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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州)建委（住房城乡建设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长白山管委会住房

城乡建设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县(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 

  为贯彻落实《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建筑工人实

名制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建市〔2019〕18号）的要求，省住房城乡建

设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制定了《吉林省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办法实施细

则（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区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吉林省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试行） 

  

  

  

  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19 年 12 月 26日 

  

  

  

  吉林省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试
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建筑市场秩序，加强建筑工人管理和服务，维护建筑工人和

施工企业合法权益，保障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培育专业型、技能型建筑产业

工人队伍，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依据建筑法、劳动合同法、《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办法（试行）的通

知》（建市〔2019〕18 号）、《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

工工资问题的实施意见》（吉政办发〔2016〕53 号）等文件，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建筑工人实名制是指对施工企业所招用建筑工人的从

业、培训、技能、权益保障、诚信、求职等以真实身份信息认证方式进行综合
管理的制度。 

  第三条 本细则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范围内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第四条 本细则所称施工企业包括总承包企业和分包企业。总承包企业是指

施工总承包、工程总承包以及依法与建设单位直接签订合同的专业承包企业。

分包企业是指依法进行分包的专业承包施工企业、施工劳务企业。 

  本细则所称建筑工人包括特种作业人员、技术工人和普通工人。本细则将

施工现场的项目管理人员纳入实名制管理范畴。项目管理人员是指建设单位项

目负责人、项目总监理工程师以及施工企业的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施工
员、安全员、质量员。 

  第五条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根据各自职责共同负责

制定全省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制度，对各地实施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工作进行
指导和监督。 

  各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根据部门职责负责本行

政区域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工作，制定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制度，督促建筑企

业在施工现场全面落实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工作的各项要求。 

  第六条 建设单位对项目的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负监督责任。施工总承包企
业应当建立本企业实名制管理制度，并对所承包项目的实名制管理负总责，分

包企业对本企业施工范围内的实名制管理负直接责任。 

  第七条 建筑工人实名制信息可用于以下事项： 

  （一）比对建设单位、施工企业、监理单位的项目管理人员到岗履职情

况； 

  （二）比对建筑工人劳动用工情况； 

  （三）可作为处理建筑工人劳动纠纷的参考； 

  （四）可作为施工企业差异化缴存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的参考； 

  （五）可作为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工资发放监管的参考； 

  （六）可作为参加工伤保险、工伤认定和工伤保险待遇支付的参考； 



  （七）可作为施工企业信用监管的参考。 

  第二章 平台建设与信息管理 

  第八条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建立完善“省实名制平台”。各地通过

“省实名制平台”实施实名制管理，各市州可建立本地区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
信息系统，并实现与“省实名制平台”的信息联通、共享。 

  第九条 “省实名制平台”按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相关技术标准进行

建设，由建筑工人实名制数据库、部门管理端、企业用户端、项目用户端和个
人用户端组成。 

  第十条 建筑工人实名制信息由基本信息、从业信息、劳动权益保障信
息、诚信信息等组成。 

  基本信息应包括身份证信息、文化程度、工种（专业）、技能（职称或岗

位证书）等级和基本安全培训等信息。 

  从业信息应包括工作单位、从业项目及岗位、进出场及考勤、求职等信

息。 

  劳动权益保障括劳动合同签订、工资支付、举报投诉等信息。 

  诚信信息应包括诚信评价、良好及不良行为记录等信息。 

  第十一条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向各级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分配平台账号。各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可通过平台账号登陆部门管理端，开展本地区建筑工人实
名制管理有关工作。 

  第十二条 施工企业通过企业用户端对本企业建筑工人进行实名制信息认

证，报送本企业建筑工人的实名制信息，并对信息的真实性负责。施工企业对

建筑工人进行实名制信息认证时，应在“省实名制平台”上传建筑工人身份证

正、反面图片及建筑工人本人手持身份证照片。施工企业可通过企业用户端对

建筑工人进行评价。总承包企业通过企业用户端向本企业施工项目部、分包企

业分配平台账号。 

  第十三条 建筑工程施工项目部通过项目用户端采集、管理、报送施工现场

建筑工人实名制信息。 

  第十四条 建筑工人可通过个人用户端进行实名制基本信息录入，发布求职

信息，对用工企业进行评价，可就劳动者权益保护等进行投诉。 

  第十五条 建筑工人实名制数据库依托“吉林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

台”的项目、企业、人员、诚信数据库进行建设。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督促工资支付专用账户开户银行向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门的“工资支付监控信息系统”实时传送工资发放信息。 

  “省实名制平台”和“工资支付监控信息系统”实现信息互联共享，相关

数据标准由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和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共同制定。 

  第十六条 各级住房和城乡建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及建筑业企业应建

立信息安全管理制度，确保实名制信息安全。 

  第三章 施工现场管理 

  第十七条 施工企业与农民工先签订劳动合同后进场施工。建筑企业应与招

用的建筑工人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对其进行基本安全培训，并在相关建筑工人
实名制管理平台上登记，方可允许其进入施工现场从事与建筑作业相关的活

动。 

  已在“省实名制平台”进行实名制认证，但 1年以上（含 1 年）未更新数
据的建筑工人，再次从事建筑作业时，施工企业应对其重新进行基本安全培

训。并在“省实名制平台”中记录相关培训信息，否则不得进入施工现场上岗

作业。 

  第十八条 总承包企业应配备实现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所必须的硬件设施设

备，施工现场原则上实施封闭式管理，设立进出场门禁系统，采用人脸、指

纹、虹膜等生物识别技术进行电子打卡；不具备封闭式管理条件的工程项目，

应采用移动定位、电子围栏等技术实施考勤管理。 

  建筑工人及项目管理人员出入施工区域必须以电子打卡方式记录考勤信

息。 

  第十九条 总承包企业应建立健全建筑工人工资专用账户管理制度，实行人

工费用与其他工程款分账管理。应汇总工程项目全部建筑工人工资表，通过建

筑工人工资专用账户按时足额将工资直接发放给施工现场的全部建筑工人。 

  总承包企业应在施工现场显著位置设置“建筑工人维权告示牌”，应将每

月经施工现场人员确认的考勤与工资支付信息在公示牌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

于 5 天。 

  第二十条 总承包企业应在施工现场配备专（兼）职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人

员。 

  总承包企业应将所承包项目全部建筑工人及项目管理人员的实名制信息报

送至“省实名制平台”，并对信息的及时性、完整性、准确性负责。应在工程

项目开工后 15 个工作日内向“省实名制平台”报送信息，并实时更新。 

  总承包企业应督促分包企业报送所招用建筑工人及本企业项目管理人员的

实名制管理信息，并进行核对。 



  总承包企业应做好所承建项目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有关纸质档案（建筑工

人花名册、工资发放表）、电子考勤信息、图像信息等的管理、保存工作，保

存期限不少于工程竣工且工资全部结清后 2年。 

  第二十一条 分包企业应在施工现场配备专（兼）职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人

员。 

  分包企业应与所招用的建筑工人依法签订劳动合同（一式两份），其中一

份报施工总承包企业备案。 

  分包企业项目部应编制所招用建筑工人工资支付表，并按总承包企业的要

求报送本企业所承包工程有关的实名制信息。 

  第二十二条 建设单位应与施工企业、监理单位以合同方式约定实施建筑

工人实名制管理的内容，将实名制管理所需费用列入工程安全文明措施费，督

促施工企业、监理单位落实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的各项措施。 

  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工程进度按时足额将工程款中的工资款项拨入施工总承

包企业设立的工资支付专用账户。 

  第二十三条 监理企业应对施工现场实名制管理进行定期检查。发现施工企
业未落实实名制管理要求的，应要求其限期整改，逾期未整改的，应报送项目

所在地的住房和城乡建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四条 各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对下级

部门落实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于发现的问题要责令限期
整改；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要约谈相关责任人；约谈后仍拒不整改或整

改不到位的，列入重点监管范围并提请有关部门进行问责。 

  第二十五条 各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按照
“双随机、一公开”的要求，加强对本行政区域施工现场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

制度落实情况的日常检查，对涉及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相关投诉举报事项进行

调查处理。对涉及不依法签订劳动合同、不依法参加工伤保险、欠薪等侵害建

筑工人劳动保障权益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会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依

法处理；对涉及其他部门职能的违法问题或案件线索，应按职责分工及时移送

处理。 

  对在监督检查中发现的企业及个人弄虚作假、漏报瞒报等行为，应予以纠

正、限期整改，录入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平台并及时上传相关部门。拒不整改

或整改不到位的，可通过曝光、列入重点监管范围等方式进行处理，可进行企

业资质动态核查，企业不再符合相应资质标准的，依照《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

规定》相关要求查处。存在工资拖欠的，可提高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缴纳比例，



将相关不良行为记入企业或个人信用档案，并通过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

平台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六条 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的落实情况列入标准化工地考核内容。 

  第二十七条 各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应制定具体的激励办法，对实名制管
理工作落实到位的企业及相关负责人给予诚信加分。 

  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制定具体的激励办法，对切实落实建筑工人

实名制管理的施工企业，减免农民工工资保证金。 

  第二十八条 严禁各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借推

行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的名义，指定建筑业企业采购相关产品；不得巧立名目
乱收费，增加企业额外负担。对违规要求建筑业企业强制使用某款产品或乱收

费用的，要立即予以纠正；情节严重的依法提请有关部门追究法律责任。 

  第二十九条 鼓励各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组织
项目建设单位、施工企业、监理单位进行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有关的培训。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条 市(州)、县(市)区住房和城乡建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可

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实施意见。 

  第三十一条 本细则由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负责

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