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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林就《电力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答记者问

 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公布《电力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此《办法》结合电力建
设工程特点，进一步明确了国家能源局对电力建设工程进行监管的具体职责和各建设主体的安全责任。

 近日，国家能源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晓林就该《办法》出台的背景、意义，修订重点及新增内容等问题接受了《
中国电力报》记者专访。

 中国电力报：请您介绍一下《办法》的立法目的、出台背景及意义。

 王晓林：《办法》是一部电力建设工程施工安全方面的重要行政法规，其立法目的即为加强电力建设工程施工安全
监督管理，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当前，我国电力安全生产态势总体平稳，但电力建设施工安全形势非常严峻。

 初步统计，2014年发生电力建设人身伤亡责任事故17起、死亡30人，同比分别上升113%和173%，2015年上半年，全
国发生一般电力人身伤亡责任事故17起，死亡24人，其中电力建设人身伤亡事故4起，死亡9人。

 总体而言，电力建设施工安全存在以下七方面问题：一是对安全生产认识不到位，安全意识淡薄；二是安全管理制
度不健全，安全生产费用使用不规范；三是资质审查不严，存在无资质和超资质范围施工、违规分包、以包代管问题
；四是施工现场安全管理混乱，事故隐患多，尤其是现场脚手架管理不规范，安全风险大，建设单位和监理单位对现
场特种设备进场及使用和特种设备操作人员疏于监管，把关不严，施工用电管理不规范，安全隐患多；五是现场监理
形同虚设，监理过程走过场；六是应急预案不完整，应急管理不到位；七是未按要求组织安全教育培训，职工安全意
识淡薄等。

 为适应机构改革和能源监管工作需要及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电力建设规模大、环保要求高等特点，针对电力建设工
程呈现出的点多面广跨度大、安全管理难度大、自然灾害多等问题，结合多年实践经验和各参建单位的意见和建议，
起草了本《办法》，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令的形式下发。

 《办法》对今后电力施工安全监管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是强化依法监管，推进电力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管理工作规范化、法制化，规定了电力建设工程施工安全必须
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提高监管透明度和公信力；二是划清责任边界，电力建设工程涉及
的建设主体众多，各建设主体的活动与电力建设工程的安全生产责任密切相关。《办法》对电力建设工程各参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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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体职责，规定了电力建设工程各建设主体必须遵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三是严肃责任追究和事故查处
，《办法》对电力建设工程各参建单位在建设过程中的安全职责和相应的法律责任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办法》出台
后，使施工安全责任追究和事故查处有了更加明确的法律依据。

 中国电力报：《办法》的出台重点完善了哪些内容？

 王晓林：《办法》共分8章，53条。主要呈现出“三个明确，两个突破，一个促进”特点。

 “三个明确”一是明确了国家能源局作为主管部门在电力行业施工安全方面具有监管责任、监管内容和监管措施。
二是进一步明确了工程建设各参建单位在安全管理方面的主体责任。三是明确了各参建单位忽视施工安全管理可能承
担的后果和违法违规的处罚条款。

 “两个突破”是在监管措施及处罚力度方面均有突破。

 “一个促进”是积极促进工程建设各参建单位加强工程现场施工安全水平。

 《办法》强调，要建立健全安全生产保证体系和监督体系，推广应用先进技术，推进实施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和安
全生产科学管理，这些要求都是为了促进工程建设各相关单位加强企业内部安全生产管理，完善企业安全生产文化，
提升施工安全管理水平。《办法》是为了促进工程建设各主体单位在内部管理上提升安全生产管理水平，从而达到“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根本目的。

 中国电力报：在监管措施方面，《办法》有哪些规定和突破？

 王晓林：《办法》进一步明晰了监管措施、“停工权”使用、启用“约谈机制”、建设安全信用体系等内容。监管
措施的突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明确了监管措施和手段能源局及派出机构，包括组成的专家组，在进行施工安全检查时，有权力调取相关企
业安全管理相关资料，并进行查阅。通过查阅这些相关资料，一是可以查出企业的安全管理状况，提出相关建议；二
是可以通过资料是否齐全、完整，反映出企业是否有效实施安全管理；三是通过这些资料，确定是否存在违反法律法
规等行为，必要时给予纠正和作为实施处罚依据。

 （二）赋予了监管人员现场停工的权力明确了监管人员有停工的权力。能源局及其派出机构在施工安全检查中，发
现有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一是要挂牌督办，责令及时整改，二是在分析评估隐患本身存在危害的同时，还要分析
在整改过程中，是否会出现其他危害因素，整改前或整改过程中无法保证安全的，可以作出暂时停止施工的处理，或
要求作业人员从危险区域撤出，从而保证作业人员生命安全。

 （三）建立了约谈、诫勉机制启用“约谈机制”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监管措施。《办法》规定，采取的措施中，可以
约谈存在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整改不到位的单位。

 （四）施工安全纳入国家统一的信用体系安全信用体系建设和公开不良信息，是对监管措施的完善和深化。《办法
》明确，要建立电力建设工程施工安全领域相关单位和人员的信用记录，并将其纳入国家统一的信用信息平台，依法
公开严重违法失信信息。

 中国电力报：请您介绍下国家能源局的监管职责。

 王晓林：《办法》出台之前，国家能源局依据《安全生产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进行监
管，《办法》出台后，是对相关法律法规在电力建设方面所表述的监管职责的进一步细化与补充完善，明确国家能源
局的监管职责，一是建立健全电力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管机制，制定电力建设工程施工安全行业标准；二是建立电力
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生产事故和重大事故隐患约谈、诫勉制度；三是加强层级监督指导，对事故多发地区、安全管理薄
弱的企业和安全隐患突出的项目、部位实施重点监督检查。国家能源局派出机构的监管职责，一是部署和组织开展辖
区内电力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监督检查；二是建立电力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生产事故和重大事故隐患约谈、诫勉制度；三
是依法组织或参加辖区内电力建设工程施工安全事故的调查与处理，做好事故分析和上报工作。

 中国电力报：《办法》新增了罚则部分，请您简要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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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晓林：为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法》和《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我们增加了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并征求了
国务院法制办和有关部委的意见，《办法》罚则部分内容全部有相应的法律依据，法律责任明确、处罚到位。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形势变化，电力建设工程施工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缺失对违法行为的责任追究和处罚，难以适
应安全生产领域的实际需要。为了加大对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办法》首先堵塞了法律责任处罚的漏洞，
对国家能源局及其派出机构主管人员、工程项目建设单位及参建单位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及作业人员都明确了
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明确了违法行为应予以相应的处罚。

 强化了对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和责任追究力度。

 《办法》对于违法违规行为，不但规定了要对企业进行处罚，也会对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处
罚，是一种双罚制度，同时还会对企业采取相应的“行业禁入”处罚。

 从《办法》中可以看出，对责任追究力度较大，如发生生产安全事故造成人员伤亡、他人财产损失的，应当依法承
担赔偿责任；造成重大安全事故，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责任人员，依据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等。《办法》不仅
写明了违法处罚的条款，而且直接宣示了谁违法谁就应该接受处罚和制裁，对安全生产起到了保障和促进作用，体现
了法律的可实施性和可操作性。

原文地址：http://www.china-nengyuan.com/news/8307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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