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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展概况 

 发展阶段及需求分析 

以新建为主阶段——发展中国家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建筑业主要以新建为主 

 上世纪50-70年代：中低速发展 

 上世纪80-90年代：快速发展 

 2000年以后：高速发展，我国建筑的速度、规模和

水平都达到了世界建筑发展的高峰 

新建与维护保养并重阶段——向发达过渡国家 

 从近几年的数据看，我国新建建筑面积进入逐年降

低阶段，农村住宅尤其明显 

维护保养、性能提升为主阶段——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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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有建筑面积约724.08亿m2 

 使用超过30年房屋建筑面积约295.8亿m2 

 既有工业建筑存量则突破120亿m2 

 老旧民房或办公楼、桥梁频发倒塌 

 建成不久的建筑成危楼 

 两违、四无建筑安全隐患大 

 绿色节能要求越来越高 

 既有建筑存量基数巨大 

 既有建筑现状 
石家庄民宅倒塌 

苏州老旧办公楼倒塌 

 发展阶段及需求分析 

既有存量建筑的诊治和性能提升将是未来建筑业的主要工作！ 

一、发展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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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鉴定起源 

 房屋鉴定始于工业领域尤其是冶金工业 

 繁重的生产、落后的设计建造水平、恶

劣的环境条件、缺乏有效的维护管理 

 工业建筑尤其是重工业（冶金、采矿、

机械等）建筑结构事故频发 

 事故原因分析及处理促使了结构安全鉴

定技术的产生和发展 

一、发展概况 

 工业建筑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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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鉴定起源 

 大规模的民用建筑鉴定始于1975

年海城、1976年唐山地震后 

 之前房屋建筑设计未考虑抗震，

地震中房屋垮塌严重 

 震后编制了一批针对既有建筑评

估和处理的技术文件 

 京津冀地区大量房屋进行抗震鉴

定和加固 

 

 民用建筑鉴定 

一、发展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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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规范的演变 

1989年 

1990年 

2008年 

2019年 

《钢铁工业建(构)筑物可靠性鉴定规程》 
（YJ219-89） 

《工业厂房可靠性鉴定标准》 
（GBJ144-90） 

《工业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 
 （GB50144-2008） 

《工业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 
（GB50144-2019） 

首部行业标准 

首部国家标准 

1999年 2015年 

《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 
（GB50292-1999） 

《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 
（GB50292-2015 ） 

 房屋鉴定发展 

一、发展概况 



7 

 房屋鉴定发展 

  上世纪40年代以后，西方发达国家既有房屋鉴定和改造正式成为一门学科 

探索阶段：1945～1960年，注重对结构缺陷原因和维修方法的研究 

发展阶段：1960～1980年，注重对结构检测技术和评估方法的研究 

完善阶段：1980～，注重检测技术方法更新、综合评判和宏观经济效果 

  我国房屋鉴定是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发展起来的 

技术发展阶段：传统经验法、实用评定法、模糊评定法和可靠度评定法 

2000年以来，房屋鉴定社会需求不断扩大，行业快速发展，规模急剧膨胀 

目前我国有不少于1000家机构开展房屋鉴定业务，能力水平参差不齐，报

告质量千差万别 

一、发展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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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鉴定机构 

二、机构、依据和过程 

检测：为评定既有建筑结构的性能，通过专用仪器和设备对房屋结构和构

件的特性、参数、缺陷进行测定和数据统计分析、判断的一系列活动 

鉴定：根据对房屋的检查结果和检测数据，依据国家、行业和地方相关鉴

定标准，判定建筑物今后使用的可靠性程度所实施的一系列活动 

 检测以取得被检测对象特性参数为目的 

 鉴定是根据检测数据判断对象可靠性为目的 

 检测为鉴定提供支撑，鉴定以检测为基础 
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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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获取 

 数据的准确性 

 不直接影响安全 

 受人主观影响小 

 分析过程是否规范 

 结论是否正确、合理 

 与安全密切相关 

 受人主观影响大 

（一） 鉴定机构 

二、机构、依据和过程 

检 测 鉴 定 

 人员的素质要求不高 

 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基础 

 熟悉相关检测设备操作 

 经过培训即可上岗 

 应有基本的检测及结果处理的能力 

 应有扎实的建筑结构专业理论知识 

 熟悉各类与鉴定相关的标准规范 

 经长时间（3年以上）实际工作的训练 

区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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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较高的技术能力 

 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历练  

 较强的安全意识和责任感  

 鉴定技术人员 

（一） 鉴定机构 

二、机构、依据和过程 

 具有国家和地方行业准入的资质 

 具有与能力相适应的设备、场地、环境等资源条件 

 建立了质量体系并正常运行 

 具有掌握房屋鉴定技术并持有上岗资格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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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定报告 

如何保证鉴定报告的质量？ 

（二） 工作依据 

二、机构、依据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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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描述质量体系的一整

套文件 

是建立并保持鉴定机构

开展质量管理和保证的重

要基础 

是质量体系审核和质量

体系认证的主要依据 

质量体系文件规定了鉴定机构开展全部工作的所有质量要求！  

质量手册   第一级  

程序文件          第二级 

作业指导书  管理制度            第三级  

质量记录                             第四级  

（二） 工作依据—质量体系文件 

二、机构、依据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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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量手册—第一级 

 是对质量体系作概括表

述、阐述及指导质量体

系实践的主要文件。 

 是质量管理和保证活动

应长期遵循的纲领性文

件。 

 

（二） 工作依据—质量体系文件 

二、机构、依据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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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工作依据—质量体系文件 

二、机构、依据和过程 

 程序文件—第二级 

  是质量手册的支持性文件 

  包含质量体系中全部要素

的要求 

  对影响质量的活动做出全

部规定 

  对质量体系中每一个独立

的活动做出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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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工作依据—质量体系文件 

二、机构、依据和过程 

 作业指导书—第三级 

 是操作层面的一种程

序，针对的对象是具

体的作业活动，规定

了作业活动的全部要

求。 

 也称为操作规范、操

作规程、工作指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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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工作依据—质量体系文件 

二、机构、依据和过程 

 质量记录—第四级 

 质量活动记录表 

 现场检测记录表 

 报告格式 

 安全记录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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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则—：适用性和可操作性 

鉴定机构依据自身的需要、资源和开展的业务，建立适合于自身实际的

质量体系，便于操作和开展工作。 

 原则二：全面和系统性 

鉴定机构应建立全面而系统的质量管理体系，确保其有效运行，若过程

中发现有未规定或者规定有交叉的情况，应及时修订和调整。 

（二） 工作依据—质量体系文件 

二、机构、依据和过程 

 原则三：全过程全员参与 

质量体系文件是鉴定机构所有人开展工作必须依据的，应该把按照质量

体系文件的要求开展工作养成“习惯”，且应该贯穿工作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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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则四：持续改进 

鉴定机构应对质量体系实施动态控制，不断跟踪体系文件实施效果，及

时准确反馈信息，调整控制方法和力度，保持质量体系的适宜性，实现

持续改进。 

（二） 工作依据—质量体系文件 

二、机构、依据和过程 

鉴定机构的一些重大调整会引起质量体系文件的变化，必须进行及

时修订和改版 

鉴定技术人员依照质量体系文件开展房屋鉴定工作应成为一种“习

惯” 



类别 名称 标准号 

基础性 
鉴定标准 

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 GB 50292-2015 

工业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 GB 50144-2019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 GB50023-2009 

危险房屋鉴定标准 JGJ 125-2016 

20 

（三） 技术依据—标准规范 

二、机构、依据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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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名称 标准号 

专项 
鉴定标准 

 

火灾后工程结构鉴定标准 T/CECS 252-2019 

烟囱可靠性鉴定标准 GB 51056-2014 

高耸与复杂钢结构检测与鉴定标准 GB 51008-2016 

构筑物抗震鉴定标准 GB 50117-2014 

农村住房危险性鉴定标准 JGJ/T 363-2014 

既有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评定标准 GB/T 51355-2019 

既有建筑地基可靠性鉴定标准 JGJ/T404-2018 

··· ··· 

（三） 技术依据—标准规范 

二、机构、依据和过程 



类别 名称 标准号 

检测标准 

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 GB/T 50344-2019 

混凝土结构现场检测技术标准 GB/T 50784-2013 

钢结构现场检测技术标准 GB/T 50621-2010 

砌体工程现场检测技术标准 GB/T 50315-2011  

既有建筑地基基础检测技术标准  JGJ/T 422-2018 

装配式住宅建筑检测技术标准  JGJ/T 485-201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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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技术依据—标准规范 

二、机构、依据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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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名称 标准号 

可靠性 
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 GB 50068-2018 

工程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 GB 50153-2008 

设计规范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2015版） GB 50010-2010 

钢结构设计标准 GB 50017-2017 

砌体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03 -2011 

木结构设计规范（2005版） GB 50005-2003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 50009-2012 

…… 

（三） 技术依据—标准规范 

二、机构、依据和过程 



类别 名称 标准号 

质量验收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GB 50300-2013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04-2015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GB 50205 -2020 

砌体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03-2015 

木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06-2012 

钢筋混凝土筒仓施工与和质量验收规范 GB 50669-2011 

建筑内部装饰防火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354-2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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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技术依据—标准规范 

二、机构、依据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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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规范是技术法规，不能违反，尤其是强制性条文  

 是开展房屋鉴定工作的技术准则，必须要遵循 

 规定了开展房屋鉴定的程序和深度，必须要满足 

 规定了房屋鉴定领域的技术术语，编写鉴定报告时尽可能采用 

 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和限制约束条件，要遵守 

 标准规范不断修订，要注意使用现行规范 

（三） 技术依据—标准规范 

二、机构、依据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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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鉴定机构应在开展工作前与委托方沟通明确任务目标，从“人、机、

料、法、环”多方面考察自身能力，确认是否能完成约定任务。 

 事前确认—合同评审  鉴定方案 

提出要求 

委托方 房屋鉴定机构 

约定目标 

达成一致意见！  

（四） 过程要求 

二、机构、依据和过程 



27 

 过程监督 合同 

环境条件 

检测设备的状态 

检测标准的确认 

原始记录的真实性 

报告的规范性 

··· 

监

督

员 

       当监督员发现房屋鉴定工作中存在与管理体系文件和标准方法不符合

的情况，且可能影响到鉴定结论的真实性和正确性时，有权要求中止相关

工作并立即上报。 

（四） 过程要求 

二、机构、依据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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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程监督 

 检测、鉴定人员自我检查 

 校对人员核对检查 

 审核人员对技术要点的把握 

 授权签字人对流程、人员资格等复核 

······ 

互相

监督 

 急难险重项目，所有报告签字人员必须到现场，要有感观认识，避免误判 

 报告签字人员必须清楚自己承担的责任，不建议报告签字采用人员的电子

签名，尽可能本人手签 

（四） 过程要求 

二、机构、依据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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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下证据—存档 

鉴定机构开展的所有工作都要留下可以还原工作过程的痕迹，存为档案！ 

 人员档案  

 设备档案 

 内外部质量活动档案 

 鉴定报告及其档案 

 质量体系文件、标准规范等 

…… 

（四） 过程要求 

二、机构、依据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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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鉴定基本问题 

（一）房屋鉴定分类 

       对民用建筑的安全性（包

括承载能力和整体稳定性）和

使用性（包括适用性和耐久性

）所进行的调查、检测、分析

、验算和评定等一系列活动。 

       对民用建筑的结构承载力

和结构整体稳定性所进行的调

查、检测、验算、分析和评定

等一系列活动。 

       对民用建筑使用功能的适

用性和耐久性所进行的调查、 

检测、验算、分析和评定等一

系列活动。 

可靠性鉴定 安全性鉴定 

使用性鉴定 

《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50292-2015 

建筑结构可靠性包括安全性、适用性和耐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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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50292-2015 

 下列情况下，应进行可靠性鉴定： 

1）建筑物大修前； 

2）建筑物改造或增容、改建或扩建前； 

3）建筑物改变用途或使用环境前； 

4）建筑物达到设计使用年限拟继续使用时； 

5）遭受灾害或事故时； 

6）存在较严重的质量缺陷或出现较严重的腐蚀、损伤、变形时。 

三、鉴定基本问题 

（一）房屋鉴定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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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情况下，可仅进行安全性检查或鉴定： 

1）各种应急鉴定； 

2）国家法规规定的房屋安全性统一检查； 

3）临时性房屋需延长使用年限； 

4）使用性鉴定中发现安全问题。 

 下列情况下，可仅进行使用性检查或鉴定： 

1）建筑物使用维护的常规检查； 

2）建筑物有较高舒适性要求。 

三、鉴定基本问题 

（一）房屋鉴定分类 

《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50292-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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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房屋鉴定： 

判定被鉴定房屋的危险性程度，及时处理，确保房屋结构安全 

房屋结构体系中存在危险的承重构件，可能导致房屋局部或整体不能满

足安全使用要求 

适用范围： 

 适用于高度不超过100m的既有房屋：工业建筑、民用建筑、公共建筑

、高层建筑、文物保护建筑等 

《危险房屋鉴定标准》 JGJ 125-2016 

三、鉴定基本问题 

（一）房屋鉴定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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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震鉴定：通过检查现有建筑的设计、施工质量和现状，按规定的抗震

设防要求，对其在地震作用下的安全性和抗震能力进行评估，为抗震加固

或采取其他抗震减灾对策提供依据 

应进行抗震鉴定的情况： 

1）接近或超过设计使用年限需要继续使用的建筑 

2）原设计未考虑抗震设防或抗震设防要求提高的建筑 

3）需要改变结构的用途和使用环境的建筑 

4）其他有必要进行抗震鉴定的建筑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50023-2009 

三、鉴定基本问题 

（一）房屋鉴定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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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凝土结构耐久性鉴定 

 混凝土裂缝鉴定 

 建筑火灾后鉴定 

 振动对上部结构影响鉴定 

 钢吊车梁残余疲劳寿命评估 

 …… 

专项鉴定 

三、鉴定基本问题 

（一）房屋鉴定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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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建筑物按照工业建筑和民用建筑分类，分别选对应的民用建筑或

工业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开展鉴定 

一般情况下应开展可靠性鉴定，必要时考虑抗震鉴定；特殊情况可以

单独开展安全性或使用性鉴定，应慎重 

由于鉴定体系不同，可靠性鉴定同时考虑抗震鉴定时，应分开评定，

不能混在一起 

三、鉴定基本问题 

（一）房屋鉴定分类 

鉴定选择及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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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有明显危险构件或整体危险迹象的房屋，可选择开展危险房屋鉴定，未

见异常的建筑物一般不开展危险房屋鉴定 

对于构筑物一般应开展可靠性鉴定，选择《工业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或

专门鉴定标准如《烟囱可靠性鉴定标准》 

由于《火灾后工程结构鉴定标准》只规定到构件层级，且主要考虑火灾的

影响，建议在开展火灾后建筑物鉴定时，结合可靠性鉴定标准进行构件、

子单元和单元的评级工作 

鉴定选择及注意事项 

三、鉴定基本问题 

（一）房屋鉴定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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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严格依据相关鉴定标准开展鉴定工作，鉴定程序不能随便简化，评级

过程不能省略，从构件到子单元再到单元要分级评定，评级逻辑要清晰 

可靠性鉴定过程中，安全性和使用性要分开评，不能混在一起 

鉴定报告包含内容和深度等要符合相关鉴定标准的要求 

鉴定报告应包含构件评级，尤其是被评为C、D级的构件应明确标识出来 

不能依业主的主观意愿作为评级的依据，要严格依据鉴定标准独立进行

等级评定！ 

鉴定选择及注意事项 

三、鉴定基本问题 

（一）房屋鉴定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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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场所开业前的房屋鉴定 

鉴定选择及注意事项 

三、鉴定基本问题 

（一）房屋鉴定分类 

申请设立住宿旅馆，申请人应提交用于

提供客人住宿房屋的建筑质量合格证明

材料。以下材料之一均属房屋建筑质量

合格证明材料：1、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报

告；2、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出具的房

屋质量安全的检测报告；3、我省、市房

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设立的房屋安全鉴定

机构出具的房屋安全的鉴定报告。 … … 

目的：确保运营期间建筑物

安全，避免群死群伤事故 

建议：应开展可靠性鉴定或

安全性鉴定，不可仅进行

正常使用性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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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民用 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 

 目标使用年限 

  应根据建筑的使用历史、当前的技术状况和今后的维修使用计划，由委托

方和鉴定方共同商定。 

  对鉴定对象不同的鉴定单元，可确定不同的目标使用年限。 

  对需要采取加固措施的建筑，目标使用年限应按现行相关结构加固设计规

范规定确定。 

三、鉴定基本问题 

（二）目标使用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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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使用年限 
鉴定后实际能够安

全使用的年限 

计划使用的年限 
房屋鉴定时结构计算荷载的确定 

房屋鉴定后结构加固处理的力度
和措施 

三、鉴定基本问题 

（二）目标使用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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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鉴定基本问题 

（二）目标使用年限 

《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50068-2018 
前提： 

 正常设计 

 正常施工 

 正常验收 

 正常使用 

 正常维护 

 按照鉴定结论进行了加固设计和施工 

 使用功能和环境未改变 正常维护   

类别 设计使用年限（年） 

临时性建筑结构 5 

易于替换的结构构件 25 

普通房屋和构筑物 50 

标志性建筑和特别重要的建筑结构 100 

鉴定后实际能够安全使用的

年限可以达到目标使用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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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等级 

破坏后果 
结构构件的可靠指标β 

延性破坏 脆性破坏 

一级 很严重 3.7 4.2 

二级 严重 3.2 3.7 

三级 不严重 2.7 3.2 

三、鉴定基本问题 

（三）安全控制底线 

《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50068-2018 

 可靠性鉴定：以安全性鉴定为主，兼顾适用性和耐久性   

 安全控制贯穿房屋鉴定始终，是最应该关注的 

可靠指标 2.7 3.2 

失效概率 1/3500 1/6900 

可靠指标 3.7 4.2 

失效概率 1/11000 1/130000 

可靠指标与失效概率的对应关系 

设计标准或规范的可靠度水准不能低于“统一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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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设计规范设计的典型构件可靠指标（SG+SL） 

三、鉴定基本问题 

（三）安全控制底线 

结构构件 74规范 89规范 02规范 备注 

混凝土结构 3.45 3.72 4.76 II级钢筋  C20-C40混凝土 

钢结构 3.09 3.22 3.98 Q235  Q345 

砌体结构 3.46 3.76 4.29 无筋砌体 

 设计规范的可靠度水准是不断提高的，每次修编提升5-15%不等；混凝

土和砌体比钢结构整体的安全度高一些 

 正常设计、施工和验收的房屋，无论是按照哪一版设计规范设计的，都

可正常安全使用，只不过是安全裕度不同而已 

 标准规范的修编、可靠度的提高是针对新建房屋的，既有房屋没有特殊

情况可以继续正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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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鉴定基本问题 

（三）安全控制底线 
《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50292-2015 

 按承载能力评定主要混凝土结构构件安全性等级：       

构件类别 
安全性等级 

au bu cu du 

主要构件及节点、连接 R/(0S) ≥1.0 ≥0.95 ≥0.90 <0.90 

 au级、bu级、cu级、du级抗力与作用效应比的分界是： 1.0   0.95   0.9 

 评为au级的构件，满足现行设计规范（2012版）；评为bu级的构件，

满足02版设计规范；评为au级、bu级的构件原则上可以不加固 

 评级到cu级的构件，其可靠度水准不低于89规范；评为cu级、du级的构

件由于不满足鉴定标准的要求，需要采取加固处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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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鉴定基本问题 

（三）安全控制底线 《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50292-2015 

 房屋鉴定最终底线——不倒不垮 

 除了关注房屋缺陷及其承载能力下降外，更应该把握房屋整体安全 

 虽是小概率事件，但由于危害巨大，应特别关注！  

 房屋鉴定如同人体检、意义重大： 

 给房屋业主一个房屋整体的使用状况概念，提示该房屋有哪些缺陷，针

对这些缺陷需要采取哪些措施？使用和维护需要注意什么事项？ 

 建议业主对影响安全的缺陷等进行维护、加固等，避免小缺陷拖延为安

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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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鉴定基本问题 

（四）房屋整体安全—地基 

地基不牢  地动山摇 

 房屋周边地坪和上部结构有无

因地基不均匀沉降导致的开裂

和变形 

 房屋基础有无与地基脱开  

 如有沉降，应沉降观测，判断

地基沉降是否稳定；如沉降有

加速的迹象，应特别关注 

地基不均匀沉降
导致墙体开裂 

       地基沉降  
房屋整体倾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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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鉴定基本问题 

（四）房屋整体安全—周边不利环境 

 基坑施工 

 地下工程施工 

 渗水井、集水坑、排水沟 

 施工振动 

 土方堆积 

 工程爆破 

 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   某工地基坑边坡塌方 
导致住宅楼地基被掏空成为危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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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在建住宅倾倒—土方堆积 河水冲刷导致房屋整体倾覆 

三、鉴定基本问题 

（四）房屋整体安全—周边不利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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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疲劳    失稳 

 钢结构典型破坏 

三、鉴定基本问题 

 刚接变铰接-瞬变结

构体系 

 节点失效-局部结构

破坏引起整体垮塌 

 建造或拆除过程-结

构体系未形成整体  

 失稳 

（四）房屋整体安全—钢结构建筑 

钢结构通廊垮塌—整体失稳 悬索桥垮塌—桥塔失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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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依照标准规范  不可预知的安全隐患！       

某酒店整体坍塌造成29人死亡 

三、鉴定基本问题 

（四）房屋整体安全——非正规设计和施工  私自加层 

大量自建钢结构厂房  可能存在各种隐患  需要特别关注！ 

北京市丰台区顺和大厦 
加层违建导致顶层大面积坍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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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钢吊车梁断裂致钢包坠落 

安全隐患大   鉴定难度高   垮塌事故时有发生！ 

 强度失效 

 疲劳破坏 

 耐久性损伤 

   …… 

 结构破坏    

 倒塌事故 

 次生灾害 

重载  动载 

吊车400t以上 

           腐  蚀 

强腐蚀 
多介质 
电化学 

高温  高湿 

100℃以上    
90%以上 

三、鉴定基本问题 

（四）房屋整体安全——重工业厂房 

工业建筑承受的作用大而且复杂  使用环境恶劣  超常规运行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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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机构、所有鉴定报告的签字人直接对报告负责！ 

责任是房屋鉴定中永恒的话题 时间:2008年11月15日下午3时 

地点:正在施工的杭州地铁湘湖站基坑现场发生

大面积坍塌事故，造成21人死亡，24人受伤，

直接经济损失4961万元 

 被告人侯某——项目部监测负责人：对监测人员伪

造监测数据不予制止，事故发生后参与销毁监测数

据。法院判决：有期徒刑三年十个月。 

 被告人洪某—监测人员：隐瞒伪造监测数据，将监

测数据等资料销毁。法院判决：有期徒刑四年。 

检测和鉴定报告不仅仅是几张纸 

报告中隐含着技术和法律责任 

三、鉴定基本问题 

（五）责任和操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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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和责任是房屋鉴定永恒的主题 

 鉴定机构应当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遵循客观独立、公

平公正、诚实信用原则，承担社会责任 

 从业人员依据标准规范开展房屋鉴定工作，恪守职业道德，一定

要保守住安全和道德的底线！  

三、鉴定基本问题 

（六）责任和操守 

 守住安全和道德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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