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邯郸代办项目立项审批流程,项目立项手续办理过程

产品名称 邯郸代办项目立项审批流程,项目立项手续办理
过程

公司名称 邯郸市万帮会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价格 150000.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光明南大街城市新秀写字楼
18层

联系电话 0310-3334555 13703109979

产品详情

新建项目的政府审批手续有哪些（仅供参考）

1.项目立项或备案

依据《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73号）；《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实行
核准管理，其他项目实行备案管理。

核准手续，编制和报送项目申请报告，由省、市、县三级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向发改委/经贸委申请
）。有的项目核准机关会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工程咨询机构进行评估；对于特别重大的项目，可以实行
专家评议制度。

实行备案管理的项目，项目单位应当在开工建设前通过在线平台将相关信息告知项目备案机关。

2.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类许可证

①选址意见书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修正

第三十六条

按照国家规定需要有关部门批准或者核准的建设项目，以划拨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建设单位在
报送有关部门批准或者核准前，应当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申请核发选址意见书。前款规定以外的建设项
目不需要申请选址意见书。

其中，按照国家规定需要有关部门批准或者核准的建设项目是指列入《国务院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之



中的项目。符合《城乡规划法》的规定要求应当申请选址意见书的或按照国办发[2007]64号文的规定需要
发改委批准或核准的建设项目，都应当申请核发选址意见书。

②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第三十七条在城市、镇规划区内以划拨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建设项目，经有关部门批准、核准、
备案后，建设单位应当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提出建设用地规划许可申请，由城市、县
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依据控制性详细规划核定建设用地的位置、面积、允许建设的范围，核发建
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③建设工程规划类许可证

第四十条

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建设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城
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应当提交使用土地的有关证明文件、建设工程设计方案
等材料。

3.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

在全街经济社会发展中，凡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事关较大范围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政策，涉
及较多群众切身利益并被国家、省、市、区拟定为重点工程的重大项目，涉及相当数量群众切身利益的
重大改革等事项必须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4.节能报告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2018年修订

第十五条 国家实行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制度。

依据《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44号）

第五条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由地方节能审查机关负责。

国家发展改革委核报国务院核准以及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准的企业投资项目，建设单位需在开工建设前取
得省级节能审查机关出具的节能审查意见。年综合能源消费量5000吨标准煤以上（改扩建项目按照建成
投产后年综合能源消费增量计算，电力折算系数按当量值，下同）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其节能审查由
省级节能审查机关负责。

第六条年综合能源消费量不满1000吨标准煤，且年电力消费量不满500万千瓦时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以
及用能工艺简单、节能潜力小的行业（具体行业目录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制定并公布）的固定资产投资项
目应按照相关节能标准、规范建设，不再单独进行节能审查。

第七条建设单位应编制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报告。项目节能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分析评价依据；项
目建设方案的节能分析和比选，包括总平面布置、生产工艺、用能工艺、用能设备和能源计量器具等方



面；选取节能效果好、技术经济可行的节能技术和管理措施；项目能源消费量、能源消费结构、能源效
率等方面的分析；对所在地完成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目标、煤炭消费减量替代目标的影响等方面的分析
评价。

5.环保“三同时”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修订

第十九条

已实施区域评估的，相应的审批事项实行告知承诺制。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采用网上备案方式在线填报。

第四十一条建设项目中防治污染的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年修订

第七条 国家根据建设项目对环境的影响程度，按照下列规定对建设项目的环境保护实行分类管理：

(一)建设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重大影响的，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对建设项目产生的污染和对环境
的影响进行全面、详细的评价;

(二)建设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轻度影响的，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对建设项目产生的污染和对环境
的影响进行分析或者专项评价;

(三)建设项目对环境影响很小，不需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应当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

第十五条
建设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

第十七条 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
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编制验收报告。

第十八条 分期建设、分期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建设项目，其相应的环境保护设施应当分期验收。

第十九条 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其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经验收合格，
方可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生产或者使用。

6.安全“三同时”（办理安全许可证）

依据《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36号令）[2015年修改版]，

以下建设项目必须进行安全预评价，其他建设项目安全生产条件和设施进行综合分析，形成书面报告备
查。

（一）非煤矿矿山建设项目；



（二）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包括使用长输管道输送危险化学品，下同）的建设项目；

（三）生产、储存烟花爆竹的建设项目；

（四）金属冶炼建设项目；

（五）使用危险化学品从事生产并且使用量达到规定数量的化工建设项目（属于危险化学品生产的除外
，以下简称化工建设项目）；

（六）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建设项目。

项、第二项、第三项和第四项规定以外的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由生产经营单位组织审查，形成书面
报告备查。

建设项目竣工投入生产或者使用前，生产经营单位应当组织对安全设施进行竣工验收，并形成书面报告
备查。安全设施竣工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生产和使用。

依据《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原国家安监总局第45号令）[2015年修正版]

企业委托有资质的中介服务机构编制安全评价报告，原安监局组织专家评审，取得安全条件批复；再委
托有资质的设计单位编制安全设施设计专篇，原安监局组织专家评审，取得安全设施设计批复；三同时
建设，自行组织试生产，企业自行组织竣工验收，向安监部门申办安全生产许可证。

依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44号，2011年第591号修订，2013年第645号修正

第十二条新建、改建、扩建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建设项目(以下简称建设项目)，应当由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部门进行安全条件审查。

建设单位应当对建设项目进行安全条件论证，委托具备国家规定的资质条件的机构对建设项目进行安全
评价，并将安全条件论证和安全评价的情况报告报建设项目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部门

第六条对危险化学品的生产、储存、使用、经营、运输实施安全监督管理的有关部门(以下统称负有危险
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履行职责:

(一)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综合工作，组织确定、公布、调整危险化学品
目录，对新建、改建、扩建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包括使用长输管道输送危险化学品，下同)的建设项
目进行安全条件审查，核发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和危险化学品经营
许可证，并负责危险化学品登记工作。

(二)公安机关负责危险化学品的公共安全管理，核发剧毒化学品购买许可证、剧毒化学品道路运输通行
证，并负责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

(三)质量监督检验检疫部门负责核发危险化学品及其包装物、容器(不包括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固定式大型
储罐，下同)生产企业的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并依法对其产品质量实施监督，负责对进出口危险化学品
及其包装实施检验。

(四)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负责废弃危险化学品处置的监督管理，组织危险化学品的环境危害性鉴定和环境
风险程度评估，确定实施重点环境管理的危险化学品，负责危险化学品环境管理登记和新化学物质环境



管理登记;依照职责分工调查相关危险化学品环境污染事故和生态破坏事件，负责危险化学品事故现场的
应急环境监测。

(五)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水路运输的许可以及运输工具的安全管理，对危险化
学品水路运输安全实施监督，负责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企业、水路运输企业驾驶人员、船员、装卸管理
人员、押运人员、申报人员、集装箱装箱现场检查员的资格认定。铁路主管部门负责危险化学品铁路运
输的安全管理，负责危险化学品铁路运输承运人、托运人的资质审批及其运输工具的安全管理。民用航
空主管部门负责危险化学品航空运输以及航空运输企业及其运输工具的安全管理。

(六)卫生主管部门负责危险化学品毒性鉴定的管理，负责组织、协调危险化学品事故受伤人员的医疗卫
生救援工作。

(七)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据有关部门的许可证件，核发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经营、运输企业营业执
照，查处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违法采购危险化学品的行为。

(八)邮政管理部门负责依法查处寄递危险化学品的行为。

7.职业卫生“三同时”

依据《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90号）

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

建设单位对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建设项目，组织专家进行评审，职业病危害预评价、职业病防护设施
设计、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及防护设施验收，并形成书面报告备查；

8.消防审查、验收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主席令第29号，2019年修订

国务院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规定的特殊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将消防设计文件报送住房和城乡建
设主管部门审查，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依法对审查的结果负责。

《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2009年4月30日公安部令第106号

第十三条 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密集场所,建设单位应当向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消防设计审核,并
在建设工程竣工后向出具消防设计审核意见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消防验收：

(一)建筑总面积大于二万平方米的体育场馆、会堂,公共展览馆、博物馆的展示厅;

(二)建筑总面积大于一万五千平方米的民用机场航站楼、客运车站候车室、客运码头候船厅;

(三)建筑总面积大于一万平方米的宾馆、饭店、商场、市场;

(四)建筑总面积大于二千五百平方米的影剧院,公共图书馆的阅览室,营业性室内健身、休闲场馆,医院的门
诊楼,大学的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加工车间,寺庙、教堂;

(五)建筑总面积大于一千平方米的托儿所、幼儿园的儿童用房,儿童游乐厅等室内儿童活动场所,养老院、



福利院,医院、疗养院的病房楼,中小学校的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学校的集体宿舍,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员
工集体宿舍;

(六)建筑总面积大于五百平方米的歌舞厅、录像厅、放映厅、卡拉OK厅、夜总会、游艺厅、桑拿浴室、
网吧、酒吧,具有娱乐功能的餐馆、茶馆、咖啡厅。

第十四条 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特殊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向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消防设计审核,并
在建设工程竣工后向出具消防设计审核意见的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申请消防验收：

(一)设有本规定第十三条所列的人员密集场所的建设工程;

(二)国家机关办公楼、电力调度楼、电信楼、邮政楼、防灾指挥调度楼、广播电视楼、档案楼;

(三)本条项、第二项规定以外的单体建筑面积大于四万平方米或者建筑高度超过五十米的其他公共建筑;

(四)城市轨道交通、隧道工程,大型发电、变配电工程;

(五)生产、储存、装卸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工厂、仓库和专用车站、码头,易燃易爆气体和液体的充装站
、供应站、调压站。

9.施工图设计、审查（办理施工许可证）

依据《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2013年，住建部令第13号）

第三条：国家实施施工图设计文件（含勘察文件，以下简称施工图）审查制度。施工图未经审查合格的
，不得使用。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2019修正)

建筑工程开工前，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
请领取施工许可证；但是，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确定的限额以下的小型工程除外。

第八条

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已经办理该建筑工程用地批准手续；（二）依法应当
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已经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三）需要拆迁的，其拆迁进度符合施工
要求；（四）已经确定建筑施工企业；（五）有满足施工需要的资金安排、施工图纸及技术资料；（六
）有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具体措施。

依据《建设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18号发布，2019修改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的建造、装修装饰和与其配套的线路、管道、设
备的安装，以及城镇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施工，建设单位在开工前应当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向工程所在
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发证机关）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

工程投资额在30万元以下或者建筑面积在300平方米以下的建筑工程，可以不申请办理施工许可证。



10.特种设备使用登记

依据《特种设备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4号

第三十三条“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在特种设备投入使用前或者投入使用后三十日内，向负责特种设备
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办理使用登记，取得使用登记证书。登记标志应当置于该特种设备的显著位置。

依据《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国务院令第373号，第549号修订)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特种设备是指涉及生命安全、危险性较大的锅炉、压力容器(含气瓶，下同)、压力管
道、电梯、起重机械、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和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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