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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文件

沪建村镇〔2023〕432号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关于印发《关于开展本市农村住房建筑活动

管理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各涉农区建设管理部门：

现将《关于开展本市农村住房建筑活动管理试点工作的

指导意见》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按照执行。

特此通知。

2023 年 8 月 17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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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本市农村住房建筑活动管理

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

为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推进乡村振兴、城乡

融合发展，落实《上海市农村村民住房建设管理办法》（沪府

令 16 号）精神，着力加强宅基地上村民自建的农村住房建筑

活动全过程管理，现就开展本市农村住房建筑活动管理试点

工作提出指导意见如下：

一、指导思想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新建（含翻建）、改扩建

农村住房的建设活动管理，通过农村住房建筑活动管理试点

工作，形成农房建设管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加快推动建

立农村住房建设全过程的建筑活动管理长效机制，不断提升

农村住房建设质量安全和风貌水平。

二、基本原则

（一）依法依规、分级分类。严格对照国家和本市相关

要求，按房屋用途、危险等级等，分类分级规范农房新建、

存量房屋改扩建用于经营等建筑活动的管理，压实各级各方

管理责任。

（二）突出重点、因地制宜。聚焦问题堵点，突出管理

重点，结合农村特点，探索建立差异化、简便化的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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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尊重村民意愿，强化村民主体责任，发挥好村级组织自

治作用。

（三）试点先行、有序推进。有针对性推动涉农区、乡

镇开展试点，用一年左右时间积累总结经验，有序建立健全

新建和改扩建房屋建筑活动管理的长效机制。

三、试点范围

经充分征询各涉农区意见，选定松江区所有涉农乡镇、

浦东新区航头镇、嘉定区徐行镇、奉贤区庄行镇、青浦区金

泽镇先行开展试点。鼓励其他涉农区相关乡镇参照试点要求

自主探索，进一步加强农村住房建筑活动管理。

四、明确各级各方责任

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是本市村民建房的建筑活动主管

部门，并负责农村建筑风貌的引导。区建管部门负责辖区村

民建房的建筑活动监督管理。乡镇政府受区建管部门委托，

进行农户建房质量安全的现场指导和监督检查。村级组织在

乡镇政府指导下落实自治协管。建房村民或集体经济组织对

其建房活动承担主体责任。设计、施工等单位或个人依法依

规依约承担相应责任。

已明确纳入基本建设管理程序的农村住房，按照国家和

本市规定的职责分工执行，压实各方责任。

五、加强新建村民住房的建设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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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分类管理，属于集体建房（集体经济组织统一规划、

统一设计、集中建造）的，适用国家和本市有关建设工程质

量和安全的管理规定，应在取得乡村规划建设许可证后，向

区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竣工验收备案

手续。属于农户个人建房的，重点强化以下各方面的管理：

（一）明晰管理关键环节。乡镇政府应在现行开工查验、

竣工验收两道环节加强落实住建部门管理要求。开工前乡镇

应落实质量安全专管人员，由其在开工前查验施工图纸、建

房协议、安全生产书面承诺等建房要件，将以上资料规范存

档，并报送区建管部门。施工过程中，由乡镇质量安全专管

人员落实施工监管，区建管部门开展抽查和考核，建立区和

乡镇两级的监管台账。竣工后，乡镇组织竣工验收时，应通

知乡镇质量安全专管人员参加，并将竣工验收结果备案到区

建管部门。

（二）严格施工图纸管理。施工图纸应包含建筑、结构

等专业，并符合相应技术规范、设计标准以及属地风貌要求。

施工图纸可由建房村民自行委托具备资质的设计单位设计，

或由乡镇政府统一购买设计服务，选用乡村建筑师等专业设

计人员设计或对通用施工图集深化设计。设计方对施工图纸

质量负责。

（三）严格施工队伍管理。村民建房应当选择具有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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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能力的施工队伍，可选择具备相应资质的施工单位或者

由乡村建设工匠组成的施工队伍承担，并签订建房协议。压

实施工方责任，建房协议要明确质量员、安全员，明确质量

安全责任和质量保修期等。施工队伍应按照施工图纸、建房

协议以及相关施工技术标准、规程等开展施工，对施工过程

中的质量和安全负责。

（四）严格施工铭牌管理。乡镇政府要落实村民建房施

工铭牌公示制度，施工铭牌是部门监管、村民监督的重要参

考依据。施工队伍负责制作施工铭牌，在开工前将其设立在

工地醒目位置。施工铭牌应如实公示房屋立面效果图、总平

面图，建筑面积、层数、高度，设计、施工单位的名称，设

计、施工负责人以及施工质量员、安全员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监督举报电话等信息。

六、加强既有村民住房改扩建用于经营的建设管理

严禁既有农村住房违规加层加盖、擅自变动建筑主体和

承重结构等行为。经批准允许改扩建用于经营的农村住房，

在依法依规取得相关批准文件后，参照限额以下小型项目管

理对其建筑活动实施监管，开工前加强属地备案和信息报送，

并应选择有相应资质要求的设计、施工单位开展设计和施工。

农村住宅转为经营用途的，产权人或使用人在办理相关经营

许可、开展经营活动前，应当委托市房管局公示名单内的检



— 6 —

测鉴定单位开展房屋安全鉴定，依法依规取得房屋安全鉴定

合格证明。

七、加强工作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加强农村

住房建筑活动全过程管理试点的统筹指导，加强与相关部门

联动，形成合力。区级建管部门协同相关区级管理部门，制

订辖区内农村住房建设全过程监管试点工作方案，细化建房

监管的内容和要求，组织培训指导，开展政策宣传，严格抽

查考核。乡镇政府严格落实具体监管试点的属地责任，及时

总结试点工作做法，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二）充实监管力量。乡镇政府应当落实农村房屋质量

安全专管人员对农户建房全过程实施质量和安全监督，也可

以委托符合条件的第三方质量安全管理机构实施质量和安全

监督。加大人员、资金和技术等保障力度，落实人员编制和

经费预算。充分发挥村级组织自治、村民监督作用，发掘吸

纳有一定施工技术常识的村民、乡村建设工匠等作为补充力

量开展日常巡查等工作。

（三）强化建房队伍。用好乡村建筑师，持续推动乡村

建筑师下乡开展陪伴式驻村指导，推动乡镇落实财政预算，

统一购买乡村建筑师服务，为村民建房提供设计、咨询、管

理等服务。健全乡村建设工匠管理机制，加强工匠技能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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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考核，提升乡村建设工匠职业技能和综合素质，建立乡村

建设工匠名录，推动乡村建设工匠持证上岗全覆盖。

（四）加强信息化建设。探索建立农房建设管理信息系

统，强化农村住房建筑活动信息掌握，推动与规划资源、农

业农村等部门间信息互通共享，实现信息报送备案、过程监

管、督办整改等在线办理，乡村建筑师、乡村建设工匠在线

公布、选用、评价，房屋质量安全和风貌管理要求在线公布、

宣传等功能，不断提升农村住宅建筑活动数字化监管和服务

水平。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2023年8月1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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