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增考点 1】

7.1.1 施工生产危险源及其控制

2. 施工生产常见危险源 P286

物体打击事故危险源。主要危险因素有：高处作业面层工具、材料放置不当或无

防坠落措施，高处作业面层未设置挡脚板，水平防护及立面防护不严密，作业人

员违章高处抛物，垂直运输过程及吊装工艺过程捆绑不牢固，立体交叉作业中物

件坠落，爆破作业、自然灾害引发物体坠落，上、下通道未设置防护棚，塔式起

重机旋转半径范围内的作业场所无防护棚，高处作业面层未设置挡脚板，水平防

护及立面防护不严密，作业人员违规进人限制区域，进入施工现场未戴安全帽等。

按照《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GB6441 一 1986 标准，物体打击不包括主体机

械设备、车辆、起重机械、坍塌等造成的打击。

【核心点：此内容属于事故危险源的主要危险因素，此处新增主要因素，属于高

频考点】

【新增考点 2】

7.2.2 施工安全管理基本制度 P312

施工设施、设备和劳动防护用品安全管理制度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

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并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是生

产经营单位的法定责任。

劳动防护用品是保障劳动者安全与健康的辅助性、预防性措施，不能以劳动防护

用品替代工程防护设施和其他技术、管理措施。用人单位使用的劳务派遣工、接

纳的实习学生应当纳入本单位人员统一管理，并配备相应的劳动防护用品。对处



于作业地点的其他外来人员，必须按照与进行作业的劳动者相同的标准，正确佩

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核心点：此处为考点新增描述，可能会作为多选题的选项要求考生判断正误】

【新增考点 3】

7.4.3 施工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

施工安全事故罚款处罚 P333

1.事故发生单位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的罚款

（1）对一般事故负有责任的罚款：①造成 3 人以下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

下同），或者 3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处 3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

款；②造成 1 人死亡，或者 3 人以上 6 人以下重伤，或者 300 万元以上 500 万

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处 50 万元以上 70 万元以下的罚款；③造成 2 人死亡，

或者 6 人以上 10 人以下重伤，或者 500 万元以上 1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

的，处 70 万元以上 100 万元以下的罚款。

（2）对较大事故负有责任的罚款：①造成 3 人以上 5 人以下死亡，或者 10 人

以上 20 人以下重伤，或者 1000 万元以上 2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处

100 万元以上 120 万元以下的罚款；②造成 5 人以上 7 人以下死亡，或者 20

人以上 30 人以下重伤，或者 2000 万元以上 3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

处 120 万元以上 150 万元以下的罚款；③造成 7 人以上 10 人以下死亡，或者

30 人以上 50 人以下重伤，或者 3000 万元以上 5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

处 150 万元以上 200 万元以下的罚款。

（3）对重大事故负有责任的罚款：①造成 10 人以上 13 人以下死亡，或者 50



人以上 60 人以下重伤，或者 5000 万元以上 6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

处 200 万元以上 400 万元以下的罚款；②造成 13 人以上 15 人以下死亡，或者

60 人以上 70 人以下重伤，或者 6000 万元以上 7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

处 400 万元以上 600 万元以下的罚款；③造成 15 人以上 30 人以下死亡，或者

70 人以上 100 人以下重伤，或者 7000 万元以上 1 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

处 600 万元以上 1000 万元以下的罚款。

（4）对特别重大事故负有责任的罚款：①造成 30 人以上 40 人以下死亡，或者

100 人以上 120 人以下重伤，或者 1 亿元以上 1.5 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

处 1000 万元以上 1200 万元以下的罚款；②造成 40 人以上 50 人以下死亡，或

者 120 人以上 150 人以下重伤，或者 1.5 亿元以上 2 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

处 1200 万元以上 1500 万元以下的罚款；③造成 50 人以上死亡，或者 150 人

以上重伤，或者 2 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处 1500 万元以上 2000 万元以下

的罚款。

2.事故发生单位谎报、瞒报、伪造等行为的罚款

事故发生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将根据事故等级处以不同额度的罚款：①谎报

或者瞒报事故的；②伪造或者故意破坏事故现场的；③转移、隐匿资金、财产，

或者销毁有关证据、资料的；④拒绝接受调查或者拒绝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的；

⑤在事故调查中作伪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具体罚款额度如下：

(1)发生一般事故的，处 100 万元以上 150 万元以下的罚款。

(2)发生较大事故的，处 150 万元以上 200 万元以下的罚款。

(3)发生重大事故的，处 200 万元以上 250 万元以下的罚款。

(4)发生特别重大事故的，处 250 万元以上 300 万元以下的罚款。



3.事故发生单位贻误事故抢救或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等行为的罚款

4.事故发生单位主要负责人及其他人员未依法履行职责的罚款

5.事故发生单位主要负责人及其他人员在事故发生后违法违规的罚款

【核心点：此内容为新增内容核心内容，项目发生安全事故，对于相关责任单位

及负责人的罚款，可考性极强】

【新增考点 4】

9.1.1 国际工程承包相关政策

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备案和立项管理 P358

商务部于 2024 年 5 月发布《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备案和立项管理办法》，要求中

国境内注册企业承包境外建设工程项目（分为特定项目和一般项目）应办理备案

和立项手续。特定项目是指在与我无外交关系或者外交关系降级的国家承包的工

程项目、涉及多国利益的工程项目、存在高风险的工程项目，以及按照《对外承

包工程管理条例》规定确定的其他特定项目。特定项目以外的工程项目为一般项

目。

1)一般项目备案

企业承包一般项目应当在商务主管部门办理备案。商务部负责中央企业总部（含

整体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承包一般项目的备案；省级商务主管部门负责注册地

在本行政区域内地方企业和中央企业所属企业承包一般项目的备案。

企业以投标或者议标方式承包一般项目的，应当在对外投标或者议标前完成工程

项目备案。企业以其他方式承包一般项目的，应当在项目签约前完成工程项目备



案。企业办理一般项目备案，应当通过业务系统填写《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备案表》。

2)特定项目立项

企业承包特定项目应当经商务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立项；省级商务主管部

门负责监督指导注册地在本行政区域内地方企业和中央企业所属企业，在承包特

定项目前及时办理立项。

企业办理特定项目立项，应当通过业务系统填写《对外承包工程项目立项表》。

根据不同类型的特定项目，企业应当按照相关规定或者业务系统提示相应地在线

提交立项申请函、中国驻项目所在国使（领）馆或者代管馆意见、专业机构出具

的项目安全风险评估报告、项目安保方案和应急预案等立项申请材料。如项目拟

使用境内金融机构信贷或者信用保险的，企业应当提交资金落实情况说明。

企业以投标或者议标方式承包特定项目的，应当在对外投标或者议标前完成工程

项目立项。企业以其他方式承包特定项目的，应当在项目签约前完成工程项目立

项。未经批准立项，企业不得擅自参与特定项目。

企业承包合同额在 10 亿美元以上的工程项目，在办理备案立项手续时，由商务

部会同相关部门和单位先开展会商，对项目风险进行评估。

3)承包项目后续报告

企业应当在工程项目投标或者议标结果公布、合同签订、开工、完工后 30 个工

作日以内，通过业务系统分别填报中标情况、签约情况、开工日期、完工日期等

信息。工程项目开工后，企业应当在工程项目实施期间于每年 1 月和 7 月，通

过业务系统填写《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半年情况报告表》。

企业应当在对外签订工程项目合同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以内，通过业务系统填写

《对外承包工程项目报到登记表》，报送给中国驻工程项目所在国使（领）馆或



者代管馆。

【核心点：此处是针对我国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境外承包项目的备案及立项程序做

简要说明，可考内容较少，做简单了解】

【新增考点 5】

9.2.2 国际工程承包风险应对策略

综合运用多种策略，化解融资汇率风险 P368

企业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和需要选择合适的应对汇率风险的金融工具，主要有：①

远期合约，即与银行或金融机构签订远期合约，锁定未来一定期限内的汇率，以

防汇率波动风险；②期权合约，即与银行或金融机构签订外汇期权合约，获得在

未来约定日期或一定时间内，按照规定汇率买进或卖出一定数量外币的选择权；

③货币期货（又称外汇期货），即与银行或金融机构签订以汇率为标的物的期货

合约，根据合同规定的到期日内按约定的汇率进行外汇交割，以规避汇率风险；

④货币互换（又称货币掉期），是指交易双方就两笔金额相同、期限相同、但货

币不同的债务资金之间的调换，同时也进行不同利息额的货币调换，以降低筹资

成本及规避汇率风险。

【核心点：此处新增考点为企业应对汇率风险的金融工具，一般为多选题考点，

可考性强】

【新增考点 6】

9.3.1 国际工程投标策略

确定恰当的报价水平和策略 P374



3)税务策划

在投标时，还应从签约主体的选择、清税主体的确定、合同的构成、项目实施模

式、税务优惠政策等方面做好税务管理筹划。如对从中国境内采购的货物（如永

久性设备、材料）以及承包商自带的货物(如施工设备、运输工具等)要进行出口

退税和海关报关相关筹划。应了解并合理运用中国出口和东道国进口货物的海关

商品归类和海关协调制度，尽可能享受中国出口退税以及东道国进口关税和进口

环节增值税的减免或低税率。

【核心点：属于对投标报价策略的补充性内容，可考性不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