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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CITIES AND TOWNS CONSTRUCTION IN GUANGXI - 广西城镇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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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促进建筑业科学发展，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市场监管司对2007年颁布的《施工总承包

企业特级资质标准》进行了修订，日前发布征求意见稿，要求各地6月30日前反馈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了施工总

承包企业申请特级资质应具备的条件。在企业资信能力方面，要求企业净资产6亿元以上，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近3年营业收入均在50亿元以上、银行授信额度均在10亿元以上、未被列入行贿犯罪档案。对企业技术负责

人，要求具有15年以上从事本类别工程技术管理经历、工程序列高级工程师或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主持完成过

2项符合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标准要求的代表工程。在科技进步水平方面，企业须具有省部级（或相当于省部级水

平）及以上的企业技术中心、近3年科技活动经费支出均达到营业收入的0.8%以上。同时，对企业工程业绩也做出

了严格的规定。其中，在建筑工程方面，要求企业近5年承担过下列任意3类工程的施工总承包或主体工程承包且

工程质量合格：高度120米以上的建筑物，钢筋混凝土结构单跨30米以上（或钢结构单跨36米以上）的建筑工程2

项，以工程总承包方式承建的单项合同额5亿元以上的建筑工程，高度60米以上的预制装配式建筑工程。根据征求

意见稿，取得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的企业可承担本类别各等级工程的工程总承包、施工总承包和项目管理业务。

住房城乡建设部日前下发通知，要求各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组织开展2017年装配式建筑示范城市和产业基

地申报工作，6月25日前将推荐材料报送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按照要求，装配式建筑示范城市须具备“拥有5个

以上装配式建筑开发、设计、施工企业和3个以上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生产企业以及10个以上装配式建筑工程项目

等；制定了装配式建筑发展规划，有较高的发展目标和任务；有明确的装配式建筑发展支持政策、专项管理机制和

保障措施；本地区装配式建筑工程项目近3年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和各类质量事故”等条件。产业基地

须具备“具有较强的装配式建筑产业能力、先进成熟的装配式建筑相关技术体系，建筑信息模型（BIM）应用水平

高，具有完善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和产品质量控制体系、市场信誉良好，近3年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和

各类质量事故；设计、施工类企业应承担过10万平方米以上的装配式建筑工程项目，部品部件生产类企业的产品应

在10万平方米以上的装配式建筑工程项目中应用，科技研发类企业主持过3项及以上的国家或省部级装配式建筑相

关科研项目”等条件。

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近日印发通知，决定在北京市门头沟区、江西省瑞昌市、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等100个

县（市、区），开展第一批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示范工作。按照要求，开展示范的县（市、区）要在

2017年确定符合本地实际的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方法，并在半数以上乡镇进行全镇试点，两年内实现农村生活垃圾

分类覆盖所有乡镇和80%以上的行政村，并在经费筹集、日常管理、宣传教育等方面建立长效机制。各省级住房城

乡建设部门要及时总结有关县（市、区）可借鉴、可复制的典型经验并进行推广。到2020年底前，在具备条件的

县（市、区）普遍开展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工作。住房城乡建设部将对各地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

利用工作开展督促、检查和指导。2020年底前，每年组织一批县（市、区）开展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

示范工作。对工作进展明显、成效突出、模式成熟的示范，召开现场会推广其经验，并组织中央媒体进行集中宣传

报道，相关经验将纳入有关国家标准或技术指南等文件。

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和环境保护部联合下发通知，规范城市生活垃圾跨界清运处理。根据通知，城市生活垃

圾原则上要就地就近处置，本地不具备垃圾处置设施、条件或者处置成本较高的，可在本省域内异地或者跨省

域转移处置生活垃圾。跨界转移处置的垃圾，要选择合法运营的填埋场、焚烧厂等生活垃圾处置设施、场所。

严禁私自随意丢弃、遗撒、倾倒、堆放、处置生活垃圾。各地要按程序和要求提出跨界清运处置垃圾申请。两

部门要求，要严格垃圾清运处理服务准入。一方面，要依法实施垃圾清运处理服务许可。从事城市生活垃圾清

运处理服务的单位，要依法取得由住房城乡建设（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

收集、运输、处理服务许可。另一方面，要加强垃圾清运处理服务单位资格核查。承接城市生活垃圾清运处理

服务的单位，要具备从事生活垃圾清扫、收集、运输、处理服务的能力并满足有关资格条件。为强化垃圾跨界

清运处置过程监管，各地要建立联单制度。跨行政区域转移处置垃圾应全过程建立记录台账，来往票据全部实

行多联单，留底备查。

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银监会办公厅联合下发通知，深化公共建筑能效提升重点城市（以下简称“重

点城市”）建设。“十三五”时期，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不少于1个重点城市，树立地区公共建筑能效

提升引领标杆。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直接作为重点城市进行建设。根据通知，重点城市应完成以下

目标：新建公共建筑全面执行《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规模化实施公共建筑节能改造，直辖市公共建筑节

能改造面积不少于500万平方米，副省级城市不少于240万平方米，其他城市不少于150万平方米，改造项目

平均节能率不低于15%，通过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实施节能改造的项目比例不低于40%。完成重点城市公共建

筑节能信息服务平台建设，确定各类型公共建筑能耗限额，开展基于限额的公共建筑用能管理。建立健全针对

节能改造的多元化融资支持政策及融资模式，形成适宜的节能改造技术及产品应用体系。建立可比对的面向社

会的公共建筑用能公示制度。重点城市要提高新建公共建筑节能标准执行质量，强化标准在规划、设计、施

工、竣工验收等环节的执行监管，落实各方主体责任，确保标准执行到位。同时，建立节能信息服务及披露机

制。重点城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充分整合公共建筑能耗统计、能源审计及能耗动态监测数据信息，构建面

向政府、市场、业主、金融机构、社会团体等利益相关方的公共建筑节能信息服务平台。

4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