管理职责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责令
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建筑施工企业停业整顿；造成生
产安全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按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
查处理条例》的有关规定，依法暂扣或者吊销安全生产考核合格
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有前款违法行为，尚不够刑事处罚
的，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或者按照管理权限给予撤职处
分；自刑罚执行完毕或者受处分之日起，5年内不得担任建筑施工
企业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相关法律、规章和规范依据

关于企业安全部门人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二十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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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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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开展危险源辨识和评估，督促落实本单位重大危

险源的安全管理措施；
 生产经营单位可以设置专职安全生产分管负责人，协助本单

位主要负责人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相关法律、规章和规范依据

关于企业安全部门人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二十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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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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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经营单位可以设置专职安全生产分管负责人，协助本单

位主要负责人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相关法律、规章和规范依据

关于企业安全部门人员

《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
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定》

第十九条　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
当检查在建项目安全生产管理情况，重点检查项目负责人、项目
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责情况，处理在建项目违规违章行为，
并记入企业安全管理档案。

《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规范》（GB50656）
15.0.2 建筑施工企业安全检查的内容应包括：1 安全目标的

实现程度；2 安全生产职责的落实情况；3 各项安全管理制度的执
行情况；4 施工现场安全隐患排查和安全防护情况；5 生产安全事
故、未遂事故和其他违规违法事件的调查、处理情况；6 安全生
产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和其他要求的执行情况。



相关法律、规章和规范依据

关于企业安全部门人员

《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规范》（GB50656）
15.0.3 建筑施工企业安全检查的形式应包括各管理层的自查、

互查以及对下级管15理层的抽查等；安全检查的类型应包括日常
巡查、专项检查、季节性检查、定期检查、不定期抽查等。1 工
程项目部每天应结合施工动态，实行安全巡查；总承包工程项目
部应组织各分包单位每周进行安全检查，每月对照《建筑施工安
全检查标准》，至少进行一次定量检查。2 企业每月应对工程项
目施工现场安全职责落实情况至少进行一次检查，并针对检查中
发现的倾向性问题、安全生产状况较差的工程项目，组织专项检
查。



相关法律、规章和规范依据

处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九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

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
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
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
十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相关法律、规章和规范依据

处罚依据

《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
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定》

第三十三条
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按规定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并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造成生产安全事故或者其他
严重后果的，按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的有关
规定，依法暂扣或者吊销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相关法律、规章和规范依据

关于项目负责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二十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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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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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开展危险源辨识和评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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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经营单位可以设置专职安全生产分管负责人，
协助本单位主要负责人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相关法律、规章和规范依据

关于项目负责人

《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
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定》

第十八条
项目负责人应当按规定实施项目安全生产管理，监控危险性

较大分部分项工程，及时排查处理施工现场安全事故隐患，隐患
排查处理情况应当记入项目安全管理档案；发生事故时，应当按
规定及时报告并开展现场救援。



相关法律、规章和规范依据

关于项目负责人

《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规范》（GB50656）
12.0.3 施工现场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应符合以下要求：1 项目

经理是工程项目施工现场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负责组织落实安
全生产责任，实施考核，实现项目安全管理目标；2 工程项目施
工实行总承包的，应成立由总承包单位、专业承包和劳务分包单
位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组成的安全管
理领导小组；3 按规定配备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负责施
工现场安全生产日常监督管理；4 工程项目部其他管理人员应承
担本岗位管理范围内与安全生产相关的职责；5 分包单位应服从
总包单位管理，落实总包企业的安全生产要求；6 施工作业班组
应在作业过程中实施安全生产要求；7 作业人员应严格遵守安全
操作规程，做到不伤害自已、不伤害他人和不被他人所伤害。



相关法律、规章和规范依据

处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
《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

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定》第三十二条。



相关法律、规章和规范依据

关于专职安全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
《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

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定》第二十条
《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规范》（GB50656）
12.0.4 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由企业委派，并承担以

下主要的安全生产职责：
1 监督项目安全生产管理要求的实施，建立项目安全生产管

理档案；
2 对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实施现场监护并做好记录；
3 阻止和处理违章指挥、违章作业和违反劳动纪律等现象；
4 定期向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报告项目安全生产管理情况。



相关法律、规章和规范依据

处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九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

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
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
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
十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相关法律、规章和规范依据

处罚依据

《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
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定》

第三十三条
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按规定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并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造成生产安全事故或者其他
严重后果的，按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的有关
规定，依法暂扣或者吊销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案例二危大工程未制定方案/未专家论证

案件事实

      2021年6月10日，安监站检查发现以下问题：某工程深基
坑专项施工未通过专家论证，基坑已进行开挖；基坑开挖时项
目经理不在岗，无请假条，且在检查期间未能及时赶到施工现
场。
      经查，该处基坑深度局部7米，属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
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应当组织召开专家论证会对专项施工方案
进行论证，而施工总承包单位在未组织专家论证的情况下进行
基坑的开挖，于2021年6月13日组织召开了专项施工方案专家
论证会，后于2021年6月15日该基坑方案通过了专家论证。
       项目经理杜某在6月10日检查当天接公司通知到上海学习，
未履行请假手续，存在基坑开挖时项目负责人未在施工现场履
职的问题，时任该工程项目经理杜某为上述问题的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



案例二危大工程未制定方案/未专家论证

适用法律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
       第十二条第一款
       对于超过一定规模的危大工程，施工单位应当组织召开专家论证会
对专项施工方案进行论证。实行施工总承包的，由施工总承包单位组织
召开专家论证会。专家论证前专项施工方案应当通过施工单位审核和总
监理工程师审查。
       第十七条第一款
       施工单位应当对危大工程施工作业人员进行登记，项目负责人应当
在施工现场履职。



案例二危大工程未制定方案/未专家论证

适用法律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
       第三十四条 施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1万元
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暂扣安全生产许可证30日；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对超过一定规模的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进行专家论证的；

       第三十五条 施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处1万
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一）项目负责人未按照本规定现场履职或者组织限期整改的；



案例二危大工程未制定方案/未专家论证

决定内容

        根据《扬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编制和适用规
则》，综合违法行为的改正、补救情况，持续时间及影响程度等，作出
以下处罚：
        对施工总承包单位未对超过一定规模的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进行
专家论证的行为处20000元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杜某处3000元
罚款。
        对施工总承包单位项目负责人未按照规定现场履职的行为，处
20000元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杜某处3000元罚款。
        合计对施工总承包单位处40000元罚款，对杜某处6000元罚款。



案例三危大工程未按方案施工

案件事实

       2020年11月5日市安监站巡查发现某工程基坑东南角土方放坡不够，
未采取打桩喷浆下锚等措施。经查，该工程基坑深度为4.1米，达到危大
工程范围。总承包单位甲公司将该工程的地下室基坑支护工程专业分包
给乙公司，将土石方开挖工程专业分包给丙公司。
      该基坑支护工程已通过专家论证且方案中要求采用一级放坡支护，
坡比1：0.8 
       实际施工中甲公司与乙公司均已对丙公司进行交底，但丙公司未按
照方案放坡，部分区域边坡比仅有1：0.4。时任甲公司专职安全员刘某、
乙公司专职安全员张某是基坑安全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丙公司现场
负责人阚某是直接责任人。至调查时，丙公司已整改到位。



案例三危大工程未按方案施工

案件事实

交底 交底



案例三危大工程未按方案施工

证据清单

《调查询问笔录》
《授权委托书》
《建筑工程施工（局部）停工整改通知书（施工单位）》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信息表》
《安全生产知识考核合格证书》
《（专项）施工方案报审表》
《地下车库基坑支护工程专项施工方案》
《专项施工方案专家论证会签到表》
《专项方案专家论证报告》
《土石方开挖工程施工合同》
《基坑支护工程施工合同》
《技术交底》

有资格

有方案

有论证

有交底



案例三危大工程未按方案施工

适用法律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
      第十六条第一款
      施工单位应当严格按照专项施工方案组织施工，不得擅自修改专项
施工方案。

       第三十四条第（三）项
       施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
下的罚款，并暂扣安全生产许可证30日；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三）未严格按照专项施工方案组织施工，或者擅自修改专项施工
方案的。



案例三危大工程未按方案施工

决定内容

       一、对丙公司未严格按照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组织施工的行为，
处20000元罚款；
       二、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甲公司专职安全员刘某处3000元罚款；
       三、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乙公司专职安全员张某处3000元罚款；
       四、对直接责任人土石方开挖工程的现场负责人阚某处3000元的罚
款。

       未对甲、乙公司进行处罚。



案例四未按规定开展危大工程巡视（监理单位）

案件事实

市住建局于2023年3月21日对某工程“四不两直”检查时发现，该工程
17号楼基坑施工时，监理单位未进行专项巡视检查，监理周查和月查记
录未做。经查明，该工程基坑深度3.24米，属危大工程。时任该项目的
总监理工程师吴某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适用法律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
第十八条 监理单位应当结合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编制监理实施细则，
并对危大工程施工实施专项巡视检查。
       
 



适用法律

 第三十七条第二项
       监理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处1万元以上3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000元以上
5000元以下的罚款：
     （二）未对危大工程施工实施专项巡视检查的；

决定内容

对监理单位处1.1万元罚款，对时任总监理工程师吴某处1500元罚款。

案例四未按规定开展危大工程巡视（监理单位）



案例五未按规定组织危大工程验收

案件事实

       2021年11月3日，市安监站发现某项目现场21#塔吊首次附着未检
测，现场已安装第二道附着，且塔吊已投入使用。
       经查，该项目安装单位于2021年10月初安装第一道附着，2021年
10月27日安装第二道附着。塔吊安装属危大工程，且根据相关规定，应
在附着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市安监站责令该项目停工整改后，当事人于2021年11月5日组织了
验收，验收结论为合格。



案例五未按规定组织危大工程验收

适用法律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
       第二十条第一款 
       建筑起重机械在使用过程中需要附着的，使用单位应当委托原安装
单位或者具有相应资质的安装单位按照专项施工方案实施，并按照本规
定第十六条规定组织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
       第二十一条第一款
       对于按照规定需要验收的危大工程，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应当组织
相关人员进行验收。验收合格的，经施工单位项目技术负责人及总监理
工程师签字确认后，方可进入下一道工序。



案例五未按规定组织危大工程验收

适用法律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
       第三十五条 施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处1万
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三）未按照本规定组织危大工程验收的；

决定内容

      对施工单位未按照规定组织危大工程验收的行为，处1万元罚款。



案 例 六 未 按 方 案 开 展 基 坑 监 测

案件事实

       2022年5月12日，安监站接到某小区住户的安全生产举报，经核实发
现，该项目第三方监测单位2022年3月13日出具的周边建筑物主体沉降观
测的数据，其中部分点位的日沉降量超基坑监测方案中的报警值。但监测
结论为“本次观测数据变量较小，在允许范围内，状态正常”，与监测数
据不符。
       经查，该项目基坑深度8.2~8.8米，属于超危大工程。监测单位制定的
监测方案中明确要求：监测数据出现异常时，及时分析原因，必要时进行
复测。监测单位在该项目共布置105个观测点，2022年3月13日共有10个
监测点达到报警值，但监测单位并未及时分析原因，也未进行复测，仅告
知了建设单位，同时得出了本次观测数据变量较小，在允许范围内，状态
正常的结论报告。收到《责令改正通知书》后，监测单位回复已于5月14日
对报告进行了修改。



案 例 六 未 按 方 案 开 展 基 坑 监 测

适用法律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
       第二十条第三款
       监测单位应当按照监测方案开展监测，及时向建设单位报送监测成果，
并对监测成果负责；发现异常时，及时向建设、设计、施工、监理单位报
告，建设单位应当立即组织相关单位采取处置措施
       第三十八条第（三）项
       监测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000元以上5000
元以下的罚款：
     （三）未按照监测方案开展监测的



案 例 六 未 按 方 案 开 展 基 坑 监 测

决定内容

       因监测单位存在未按照监测方案开展监测的违法行为，且整改不及时。
未按照监测方案进行监测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均是
潘某。
       故对监测单位处1.4万元罚款，对潘某处3000元罚款。

       裁量依据：
       1、有违法行为；
       2、违法行为持续时间较长；
       3、已整改但不及时；
       4、未造成后果。



案例六续 未对监测单位报告的异常情况组织采取处置措施

前情提要

       上述监测单位于3月13日以工程联系单的形式将上述异常点位告知
了建设单位，但建设单位仅要求监测单位加强监测，未采取其它措施。
在调查过程中，该基坑已全部回填，致使建设单位的违规行为已无法整
改，只能认定为“逾期未整改”。



适用法律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
       第二十条第三款
       监测单位应当按照监测方案开展监测，及时向建设单位报送监测成果，
并对监测成果负责；发现异常时，及时向建设、设计、施工、监理单位报
告，建设单位应当立即组织相关单位采取处置措施
       
       第二十九条　建设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处1万元
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000
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五）未对第三方监测单位报告的异常情况组织采取处置措施的。

案例六续 未对监测单位报告的异常情况组织采取处置措施



决定内容

       按照《扬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2年版）属
于“逾期未改正且未发生安全事故的“裁量阶次。
       对建设单位处14000元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费某处1500元罚款。

案例六续 未对监测单位报告的异常情况组织采取处置措施



拓展

施工单位自测的规定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
第十七条第三款
施工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对危大工程进行施工监测和安全巡视，发现危

及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应当立即组织作业人员撤离危险区域。
      
第三十五条　施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处1万元

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000
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二）施工单位未按照本规定进行施工监测和安全巡视的；



拓展

自测具体要求

 《建筑深基坑工程施工安全技术规范》（JGJ311-2013）
10.1.5 基坑施工过程除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基坑工程监测技术规

范》GB50497 的规定进行专业监测外，施工方应同时编制包括以下内容的
施工监测方案并实施：

1 工程概况
2 监测依据和项目
3 监测人员配备
4 监测方法、精度和主要仪器设备
5 测点布置与保护
6 监测频率、监测报警值
7 异常情况下的处置措施
8 数据处理和信息反馈



拓展

《建筑基坑工程监测技术规范》GB50497

 7.0.4 当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应提高监测频率：
1 监测值达到预警值
2 监测值变化较大或者速率加快；
3 存在勘查未发现的不良地质状况
4 超深、超长开挖或未及时加撑等违反设计工况施工；
5 基坑及周边大量积水、长时间连续降雨、市政管道出现泄漏；
6 基坑附近地面荷载突然增大或超过设计限值；
7 支护结构出现开裂；
8 周边地面突发较大沉降或出现严重开裂；
……
8.0.8 监测数据达到监测预警值时，应立即预警，通知有关各方及时分

析原因并采取相应措施。



案例七 特种作业人员未取得相应资格
案件事实

       2021年3月18日，安监站在巡查时发现，某项目两名施工升降机司
机未持证上岗。经查，两名施工升降机司机王某、江某某所持特种作业
操作资格证书于2021年2月到期前，所属单位未及时安排上述人员重新
报名考核，仍在施工现场从事施工升降机作业。
       案发后，施工单位称2名证件过期人员已进行退场处理，新增4名持
证上岗人员。经资料比对，当事人对上述问题已整改到位。



案例七 特种作业人员未取得相应资格
适用法律

       《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2022
       第四条  施工安全管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一）建筑施工企业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擅自从事建筑施工活动；
     （二）施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未取得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从事相关工作；
     （三）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未取得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资格证书上岗
作业；
     （四）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未编制、未审核专项施工方案，或
未按规定组织专家对“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范围”
的专项施工方案进行论证。



案例七 特种作业人员未取得相应资格
适用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三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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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第二十五条　垂直运输机械作业人员、安装拆卸工、爆破作业人员、
起重信号工、登高架设作业人员等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经过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后，方可上
岗作业。



案例七 特种作业人员未取得相应资格
适用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九十七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
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
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七）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
资格，上岗作业的。

决定内容

鉴于当事人按要求改正，且未发生安全事故，对当事人处1万元罚款



案例八 未及时排查处置施工现场安全事故隐患

案件事实

       2021年9月9日，安监站在疫情过后对某工程开展复工检
查，发现该项目深基坑上下通道局部塌方，要求限期整改，但
9月18日复查发现该隐患仍未整改。
       经查，该工程基坑深度11.45米至18.15米，系超危工程。
安监站要求限期整改后，项目经理李某和安全员俞某认为，该
工程基坑上下通道即将挖除，所以未针对该隐患进行整改。9
月20日，该隐患已整改完成。           
       时任该工程项目经理李某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时任
该工程安全员俞某为其他直接责任人。



案例八 未及时排查处置施工现场安全事故隐患

适用法律

《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2022版）》
第五条  基坑工程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一）对因基坑工程施工可能造成损害的毗邻重要建筑物、构筑物和地
下管线等,未采取专项防护措施；
（二）基坑土方超挖且未采取有效措施；
（三）深基坑施工未进行第三方监测；
（四）有下列基坑坍塌风险预兆之一，且未及时处理：
1.支护结构或周边建筑物变形值超过设计变形控制值；
2.基坑侧壁出现大量漏水、流土；
3.基坑底部出现管涌；
4.桩间土流失孔洞深度超过桩径。



案例八 未及时排查处置施工现场安全事故隐患

适用法律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
第十七条第二款
项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对专项施工方案实施情况进行现场监督，
对未按照专项施工方案施工的，应当要求立即整改，并及时报告项目负
责人，项目负责人应当及时组织限期整改



案例八 未及时排查处置施工现场安全事故隐患

适用法律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
第三十五条第（一）项 施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并
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一）项目负责人未按照本规
定现场履职或者组织限期整改的

决定内容

按照“未按要求履职或逾期未改正且未发生安全事故的“裁量标准，对
施工单位处14000元罚款，对直接责任人李某处1500元罚款，对其他责
任人俞某处1500元罚款。



案例八续 施工单位拒不整改时未向主管部门报告

前情提要

     施工单位未及时对深基坑局部塌方问题进行整改，该项目监理单位未
向工程所在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报告。时任该工程总监理工程师严
某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第十九条
       监理单位发现施工单位未按照专项施工方案施工的，应当要求其进
行整改；情节严重的，应当要求其暂停施工，并及时报告建设单位。施
工单位拒不整改或者不停止施工的，监理单位应当及时报告建设单位和
工程所在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适用法律



适用法律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第三十六条第（三）项
      监理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对单位进行处罚；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三）施工单位拒不整改或者不停止施工时，未向建设单位和工程所
在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报告的

处罚结果

    鉴于施工单位已整改，且未发生安全事故，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严某处3000元罚款。

案例八续 施工单位拒不整改时未向主管部门报告



三、四不放过原则分析



四不放过原则分析

四不放过原则的概念

1975年4月7日，《国务院关于转发全国安全生产会议纪要的通知》
提出“三不放过”原则，即：“事故原因分析不清不放过，事故责任者
和群众没有受到教育不放过，没有防范措施不放过”。2004年2月17日，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安全工作的紧急通知》提出，对责任不落实，
发生重特大事故的，要严格按照“事故原因未查清不放过、责任人员未
处理不放过、整改措施未落实不放过、有关人员未受到教育不放过”的
“四不放过”原则和《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
严肃追究有关领导和责任人的责任。

在“四不放过”原则中，查清事故原因是事故调查的基础，对整改
措施的落实、对有关人员的教育、对未来事故的防范则是实质性的目标。



四不放过原则分析

案件事实

2022年12月6日-7日，“四不两直”督察组及市安监站对某工程开
展监督检查。发现现场存在模板支撑系统、悬挑脚手架、悬挑卸料平台
等危大工程未按方案施工等问题。经查,该项目存在以下问题（节选）

1、9#楼北侧配电房为1#变电所，支模高度7.1米，属危险性较大的
分部分项工程，在搭设前未编制专项施工方案；

2、钢管木方未按规定堆放；
3、悬挑脚手架阳角处槽钢设置与方案不符，现场对比方案缺少两根

横梁槽钢；
4、落地卸料平台方案编写过程中未按照苏建质安〔2019〕378号

第十五条要求进行分项，有些内容混编到一个章节内。



四不放过原则分析

案件事实

       5、9#楼7层西南侧卸料平台2022年12月6日上午搭设，检查时有工
人站在卸料平台上，该卸料平台未验收，存在未按照规定组织危大工程
验收即投入使用的问题；
       6、省安管系统未见企业定期安全检查记录。资料员未及时将检查
记录上传系统，实际上企业开展了定期安全检查，有书面的检查记录；
       7、售楼处未与施工作业区分开设置，当时售楼处正在进行绿化施
工，铺设草皮，施工结束后现场已用围挡将土建区与售楼处进行分割。



四不放过原则分析

四不放过责任分析

1、9#楼北侧配电房为1#变电所，支模高度7.1米，属危险性较大的
分部分项工程，在搭设前未编制专项施工方案；

可能责任人员：搭设班组、安全员、技术负责人、项目经理、监理、
企业安全部门

存在制度漏洞：参建各企业、在建项目安全检查制度及双重预防机
制等。

2、钢管木方未按规定堆放；
可能责任人员：小工个体、木工、司索工、信号工、安全员、项目

经理、监理、企业安全部门



四不放过原则分析

四不放过责任分析

3、悬挑脚手架阳角处槽钢设置与方案不符，现场对比方案缺少两根
横梁槽钢；

可能责任人员：技术负责人（方案编制人）、项目负责人、安全员、
监理、总包单位和分包单位技术负责人或授权委托人、企业安全部门

即：所有应参与验收和应开展定期检查部门及人员。
4、落地卸料平台方案编写过程中未按照苏建质安〔2019〕378号

第十五条要求进行分项，有些内容混编到一个章节内。
可能责任人员：技术负责人（方案编制人）、项目经理、监理、企

业安全部门及技术负责人
存在制度漏洞：总包及分包单位方案审批制度、教育培训制度

       



四不放过原则分析

四不放过责任分析

5、9#楼7层西南侧卸料平台2022年12月6日上午搭设，检查时有工
人站在卸料平台上，该卸料平台未验收，存在未按照规定组织危大工程
验收即投入使用的问题；

可能责任人员：工人个体、搭设班组、安全员、监理、项目经理
6、省安管系统未见企业定期安全检查记录。资料员未及时将检查记

录上传系统，实际上企业开展了定期安全检查，有书面的检查记录；
可能责任人员：资料员、企业安全部门
7、售楼处未与施工作业区分开设置，当时售楼处正在进行绿化施工，

铺设草皮，施工结束后现场已用围挡将土建区与售楼处进行分割。
可能责任人员：工人个体、建设单位现场负责人、项目经理、监理



四、系统关键指标提醒



3

项目自查

21

企业自查 标准化月评

54

危大工程 每日晨会

重 要 指 标



重 要 指 标



汇  报  完  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