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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扬 州 市 应 急 管 理 局  

 

 

扬建管〔2021〕66 号 

 

 

关于做好建筑施工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工作
的通知 

 

各县（市、区）住建局、应急局，各功能区规建局、安环局、应

生局，各有关单位： 

为加大建筑施工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和责任追究力度,有

力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和监管责任，防范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

发生，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应急管理部《关于加强建筑施工安全事故责任企业人员处

罚的意见》（建质规〔2019〕9 号）、省住建厅省应急厅《关于做

好建筑施工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工作的通知》（苏建质安

〔2020〕88 号）和《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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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事中事后监管有关工作的通知》（苏建质安〔2021〕31 号）等

法规和文件规定，现就进一步做好我市建筑施工生产安全事故调

查处理工作通知如下： 

一、加强建筑施工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工作的组织领导 

建筑施工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后,由属地人民政府负责事故调

查。要成立由应急管理部门、住建部门、公安机关、工会等派员

参加组成事故调查组，并邀请纪检监察机关派人参加,严格按照

“四不放过"和依法依规、实事求是、科学严谨、注重实效的原

则开展事故调查工作。应急管理和住建部门接到事故报告后，应

第一时间派员赶赴现场，迅速开展事故调查相关工作。事故调查

组成员尤其是住建部门要选派具有事故调查所需的知识和专长

的人参加,并可以聘请有关专家参与调查；按需组成各项专门工

作组，出具相关工作报告。 

二、充分发挥住建部门在建筑施工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中

的专业作用 

建筑施工事故调查专业性强,事故涉及的总分包关系复杂。

住建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和专业优势,深入调查建设、施工

(总承包、专业承包、劳务分包)、监理等等单位及监理工程师、

项目经理、专职安全员等参建各方主体和人员的安全生产履职情

况,与事故调查组其他成员共同查明事故经过和原因,认定事故性

质和责任,向事故调查组提出准确的责任认定和处理意见,切实提

高事故调查工作水平和事故调查报告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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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开展事故现场安全生产状况评估和技术分析 

住建部门和应急管理部门收到事故报告后，应立即互相通

报。市住建局收到事故报告后，可以组织专家、第三方开展事故

现场安全生产状况评估和技术分析，并出具报告，明确对事故责

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惩戒措施及后续施工管理要求。一般情况

下，应在自接到事故报告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并提交报告；

情况复杂的，经市住建局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延长报告期限，

但延长期限不得超过 10 个工作日。 

事故现场安全生产状况和技术分析报告应及时抄送事故调

查组，并将作为各级住建主管部门下一步行政措施的重要参考。 

四、实施“顶格处罚、一案双查、联合查处”。为确保“三

年大灶”安全生产“双下降”和降幅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目标任

务实现，自 2021 年 2 月 20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内发生生产

安全事故的，一律对负有责任的本省施工企业实施顶格处罚。对

发生事故的责任企业实施“一案双查、联合查处”，市住建局将

组织或指导各地对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工程项目开展事后联合

检查。各地住建主管部门要将事故发生单位纳入重点执法检查对

象，及时启动事故项目和责任企业安全生产条件核查工作，对项

目安全生产条件不具备的，一律不得复工复产；对企业安全生产

条件降低的，一律不予提出恢复安全生产许可证建议。对发生事

故的项目，要同时启动对项目承发包行为的检查工作，对发现存

在建筑市场违法违规等行为的市场主体一律给予相应处罚。要通



— 4 — 
 

过“江苏省建筑工人管理服务信息平台”比对人员社保信息、资

金来源信息等数据，建立运用信息化大数据打击建筑市场违法违

规行为的新途径，对发现存在违法发包、转包、违法分包及挂靠

等违法行为的项目，一律启动安全生产条件核查工作，对安全生

产条件不达要求的，要及时将违法违规事实逐级上报省住建厅、

市住建局实施相应的处理。 

五、加强安全生产条件核查。事故所在地住建主管部门在收

到人民政府对事故调查报告批复后 15 日内完成逐级上报。事故

责任企业注册所在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在企业安全生产许可

证暂扣期满前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安全生产条件核查工作，核查

不合格的继续增加暂扣不少于 30 日；在 5 个工作日内向省住建

厅提出恢复安全生产许可证或继续增加暂扣安全生产许可证的

建议，并抄送市住建局。 

六、加强警示教育和事故分析。凡我市范围内发生建筑施工

生产安全事故的施工企业（项目）和监理单位的相关人员必须参

加强制性安全培训，具体包括施工企业负责人、项目经理、安全

员以及项目总监等。各地住建部门要指导事故项目总承包单位或

专业承包单位及时收集采集事故现场相关图片、视频和文件文档

等资料，根据事故调查报告认定，分别制作《事故调查报告详解》

（PPT 或 WORD 格式）、《事故警示教育视频》（制作要求见

附件），《事故调查报告详解》要精准还原事故现场、深刻剖析

事故原因、深度开展技术分析、把脉重点薄弱环节。《事故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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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安全事故调查报告详解格式 
 

一、 事故概况 

1. 事故发生时间地点、事故类型、简要经过、造成人员伤

亡和经济损失等基本情况； 

2. 事故发生后相关企业、监管部门和人员赶赴现场施救情

况，组成调查组情况，通过什么形式和方式查明事故原因情况； 

3. 事故责任认定情况，对相关责任人员的处理意见和防范

措施的建议。 

二、相关责任主体基本情况 

1. 工程概况介绍； 

2. 项目投资主体、参建各方基本情况及工作关系。包括：

建设单位（含代建）基本情况、项目投资基本情况；总承包单位

基本情况和承包工程项目基本情况，分包单位基本情况和分包工

程项目基本情况；监理单位基本情况和工程项目监理基本情况；

项目投资主体与参建各方承发包关系示意图；项目履行法定基建

设程序，依法纳入监管情况。 

三、事故经过及施救情况 

（一）事故经过 

1. 发生事故时当地气象情况（以当地气象部门发布数据为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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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事故当日分部分项工程施工的开始施工时间、人数，施

工工期情况，以及施工作业环境状况因素，如阴雨、光线昏暗、

场地泥泞、地面湿滑、路面结冰、空间密闭狭小、危险作业区域

下方等； 

3. 施工过程中与事故发生相关的核心要数，如：模板支架

的立杆间距、水平杆间距、a 值，当时施工载荷；塔机的高度、

吊重、起重臂的长度、平衡量的重量、安全装置的情况，临边防

护情况等； 

4. 死者事发前进场后的安全教育情况（附证明材料）、死者

事发前的施工安全交底情况（附证明材料）； 

5. 与事故密切联系的相关作业验收情况，如脚手架搭设、

模板支撑体系、起重机械设备安拆、基坑支护等（附证明材料）； 

6. 与事故相关分部分项工程施工时，参建各方关键岗位人

员履职情况（附证明材料）； 

7. 与事故密切相关的部位、机械设备、防护工具、脚手架、

混凝土等主要材料质量情况，如：模板支撑体系的钢管扣件材质

参数，安全帽、安全网、安全带等送检报告，悬挑平台、卸料钢

平台等关键构件质量情况等；机械设备运行“三超一疲劳”情况，

设备操作指挥和施工行为过程“三违现象”情况； 

8. 施工过程检查、巡查、监督、监测情况（附证明材料）。 

（二）事故经过详细的图纸及照片 

1. 发生事故部位的平面图、立面图、局部详图，图纸均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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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详细的尺寸标注，每张图还应有相应的现场实体照片； 

2. 关键部位的图纸和对应的实体照片。 

（二）施救情况 

（三）人员伤亡情况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文化程度 工作部门 家庭住址 工种 伤害程度 

         

         

         

         

四、事故原因及性质 

（一）直接原因（应有照片、图表、计算和运用 BIM 或动

画呈现事故过程，从人员管理、物态、机况、材料、施工方法、

环境因素等全方位、多因素分析原因） 

1． 

2． 

3． 

…… 

（二）间接原因（应有照片、示例图或动画等分析个人层面

原因，包括安全知识、安全意识问题，分析组织层面原因，包括

安全管理体系缺陷等问题）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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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三）事故性质 

五、各方主体承发包行为检查情况 

（一）建设单位发包情况 

（二）施工单位承发包情况 

（三）监理单位履职情况 

六、对有关责任单位和人员的处理意见 

（一）主要责任单位全称 

违法事实及主要责任认定的表述 

1．责任人姓名违法事实表述，处罚或处理意见。 

2．责任人姓名违法事实表述，处罚或处理意见。 

…… 

（二）次要责任单位全称 

违法事实及次要责任表述 

1．责任人姓名、违法事实表述、处罚或处理意见。 

2．责任人姓名、违法事故表述、处罚或处理意见。 

…… 

七、防范措施建议：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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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事故警示教育视频制作要求 
 

事故警示教育视频主要是围绕《事故调查报告详解》内容制

作约 5 分钟时长事故案例分析教育短视频，相关制作要求如下。 

一、片名 

片名包含概要地点、工程类型、发生日期、事故类型、事故

等级等（如：XX 地 XX 工程“4.11”高处坠落一般事故安全警

示教育片）。 

二、工程概况 

工程规模、性质、开工日期、施工条件、建筑面积、结构形

式等。 

三、事故概况 

（一）事故基本要素。包括时间、地点、事故类型、简要经

过、造成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等。 

（二）应急救援处置情况。包括事故发生后相关企业、监管

部门等相关人员赶赴现场指挥救援，开展事故调查等情况。 

四、事故剖析 

（一）事故现场情况。发生事故部位的平面图、立面图、局

部详图，以及实体照片、事故发生现场真实图片等，能起到触目

惊心警示教育作用。 

（二）事故过程还原。结合救援现场图片、视频，通过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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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画、示意图等形式还原事故发生过程。基本因素因包括当日气

象情况、当日分部分项工程施工时间和人数、作业环境、现场管

理等情况，以及引发事故的核心要素，例如“三违”现象、施工

机具材料质量缺陷、关键岗位人员履职情况、安全交底等要素引

发事故的关联性分析。 

（三）事故原因分析。直接原因：从人员管理、物态、机况、

材料、施工方法、环境因素等全方位、多因素分析原因。间接原

因：个人层面原因，包括安全知识、安全意识问题；组织层面原

因，包括安全管理体系缺陷（与事故关联的安全教育、安全交底、

作业验收、检查巡查等）等问题。 

（四）事故性质认定 

五、处理意见 

根据《事故调查报告》，按主要责任、次要责任，依次阐述

各方责任主体（建设、施工、监理、分包等单位）、岗位人员（项

目经理、项目总监、安全员等）等违法事实表述、处罚或处理意

见（单位具体名称隐去，如用：“施工单位”、“项目经理”）。 

六、汲取教训和相关防范措施 

事故项目所属公司、各级建设主管部门等层面针对事故责任

认定的惩处措施、整改措施、防范预防措施。 

七、需要隐去的信息 

视频涉及以下信息应隐去：1、企业标识，如工地门头楼盘

涉及的企业名称；2、主管部门，如XX区住建局文件、XX县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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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局立项、XX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评标；3、片尾制作单位，如

XX单位制作；4、工程所属区域，如：XX市XX区红花镇地块商

住小区二期工程，隐去区县以上级别地名；5、救援单位服装标

识，如：XXX市消防XXX中队；相关责任主体信息，事故认定

有责任的企业或主管部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