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区县（自治县）住房城乡建委，两江新区、经开区、高新区、万盛经开区、双桥经开区
建设管理局，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强工程建设项目质量安全控制，
按照市政府对推进社会投资小型低风险建设项目审批服务改革的工作要求，在从业人员资
格、监管程序和质量安全监督等环节，进一步完善改革举措、提升施工阶段质量安全管控
水平。现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明确部分从业人员资格

（一）提高质量监督人员学历要求。

在本市范围内，从事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督工作的监督人员除需符合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5号令）规定的任
职资格外，同时应满足具有建筑学、工程学或建设工程管理类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

（二）提高总监理工程师学历要求。

在本市范围内，从事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监理机构的总监理工程师除需
符合现行《建设工程监理规范》（GB/T50319）规定的任职资格外，同时应满足具有建筑
学、工程学或建设工程管理类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

二、进一步优化工程监理和档案管理工作

按照我市对社会投资小型低风险建设项目审批服务改革工作的有关要求，社会投资的
小型低风险建设项目（新建、改建、扩建的工业项目、仓储项目，且满足总建筑面积不大
于1万平方米、建筑高度不大于24米，不涉及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物品或危险品的项
目），不再强制委托监理，取消工程档案验收。

（一）不再强制委托监理。

上述项目建设单位可以自主决策选择监理或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等其它管理模式，有
条件的建设单位可聘请具有建筑学、工程学或建设工程管理类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
专业技术人员担任内部工程师，履行监理职责。

建设单位聘用内部工程师履行监理职责时，要严格落实项目管理首要责任。一是建立
健全项目管理相关工作制度，组建专业机构，明确岗位职责，压实工作责任，对项目实施
全过程管理；二是认真执行项目负责人授权书制度和承诺书制度，严格落实项目负责人质
量终身责任；三是法定监理职责由建设单位承担。

（二）取消工程档案验收。

上述项目各参建单位应落实建设工程档案管理主体责任，按《建设工程档案编制验收
标准》（DBJ50/T-306-2018）要求进行档案收集、编制、整理及归档，确保档案真实、齐
全、完整。工程竣工验收后，各参建单位向建设单位移交相关工程档案。建设单位自行接
收保管建设工程档案，确保档案齐全、完整和永久安全管理，做到有档可查。

市城建档案管理机构应将建设工程档案编制的技术标准、有关政策通过互联网公开，
并制定《社会投资小型低风险建设工程档案管理告知书》，由各级城建档案管理机构在建
设单位办理施工许可证时发放。建设项目自立项至规划验收，产生的行政审批文件材料
（含审查合格的施工图、勘察文件）电子件，由各审批部门通过政务外网推送至建管权限
对应的城建档案管理机构进行在线归档，主城各区城建档案管理机构接收后须移交市城建
档案管理机构。



三、进一步细化社会投资小型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管要求

各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及其委托的质量安全监督机构，应对社会投资小型建筑工程实
施科学合理、规范透明的监管，建立健全基于风险导向的质量安全监督检查制度，着力落
实参建单位的主体责任，特别是建设单位的首要责任。

（一）社会投资小型建筑工程范围。

社会投资小型建筑工程，是指本市行政区域内新建、改建、扩建的没有我国各级政府
公共财政直接投资的房屋建筑工程，且满足总建筑面积不大于1万平方米、建筑高度不大于
24 米、功能单一、技术要求简单的项目。其中，室内儿童活动场所、养老设施以及生产和
存储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厂房、仓库等项目除外。

（二）明确施工过程质量安全监督检查频次。

1.下列工程在施工过程中实施一次监督检查：工业项目、仓储项目；总建筑面积不大
于5000平方米，结构高度不超过 12 米，且不含地下室的商场、办公楼、宾馆、酒店、文
化、体育、旅游类公建工程。

2.下列工程在施工过程中实施两次监督检查：总建筑面积在 5000 -10000平方米，结构
高度在 12 米以上或含地下室的商场、办公楼、宾馆、酒店、文化、体育、旅游类公建工
程。

3.下列工程在施工过程中实施不少于两次监督检查：住宅工程；教育、医疗类公建工
程；存在超过一定规模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的项目；建成投入使用后非建设单位自
己持有的项目。

各区县质量安全监督机构分别设立的，由质量监督机构牵头，安全监督机构配合，共
同开展施工过程中质量安全检查。在办理施工许可阶段，质量安全监督机构应将检查节点
告知建设单位。

（三）取消质量安全首次工作交底会。

社会投资小型建筑工程在办理施工许可阶段，各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采取网上告知
或书面告知方式，将工程质量安全监督事项以及有关要求告知建设单位，不再以首次工作
交底会形式开展相关工作。

（四）开展质量安全风险技术检查。

社会投资小型建筑工程施工过程中，建设单位应组织施工、监理、设计等参建单位在
桩基、基础、主体、装饰、幕墙、节能等阶段分别开展质量安全风险技术检查（以下简
称“技术检查”）。建设单位对技术检查负首要责任，施工、监理、设计等单位根据职责分
工对技术检查负相应主体责任。技术检查应基于工程各阶段的质量安全风险开展，相关风
险清单和风险等级由市级质量安全监督机构另行发布。技术检查按风险识别、检查实施、
检查总结三个阶段实施。

1.风险识别。在工程开工前完成，由施工单位项目技术负责人根据工程各阶段质量安
全风险清单和风险等级，识别施工各阶段质量安全风险并确定风险等级，并经过项目总监
理工程师和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确认。

2.检查实施。根据项目识别的质量安全风险清单和风险等级，在各施工阶段由建设单
位项目负责人组织施工单位技术负责人或授权委派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监理单位项目负责人
开展技术检查。



3.检查总结。各阶段技术检查之后，建设单位会同施工、监理单位形成技术检查报
告。技术检查报告应当反映技术检查情况以及问题整改情况。在竣工验收阶段，建设、勘
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组成的竣工验收组应验看技术检查报告。

技术检查有关情况应作为质量安全监督检查的重要内容，经发现工程参建方未实施技
术检查、发生工程质量安全事故、存在承诺不兑现等行为的，应加大监督频次和查处力
度，采取责令整改、禁止承诺或撤销相关许可等惩戒。情节严重的，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记入不良信用信息。

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2019年12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