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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设计文件防雷电专项审查
赖学强１，姚东升２，李秀云２，胡志华２

（１陕西省气象局，西安７１００１４；２陕西省防雷中心，西安７１００１４）
摘要：用行政法学理论，分析防雷装置设计审核的内涵、特征和作用，评述实施建筑物（含构
筑物）设计文件防雷电专项审查的三种认识，论述进行建筑物设计文件防雷电专项审查必要性，提
出正确施行气象行政许可的个人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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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安装雷防护装置（简称“防雷装置”），
目的是保护建筑物的安全。建筑物安装或建造防
雷装置的设计文件是否符合相关防雷技术标准、
技术规范的要求，由气象主管机构进行核准，是
国家制定的从源头减轻雷电灾害的管理制度。因
此必须对建筑物设计文件进行防雷电专项审查，
这也是依法行政的要求。
防雷装置设计审核的作用和特征
１１作用

防雷装置设计审核是国务院第４１２号令设定
的，由气象主管机构施行的行政许可项目。行政
许可的作用有三：一是控制风险，二是配置资源，
三是提供公信力证明［１］。建筑物是否设计安装防
雷装置和设计安装的防雷装置是否符合相关的技

术标准、技术规范，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身健
康、生命财产安全。《行政许可法》第十二条第四
项规定“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
产安全的重要设备、设施、产品、物品，需要按
照技术标准、技术规范，通过检验、检测、检疫
等方式进行审定的事项”可以设定行政许可。第
４１２号令的施行，将雷电灾害风险控制的责任交
给了各级气象主管机构，同时赋予了气象行政许
可——防雷装置设计审核的职权。
１２特征

行政许可分为普通许可、特许、认可、核准
和登记五个种类，防雷装置设计审核属于行政核
准。核准是由行政机关对某些事项是否达到特定
技术标准、技术规范的判断、确定［２］。行政核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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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Ｂ５００５７—９４（２０００年版）对建筑物电子信息系
统防雷也做了规定，如第６１３条：“在设有信息
系统的建筑物需防雷击电磁脉冲的情况下，当该
建筑物没有装设防直击雷装置和不处于其他建筑
物的保护范围内时，宜按第三类防雷建筑物采取
防直击雷的防雷措施。在要考虑屏蔽的情况下，防
直击雷宜采用避雷网。”只是个别设计部门和建设
单位没有引起重视。可见新建的多层及低层建筑
物防雷是ＧＢ５００５７—９４（２０００年版）和
ＧＢ５０３４３—２００４的共同要求，在防雷图纸审核中

一定要用好ＧＢ５０３４３—２００４，从源头把好防雷安
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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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特征：（１）实施主体只能是行政机关和法律、
法规授权的组织，如果要委托实施，依《行政许
可法》也只能委托给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
的组织，非行政主体不能实施行政许可；（２）行
政核准的依据是特定的技术标准、技术规范，核
准对象如果符合这些标准或规范，行政机关应当
作出相应的核准；（３）核准一般没有数量限制，只
要核准对象符合相应的标准或规范，即可获得核
准，在核准过程中，行政机关没有自由裁量的余
地；（４）核准的方式是通过检验、检测、检疫等
进行审定，核准的功能在于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
来防范、控制以至减少危害公共安全、人身健康、
生命财产安全的危险发生。防雷装置设计审核完
全具备以上特征，其含义是：气象主管机构对防
雷装置设计文件是否达到防雷技术标准、技术规
范的判断、确定；实施主体是各级气象主管机构；
依据是防雷技术标准、技术规范；方式是对防雷
装置设计文件进行审查核对；功能是用行政手段，
强化技术措施，防范、减少雷电灾害发生。
对实施防雷装置设计审核的认识与评述
２１认识

国务院４１２号令施行以来，就实施防雷装置
设计审核存在几种不同的认识。一是建设管理部
门认为：没有必要设定气象行政核准，理由是建
筑设计文件行政审查已经取消，图审机构的技术
审查（中介服务）包括对防雷装置设计的审查
（在电气专业之中），没有必要重复。二是部分政
府官员和部门官员认为：法规设定气象行政核准
不一定要施行，因为施行会增加行政管理成本，不
利于改善投资环境。三是气象部门认为：防雷装
置设计审核存在技术性审查和许可两个环节，技
术性审查交中介机构进行，气象行政核准只对中
介机构出具的结果进行确认。实践中，大多是按
第三种思路操作，进展情况不是很理想。
２２评述

第一种认识的错误有三：（１）行政许可的设
定权在省级以上人大常委会和中央政府，其设定
有严格科学的决策程序，肯定是有必要性的；
（２）混淆了行政许可和中介服务的关系，建筑设
计文件技术审查属中介服务，防雷装置设计审核

是行政许可，性质不同；（３）雷电防护作为一个
专业，管理的职权及责任主体是气象部门，防雷
装置设计审核的性质与消防、环保、人防、抗震、
节能、卫生等专项审查一样，不存在重复问题。

第二种认识是典型的我行我素、权大于法的
思想，利用气象行政核准控制雷电风险肯定有成
本，出了安全事故成本会更大，重庆开县雷击事
件就是最好的例证。

第三种认识是盲从了第一种认识，又为第二
种认识提供了口实。防雷装置设计审核与图审机
构技术审查的不同，防雷装置设计审核的含义是：
“气象主管机构对防雷装置设计文件是否达到防
雷技术标准、技术规范的判断、确定”，是气象主
管机构直接的具体的对外行政行为，即气象主管
机构该干的、必须干的事情，不应该存在一个中
介机构技术把关、向相对人收取服务费问题。

（１）气象主管机构在“判断、确定”技术上
有困难，委托中介机构进行，从行政相对方分析
是内部行政行为，走程序不应该外部化，产生的
费用应列入气象公共管理成本，更不应该向相对
方转移。

（２）防雷装置设计审核的责任主体是气象主
管机构，不管是自己亲自审核，还是对中介机构
技术把关的结果进行确认，责任主体都不改变，因
为这是气象行政核准。即使是中介机构参与把关，
收取相对方技术服务费用，也对相对方承担不了
任何责任，因为中介机构在防雷装置设计审核
“核准”的法律关系中，没有相应的法律地位。

（３）建筑设计文件审查改变管理方式，由建
设行政许可（既由建设部门行政审查和技术性审
查）变为中介服务，没有了“行政审查”内涵，虽
然“设计审查”概念存在，但其性质发生根本的
变化，防雷装置设计审核若存在与建筑设计文件
审查一样的“技术性审查”中介服务的话，照此
推理，防雷装置设计审核也应取消，改气象行政
许可为“技术性审查”式的中介服务，专业图审
机构实施就可以了。

（４）实践中气象主管机构的内部行政行为外
部化、或者是将行政核准交由中介机构施行，等
于增加环节（程序）提高了相对人办事的难度，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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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服务费提高了相对人负担，造成实质上的主体
“缺位”，客观上为官员们“不利于改善投资环
境”找到了借口，同时损害了气象部门形象。
气象主管机构应该正确履行职责
３１防雷装置设计审核的客观必要性

雷电是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西安市属雷电
中高度发生区域，年平均雷暴日１６～３２ｄ，曾经
发生过碑林博物馆孔庙大殿因雷击起火被焚，西
安市急救中心大楼通信铁塔遭雷击长时间不能正
常工作，水利厅楼顶秦龙传呼台遭雷击铁塔拦腰
折断（损失２００多万元），西安市第一奶牛场遭雷
击１７头奶牛被击死（并有１人死亡）等典型雷击
事故。城东南区域曾因雷击１１处供电设备损坏，
十万户居民停电、停水……。据不完全统计，２００７
年西安市共发生雷电事故２０多起，死伤７人，损
坏电子设备等上万台件，造成经济损失在１０００
万元以上。落实防雷装置设计审核制度，就是从
源头上保证建筑物防雷安全的根本途径，也符合
依法行政的要求。
３２法律、法规的规定应正确施行

各级气象主管机构履行管理气象工作的政府
职能，加强组织管理雷电灾害防御工作是《气象
法》赋予的职权。按照行政法学理论和依法行政
的要求，实施防雷装置设计审核，对行政相对方
来说，是气象主管机构的权力；对于公共利益而
言是气象主管机构的义务（职责）。气象主管机构
必须积极、充分的行使法定职权，否则就是行政
失职；不履行法定的职责也是违法行为。

建筑设计一般是对建筑物全面的设计，防雷
装置设计和相应的技术措施包括在电气专业设计
文件中，因此对建筑物防雷装置设计审核，实质
是对建筑设计文件进行防雷电专项审查。省气象
局、省建设厅２００２年下发的《关于加强建（构）
筑物防雷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的要求：“落
实防雷设计图纸专项审查制度”，“凡按有关规范
规定应该进行防雷电设计的新建、改建、扩建建
（构）物的设计图纸必须进行防雷电专项审查”。

“审查”和“审核”用词虽略有不同，但实质是一
样的，都是对防雷装置设计的“核准”。

（１）深刻认识气象行政核准的内涵、特征、作
用和客观必要性，从执政为民、树立政府形象和
权威的高度，确立防雷装置设计审核的执法地位，
切实担负起保护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
安全的责任，做到主体不“缺位”。

（２）按照行政执法“与责任挂钩、与利益脱
钩”的要求，取消中介环节和中介服务等现象，由
各级气象主管机构直接审查“核准”，做到高效便
民和规范运作；建立追究不积极、不充分地行使
法定职权的失职和违法责任。

（３）争取政府支持健全法规体系，理顺与相
关管理部门的职能分工，进一步落实防御雷电灾
害的归口管理，同时加强与相关管理部门公务合
作，营造顺利执法的政策环境，形成执法的合力。
（４）从执法队伍、技术装备、内部保障等方面加强
执法能力建设，理顺执法的运行机制，全面提高
执法水平。

（５）加大执法力度，制定执法的阶段性目标
和远期目标强力加以落实；加强对新建、扩建、改
建建筑市场的监督检查，坚决果断查处违法性为，
通过实施处罚、通报、媒体公开曝光和奖励等措
施，保证建筑物设计文件防雷电专项审查落到实
处。
结论

建筑物设计文件防雷电专项审查是法规的规
定，也有客观必要性，各级气象主管机构要积极、
充分、正确履行职责，按照依法行政的要求，准
确定位、规范运作、高效便民，树立气象行政执
法的形象和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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