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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县（自治县）住房城乡建委，两江新区、重庆高新区、重庆经开区、万盛经开区、

双桥经开区建设局，各有关单位：

为切实加强我市建设工程抗震管理，提高建设工程抗震防灾能力，现就贯彻落实《建

设工程抗震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条例》实施的重要意义

《条例》是我国第一部工程抗震管理领域的专门行政法规，是对建筑法、防震减灾法

所确立的基本法治制度进一步细化，是长期以来对我国建设工程抗震防灾实际工作的科

学总结，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更好的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一部重要立法成果，对加

强建设工程抗震管理，提高政府依法行政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各区县要不断加强

《条例》的组织学习，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弘扬“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发展思想，

增强风险意识，绷紧地震风险防控这根弦，不断提高建设工程抗震防震能力，切实降低

地震灾害风险。

二、全面落实《条例》各项规定

（一）严格落实建设主体责任。从事建设工程抗震相关活动的单位和人员，应当依法

对建设工程抗震负责。建设单位应当对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和施工全过程负责，在勘察、

设计和施工合同中明确拟采用的抗震设防强制性标准，按照合同要求对勘察设计成果文

件进行核验，组织工程验收，确保建设工程符合抗震设防强制性标准。工程总承包单位、

施工单位及工程监理单位应当建立建设工程质量责任制度，加强对建设工程抗震设防措

施施工质量的管理。

（二）严格执行强制性标准。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应当符合抗震设防强制性

标准。对高烈度设防地区、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的重大建设工程 、地震时可能发生严重

次生灾害的建设工程和地震时使用功能不能中断或者需要尽快恢复的建设工程应当在初

步设计阶段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编制建设工程抗震设防专篇。学校、幼儿园、医院、养老



机构、儿童福利机构、应急指挥中心、应急避难场所、广播电视等建筑，应当按照不低

于重点设防类（乙类）的要求采取抗震设防措施。

（三）严格落实抗震设防审查。严格落实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审批、市政公用

设施抗震设防专项论证制度，对采取的抗震设防措施合理可行的，予以批准，并将审批

论证意见作为施工图设计和审查的依据。严格执行施工图设计审查制度，确保建设工程

抗震设防要求全面落实到位。

（四）提高建筑抗震性能。位于高烈度设防地区、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的新建学校、

幼儿园、医院、养老机构、儿童福利机构、应急指挥中心、应急避难场所、广播电视等

建筑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采用隔震减震等技术，保证发生本区域设防地震时能够满足

正常使用要求。

（五）依法实行抗震性能鉴定加固。对已建成的建设工程，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防震减灾法》第三十九条规定范围，依法实行建设工程抗震性能鉴定，根据抗震性能

鉴定结果需要进行抗震加固且具有加固价值的，应当进行抗震加固。积极鼓励在既有建

筑加固、改造工程中，采用隔震减震等技术。

（六）加强农村建设工程抗震设防。对抗震性能鉴定未达到抗震设防强制性标准的农

村村民住宅和乡村公共设施建设工程抗震加固给予必要的政策支持。实施农村危房改造、

移民搬迁、灾后恢复重建等，应当保证建设工程达到抗震设防强制性标准。编制、发放

适合农村的实用抗震技术图集，并加强指导服务、技术培训、示范引导等。

三、强化保障措施与监督管理

（一）强化保障措施。提请当地人民政府建立建设工程抗震管理工作机制，将建设工

程抗震管理相关工作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对未采取抗震设防措施或者未

达到抗震设防强制性标准的老旧房屋、农村村民住宅和乡村公共设施建设工程抗震加固

给予必要的政策支持。

（二）加强监督管理。加强对建设单位和勘察、设计、施工等单位及从业人员落实抗

震设防强制性标准情况的监督管理。切实做好企业及从业人员的资质资格管理和设计、

施工质量监督管理，建立建设工程抗震责任企业及从业人员信用记录制度，将相关信用

记录纳入信用管理系统和管理平台。

（三）加大宣传和培训。组织开展建设工程抗震知识宣传普及，提高社会公众抗震防

灾意识。加强学法培训，统筹抓好《条例》及抗震设防业务知识学习，结合继续教育、

专项培训等活动，加强对建设工程抗震管理和技术人员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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