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强雷电灾害防御 规范雷电灾害管理

——中国气象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桑瑞星解读《防雷减灾管

理办法》

本报记者 张明禄

日前，中国气象局公布新修订的《防雷减灾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办法》）。《办法》自 2025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针对《办

法》的修订背景、修订内容等，中国气象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桑

瑞星进行了解读。

记者：为何要对《办法》进行修订？

桑瑞星：《防雷减灾管理办法》自 2011 年 9 月 1 日实施以

来，对加强雷电灾害防御工作，规范雷电灾害管理发挥了重要作

用。随着国家推进全面深化改革，防雷减灾体制改革也不断深化，

雷电灾害防御和防雷安全监管工作从重审批向强监管、优服务转

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新要求。

一是落实上位法修订要求保障法制统一。从 2016 年起，国

务院先后取消了防雷工程专业资质认定许可事项，将防雷装置设

计审核和竣工验收许可范围进行了调整，并取消了“防雷产品测

试”“防雷专业技术人员资格”等事项。2017 年国务院修订了《气

象灾害防御条例》，对涉及防雷减灾管理的相关条款进行了修订。

按照“急用先行”的原则，2020 年和 2022 年中国气象局先后



对《雷电防护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规定》和《雷电防护装置

检测资质管理办法》两部部门规章进行了修订并公布实施。

二是强化安全监管和依法履职。《气象高质量发展纲要

（2022—2035 年）》明确要求加强防雷安全监管。中国气象局

积极推进防雷减灾体制改革，不断完善防雷安全监管制度。先后

制定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质单位年度报告、资质评审等制度文件，

推动建立防雷安全责任体系，梳理完善防雷安全重点单位、雷电

防护装置检测单位、地方各级气象主管机构的防雷安全责任落实

工作清单，建立健全雷电灾害事故预防体系和隐患治理体系。

三是通过推进防雷数字化监管改革优化服务。为解决监管力

量不够、能力不足、监管手段单一的问题，中国气象局出台关于

加快推进防雷安全监管数字化改革的意见，推动安全监管法治化

与数字化深度融合，建设全国一体化数字监管系统，进一步优化

审批服务，提升监管效能。同时，贯彻落实国务院严格规范涉企

行政检查的部署要求，通过强化数字技术赋能，建立线上线下协

同的动态监管机制，促进监管模式创新和依法治理相结合。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全面深化改革部署，进一步深化防雷

减灾体制改革，贯彻《气象灾害防御条例》的有关规定，强化安

全监管和依法履职，中国气象局对《办法》进行了修订。

记者：《办法》主要修订了哪些内容？

桑瑞星：《办法》于 2023 年启动修订，广泛调研论证，听



取意见建议，反复修改完善，由原来的八章三十九条修订为六章

二十八条，主要修订了以下内容：

一是强化防雷安全数字化监管。近年来，防雷安全监管数字

化改革加快推进，1700 余家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质单位和 13

万余家防雷安全重点单位纳入全国防雷减灾综合管理服务平台，

实现监管全覆盖。《办法》认真落实国家改革要求和安全生产“三

管三必须”要求，明确气象主管机构通过建设防雷安全信息化监

管平台开展监管，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质单位应当按照气象主管

机构要求使用防雷安全信息化监管平台。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质

单位应当执行国家有关标准和规范，出具的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报

告必须真实可靠，并上传至防雷安全信息化监管平台。

二是落实防雷安全主体责任。落实《国务院关于优化建设工

程防雷行政许可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要求，《办法》进

一步强化建设工程防雷安全监管的要求，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作为立法依据，增加防雷安全重点单位管理制度，授

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气象主管机构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和公

布防雷安全重点单位目录清单。

三是取消关于防雷工程专业资质的规定。落实《决定》要求，

删除原《办法》第三章防雷工程专业设计和施工资质条款，改为

新建、改建、扩建建设工程雷电防护装置的设计、施工，可由取

得相应建设、公路、水路、铁路、民航、水利、电力、核电、通

信等专业工程设计、施工资质的单位承担，与《气象灾害防御条



例》相关表述保持一致。落实国家取消“防雷产品测试”的要求，

删除原《办法》防雷产品测试的规定。

记者：如何将《办法》修改的各项内容落到实处？

桑瑞星：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

中国气象局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全力做好《办法》的学习宣传

和贯彻实施工作，确保取得实效。

一是深刻认识《办法》修订的重要意义，结合工作实际积极

宣传贯彻《办法》。各地要及时推动清理相关法规、规章、配套

文件和标准，做好立改废释等工作，确保相关规定规范与《办法》

内容衔接，维护气象法律法规体系的统一性和权威性。同时要加

大对社会各界和相关行业的宣传力度，综合运用“报、网、端、

微、屏”等媒体平台，积极营造《办法》顺利实施的法治环境和

良好氛围。

二是积极争取将防雷减灾工作纳入各级政府安全生产监管

体系，推动地方政府依法落实雷电灾害防御责任。气象部门要加

强与各级安委会成员单位的沟通协作，健全协同机制，按照“谁

审批、谁负责、谁监管”的原则，充分发挥防雷管理工作部门协

调会议制度的作用、完善各级安委会成员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职责

分工，明晰各行业部门的监管职责，多措并举汇聚合力，确保全

面、准确适用《办法》的各项规定。

三是依法全面履行防雷管理法定职责，加快推进防雷安全监



管数字化改革。各级气象部门首先要全面推进严格执法，依法全

面履行防雷管理法定职责，保障制度刚性执行，推动法律的制度

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其次要认真落实《气象部门严格规范涉企

行政检查实施方案》，减轻企业负担；第三要以《办法》实施为

契机，进一步推动落实《中国气象局关于加快推进防雷安全监管

数字化改革的意见》提出的各项任务，建设完善防雷安全数字化

监管系统，建立健全相关配套制度，提升防雷安全数字化监管效

能。

随着全国各地陆续进入汛期，强对流天气逐渐增多，雷电灾

害防御形势日趋严峻，我们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

松懈思想和侥幸心理，以《办法》的贯彻实施为契机，层层压紧

压实防雷安全监管责任，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防雷重特大安全生

产事故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