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 市  〔2014〕  112号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进一步加强

和完善建筑劳务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

各省、 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 ,直辖市建委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建设局 :

为贯彻落实 《关于推进建筑业发展和改革的若干意见》 (建

市 (⒛ 14〕 ” 号)精神,加 强建筑劳务用工管理 ,进 一步落实

建筑施工企业在队伍培育、权益保护、质量安全等方面的责任 ,

保障劳务人员合法权益,构建起有利于形成建筑产业工人队伍的

长效机制 ,提高工程质量水平 ,促进建筑业健康发展,提 出以下

意见 :

一、倡导多元化建筑用工方式 ,推行实名制管理

(一 )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企业可通过 自有劳务人员或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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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分包、劳务派遣等多种方式完成劳务作业。施工总承包、专业

承包企业应拥有一定数量的与其建立稳定劳动关系的骨干技术工

人,或拥有独资或控股的施工劳务企业,组 织自有劳务人员完成

劳务作业;也可以将劳务作业分包给具有施工劳务资质的企业 ;

还可以将部分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使用劳务派遣人

员完成作业。

(二 )施工劳务企业应组织 自有劳务人员完成劳务分包作

业。施工劳务企业应依法承接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企业发包的

劳务作业,并组织自有劳务人员完成作业,不得将劳务作业再次

分包或转包。

(三 )推行劳务人员实名制管理。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和

施工劳务等建筑施工企业要严格落实劳务人员实名制,加强对自

有劳务人员的管理 ,在施工现场配各专职或兼职劳务用工管理人

员,负 责登记劳务人员的基本身份信息、培训和技能状况、从业

经历、考勤记录、诚信信息、工资结算及支付等情况,加 强劳务

人员动态监管和劳务纠纷调处。实行劳务分包的工程项目,施工

劳务企业除严格落实实名制管理外,还应将现场劳务人员的相关

资料报施工总承包企业核实、各查;施工总承包企业也应配各现

场专职劳务用工管理人员监督施工劳务企业落实实名制管理 ,确

保工资支付到位,并 留存相关资料。

二、落实企业责任,保障劳务人员合法权益与工程质量安全

(四 )建筑施工企业对 自有劳务人员承担用工主体责任。建

筑施工企业应对自有劳务人员的施工现场用工管理、持证上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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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和工资发放承担直接责任。建筑施工企业应与自有劳务人员依

法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办理工伤、医疗或综合保险等社会保险 ,

并按劳动合同约定及时将工资直接发放给劳务人员本人;应不断

提高和改善劳务人员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 ,保障其合法权益。

(五 )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企业承担相应的劳务用工管理

责任。按照
“
谁承包、谁负责

”
的原则,施 工总承包企业应对

所承包工程的劳务管理全面负责。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企业将

劳务作业分包时,应对劳务费结算支付负责,对 劳务分包企业的

日常管理、劳务作业和用工情况、工资支付负监督管理责任;对

因转包、违法分包、拖欠工程款等行为导致拖欠劳务人员工资

的,负 相应责任。

(六 )建筑施工企业承担劳务人员的教育培训责任。建筑施

工企业应通过积极创建农民工业余学校、建立培训基地、师傅带

徒弟、现场培训等多种方式,提高劳务人员职业素质和技能水

平,使其满足工作岗位需求。建筑施工企业应对自有劳务人员的

技能和岗位培训负责,建立劳务人员分类培训制度 ,实施全员培

训、持证上岗。对新进入建筑市场的劳务人员,应 组织相应的上

岗培训,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对 因岗位调整或需要转岗的劳务

人员,应 重新组织培训,考核合格后方可上 岗;对从事建筑电

工、建筑架子工、建筑起重信号司索工等岗位的劳务人员,应 组

织培训并取得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证书后方可上岗。施

工总承包、专业承包企业应对所承包工程项 目施工现场劳务人员

的岗前培训负责,对施工现场劳务人员持证上岗作业负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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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七 )建筑施工企业承担相应的质量安全责任。施工总承包

企业对所承包工程项 目的施工现场质量安全负总责,专业承包企

业对承包的专业工程质量安全负责,施工总承包企业对分包工程

的质量安全承担连带责任。施工劳务企业应服从施工总承包或专

业承包企业的质量安全管理 ,组 织合格的劳务人员完成施工作

业。

三、加大监管力度 ,规范劳务用工管理

(八)落实劳务人员实名制管理各项要求。各地住房城 乡建

设主管部门应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 ,做好实名制管理的宣贯、

推广及施工现场的检查、督导工作。积极推行信息化管理方式 ,

将劳务人员的基本身份信息、培训和技能状况、从业经历和诚信

信息等内容纳入信息化管理范畴,逐步实现不同项 目、企业、地

域劳务人员信息的共享和互通。有条件的地区,可探索推进劳务

人员的诚信信息管理 ,对发生违法违规行为以及引发群体性事件

的责任人 ,记录其不良行为并予以通报。

(九 )加大企业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各地住房城 乡建

设主管部门应加大对转包、违法分包等违法违规行为以及不执行

实名制管理和持证上岗制度、拖欠劳务费或劳务人员工资、引发

群体性讨薪事件等不良行为的查处力度,并 将查处结果予以通

报,记入企业信用档案。有条件的地区可加快施工劳务企业信用

体系建设 ,将其不良行为统一纳入全国建筑市场监管与诚信信息

发布平台,向 社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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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强政策引导与扶持 ,夯实行业发展基础

(十 )加强劳务分包计价管理。各地工程造价管理机构应根

据本地市场实际情况,动 态发布定额人工单价调整信息,使人工

费用的变化在工程造价中得到及时反映;实 时跟踪劳务市场价格

信息,做好建筑工种和实物工程量人工成本信息的测算发布工

作,引 导建筑施工企业合理确定劳务分包费用,避免因盲目低价

竞争和计费方式不合理引发合同纠纷。

(十 一)推进建筑劳务基地化建设。各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

部门应结合本地实际,完善管理机制、明确管理机构、健全工作

网络,推进建筑劳务基地化管理工作开展。以劳务输出为主地区

的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积极与本地相关部门沟通协调 ,制 定

扶持优惠政策,争取财政资金和各类培训经费,加大建筑劳务人

员职业技能培训和鉴定力度,坚 持先培训后输出、先持证后上

岗,多 渠道宣传推介本地建筑劳务优势,完善建筑劳务输出人员

的跟踪服务,推进建筑劳务人员组织化输出。劳务输入地住房城

乡建设主管部门应积极协调本地企业与劳务输出地建立沟通、交

流渠道,鼓励大型建筑施工企业在劳务输出地建立独资或控股的

施工劳务企业,或 与劳务输出地有关单位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

系,支持企业参与劳务输出地劳务人员的技能培训,建立双方定

向培训机制。

(十二)做好引导和服务工作。各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和行业协会应根据本地和行业实际情况,搭建建筑劳务供需平

台,提供建筑劳务供求信息,鼓励施工总承包企业与长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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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信誉好的施工劳务企业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鼓励和扶持实

力较强的施工劳务企业向施工总承包或专业承包企业发展;加 强

培训工作指导,整合培训资源,推动各类培训机构建设,引 导有

实力的建筑施工企业按相关规定开办技工职业学校,培养技能人

才,鼓励建筑施工企业加强校企合作,对 自有劳务人员开展定向

教育,加大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力度。各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应会同有关部门积极探索适合建筑行业特点的劳务人员参加社会

保险的方式方法,允许劳务人员在就业地办理工伤、医疗及养老

保险,研究做好劳务人员社会保障与新农合的合并统一及异地转

移接续,夯实劳务人员向产业工人转型的基础建设工作。

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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