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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文件

关于《宁波市出租房安全管理
条例（草案）》的说明

市公安局

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市政府委托，市公安局对《宁波市出租房安全管理条例（草

案）》（以下简称《条例》）作如下说明。

一、制定《条例》的必要性

出租房安全管理工作与社会和谐稳定紧密相连，是一项人民

群众高度关注的重要民生工作，同时事关城市形象和长远发展。

2016年 3月 1日施行的《宁波市居住房屋租赁管理若干规定》为

规范我市居住房屋租赁管理提供了重要法治保障，但随着我市经

济的快速发展，受流动人口快速集聚、城乡一体化加速推进等因

素影响，出租房安全隐患大、事故多发，已成为当前影响公共安

全、制约改革发展的重大问题，出租房安全管理工作亟待通过制

定一部地方性法规予以规范并实行长效管理。

（一）制定《条例》是解决宁波当前出租房安全管理问题的

迫切需要。当前我市出租房屋普遍存在房屋建筑安全隐患、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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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气等基础设施陈旧老化、分割搭建、缺乏物业管理和日常维修

养护等问题。房屋出租人的主体意识不强，不想管、不愿管、不

会管的情况比较普遍。租房屋管理顾此失彼，安全整治反复、成

效不大。通过制定《条例》，进一步落实出租人主体责任，强化基

层出租房自治管理，形成社会参与的常态长效机制。

（二）制定《条例》有利于规范租赁市场，从源头化解隐患。

我市大量居住出租房屋存在消防、建筑等安全问题，特别是农民

自建房、“非改租”出租房等不具备基本安全条件的出租房屋，量大

面广、监管困难，这批房屋进入租赁市场后，给政府管理带来巨

大的风险隐患。一旦发生事故，极易连片致灾，甚至引发群死群

伤的重大伤亡事故。通过制定《条例》，明确房屋出租条件，规范

房屋租赁行为，形成“前卡源头、后加处罚”的有效治理体系。

（三）制定《条例》有利于健全法律体系，落实各方责任。

现行法律、法规、规章，难以适应当前形势任务需求，特别是在

集体土地出租房、“非改租”出租房、“生产、经营、仓储、居住一

体”出租房等方面，法律依据欠缺。出租房安全管理涉及职能部门

多，部门责任边界不明晰，存在推诿扯皮现象。通过制定《条例》，

适应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完善的法规体系，压实部门责任，形成“有

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良好氛围。

二、《条例（草案）》的起草过程

市公安局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起草了《宁波市租赁住

房安全管理条例（草案送审稿）》，经广泛征求意见，按程序于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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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月 21日上报市人民政府。市司法局会同市公安局、市消防救

援支队、市住建局、市应急管理局等单位对草案送审稿进行修改，

形成《宁波市出租房安全管理条例（草案）》。6月 19 日，市政府

第 43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条例（草案）》。

三、《条例（草案）》的主要内容

《草案》共六章四十五条，主要从适用范围、部门职责、消

防安全管理、租赁和治安安全管理、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等方面

作了规定。现就主要内容说明如下：

（一）关于标题

市人大常委会 2023年立法计划中的标题为《宁波市租赁住房

安全管理条例》，当前随着安全形势的发展，各地工业厂房火灾事

故频发，本着以问题为导向的原则，在审查论证时将当前矛盾比

较突出的工业出租房纳入了条例的适用范围，并将标题修改为《宁

波市出租房安全管理条例》。

（二）关于适用范围

出租房安全涉及面非常广，《草案》以问题为导向，把当前出

租房安全管理最突出的三个方面作为立法重点，规定了本市行政

区域内出租房消防、租赁、治安等安全管理及其监督活动，适用

本条例（第二条）。同时，考虑到出租房的形式比较多，除居住出

租房和工业出租房外，还包括商业出租房、办公出租房等，如将

各类出租房一并纳入适用范围，存在主管部门多，安全要求杂等

问题，不利于聚焦矛盾，因此，将适用范围限定为居住出租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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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出租房。

（三）关于职责

明确各级政府、部门及相关单位的职责是做好出租房安全管

理的基础，《草案》建立了由多部门参加的出租房安全管理综合协

调机制，协调工作由公安机关牵头（第四条），并对公安机关、消

防救援机构、住建部门、应急管理部门等主要实施部门的职责分

条予以了规定（第五条至第九条），同时对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

事处和村（居）民委员会的职责进行了详细的规定（第十条、第

十一条）。

（四）关于安全管理

出租房的安全管理是本次立法的重点内容，直接关系条例的

实施效果，《草案》从两大方面进行了规定。

1、消防安全管理。《草案》作了三方面规定：一是对居住出

租房的通用性消防安全进行了规定，并对居住人数较多的居住出

租房单独进行了特别规定（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突出了对居住

人数较多的出租房的安全管理；二是对工业出租房在消防技术标

准、统一管理人等方面进行了规定（第十五条、第十七条），为解

决当前工业出租房安全管理的突出问题提供了重要遵循；三是对

出租房的用电、用气、电动自行车等方面的安全管理中的重点内

容进行了规定（第十八条）。

2、租赁和治安安全管理。《草案》作了三方面规定：一是规

定了出租房禁止出租的情形（第二十条），明确了出租房出租的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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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二是对出租人、承租人的一般性义务进行了规定（第二十一

条、第二十三条），并对工业出租房的出租人、承租人提出了特殊

的要求，以强化对工业出租房的安全管理（第二十二条、第二十

四条）；三是对居住出租房的居住面积及装修管理等方面进行了规

定（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回应了群众和基层执法人员关切

的问题。

（五）关于监督管理

监督管理是确保出租房安全的关键环节，《草案》从四方面进

行了规定：一是依托基层智治系统建设出租房统一管理子系统（第

二十八条），同时规定相关部门及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依托

系统开展日常监督管理，形成联动执法和闭环处置（第二十九条、

第三十条）；二是针对当前出租房中存在的大量“非改住”以及违法

建筑等情形，要求属地区（县、市）人民政府每年至少开展一次

隐患排查，依法启动执法程序（第三十一条）；三是规定住建部门

应当联合有关部门加强对用于出租的自建房安全质量的监督管理

（第三十二条）；四是要求属地政府及有关部门为出租人、承租人

提供相关服务与指导，整体提升有关人员的安全意识与能力（第

三十四条）。

（六）关于法律责任

对违反出租房安全管理规定行为的处罚，《草案》作了三方面

的规定：一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

管理处罚法》等上位法已经有明确处罚规定的，进行了转致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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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条）；二是对违反出租房相关管理要求及违法装修行为

等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相关规定新设置了

处罚条款（第三十六条至第四十条）；三是对相关工作人员的渎职

责任和免责条款进行了规定（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既对相

关人员的履职尽责提出了明确要求，又对其进行了保护性规定，

从而激发工作人员参与出租房安全管理的积极性。

以上说明连同条例（草案），请予以审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