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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规定》解读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了新修订的《通信建设工程

安全生产管理规定》（以下简称《管理规定》）。为更好理

解和落实《管理规定》要求，现就有关内容解读如下：

一、《管理规定》修订的背景

《通信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规定》（工信部通信

〔2015〕406 号，以下简称原《管理规定》）自实施以来，

在规范通信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预防和减少生产安全事

故、保障从业人员安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法治保障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

要指示批示。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推进安全生产

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2016 年），确立了安全生产领域改

革的总体框架。《安全生产法》（2021 年修订）、《生产安

全事故应急条例》（2019 年实施）等上位法相继更新和出台。

《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2022 年修订）

对建设工程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做出了新的规定和具

体要求。国务院安委会印发《安全生产十五条措施》（2022

年）《全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 年）》

（2024 年），推动安全生产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提升

本质安全水平。因此，有必要通过修订原《管理规定》，将

上述要求和措施进一步贯彻落实。近几年来，通信建设工程

单体规模小、点多面广、工期短等特点也愈发突出，这些新

特点给行业安全生产工作带来了新挑战。因此，有必要认真

总结近年来行业安全生产管理的实践经验，通过修订原《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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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规定》进一步压实各相关方安全生产责任，强化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完善安全生产保障措施，依法防范化解重大安全

生产风险。

二、《管理规定》修订的主要考虑

此次修订旨在落实安全生产“两个至上”和“三管三必

须”要求，强化和落实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与政府监管责

任，督促相关企业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

规章制度，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

机制，维护通信建设领域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平稳。

一是强化法律衔接。通过补充从源头防范化解重大安全

风险、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

制、完善生产安全事故处置和应急措施等要求，确保与《安

全生产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要求

保持一致。

二是压实主体责任。针对通信建设工程的特点，《管理

规定》通过明确总承包单位与分包单位的安全责任划分，规

范关键岗位人员管理要求，强化施工现场危险作业管控措

施，细化应急预案演练和事故上报具体要求，推动安全生产

责任落实到岗到人。

同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要求，进一步明确通

信主管部门安全生产监管职责和范围，加强行业安全生产执

法规范化建设。

三、《管理规定》修订的主要内容

《管理规定》共 27 条，分为总则、安全生产责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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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生产费用、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监督管理、附

则 6 章。主要修订内容如下：

（一）补充内容。依据《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

应急条例》等法律法规的最新规定，补充了“两个至上”“三

管三必须”的总体要求，从源头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构

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完善安

全生产事故处理和应急措施等要求。根据《法律、行政法规、

国务院决定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清单（2023 年版）》，补充

了对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进行考核的要求。

（二）细化内容。依据《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

管理办法》（财资〔2022〕136 号），对涉及安全生产费的

规定进行了调整。结合通信建设市场发展实际情况，进一步

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对总承包和分包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关

键岗位人员管理、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动火作业审批、危险

作业安全管理、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及演练等内容进

行了细化。

四、如何贯彻落实《管理规定》

《管理规定》作为通信建设领域安全生产管理最直接的

政策依据，在落地落实上需要全行业共同遵照执行。

一是强化宣贯培训。通信主管部门、通信工程质量监督

机构和行业协会等要积极开展专题宣贯培训，并将《管理规

定》纳入施工单位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考核内容，推动安全生

产教育培训常态化、长效化，进一步强化安全生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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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做好日常监管。通信主管部门要切实履行安全生产

监管职责，重点督促相关企业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切实

落实安全生产有关管理制度，加强生产安全隐患排查和治

理；要按要求公开曝光典型违法违规案例，强化安全生产警

示教育，切实兜牢安全生产底线。

三是坚持系统推进。有关企业要将《管理规范》和《信

息通信建设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通信建

设工程安全生产操作规范》等相结合，进一步完善企业和项

目安全生产管理机制，聚焦高风险作业和重大事故隐患，常

态化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预防工作机制，

要建立并实施企业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机制，持续开展重

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工作，构建安全生产长效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