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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事故查询系统数据统计显示，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上，我国

大陆 ３１ 个省级行政区共发生安全生产事故 ２３ ０１５ 起，死亡人数共计 ８６ ６８５ 人。 在我国安全

生产事故主要集中在工矿企业安全生产事故和道路交通事故。 我国应加强重点省市安全生产

监管，强化工矿企业安全生产治理，强化道路交通事故监管治理，加强工程企业安全生产管理，
加强水上交通安全监管治理，重视商贸企业安全生产管理，重视铁路道口安全管理，注重航空

交通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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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生产，在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网站

使用的英文为“Ｗｏｒｋ Ｓａｆｅｔｙ”，意指工作的安全状态，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安全生产涉及每个工作岗位，
如果工作处于不安全或潜在的危险状态，都属于安

全生产管理的内容。 我们通过国家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总局政府网站事故查询系统①，以各省市自治

区的日常简称为关键词，进行查询，如内蒙古自治

区用“内蒙”进行查询，查询时间为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 １ 日

到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获取我国大陆地区 ３１ 个省市

自治区这 １４ 年间安全生产事故的相关数据，然后

将各省市自治区的数据进行汇总，得到全国的数

据，以此为基础进行研究和分析。 其中为了方便

分析，２０１３ 年数据取上半年数据，截至 ６ 月 ３０ 日，

香港、澳门、台湾省因缺乏相关数据，文中暂不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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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安全生产概况
安全生产管理是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重要职能，安全生产是危机管理、风险管理、公共管

理、行政管理、安全科学等研究的重要内容。 目前，
安全生产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
是专业的安全技术、理论及其应用研究，针对各类

型事故及企业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采用专业技术

方法解决问题，控制潜在危险源；二是安全管理理

论及其应用研究，主要研究现实安全生产状况和安

全事故的深层次原因，从科学管理的角度控制生产

过程中的危机并消除危机，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

失。 在此，主要从第二个方面进行研究。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事故查询系统统

计数据显示，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上，中国内地 ３１ 个省级

行政区共发生安全生产事故 ２３ ０１５ 起，死亡人数共

计 ８６ ６８５ 人，平均每年发生安全生产事故 １ ６４３．９３

起，平均每年死亡 ６ １９１．７９ 人，平均每起安全生产事

故死亡 ３．７７ 人，即平均每天发生安全生产事故 ４．５０
起，平均每天因安全生产事故死亡 １６．９６ 人。 平均

每个省级行政区（３１ 个省市自治区）发生安全生产

事故 ７４２．４２ 起， 平 均 每 个 省 级 行 政 区 死 亡

２ ７９６．２９人。

二、我国安全生产现状分析
（一）我国安全生产事故趋势分析

从表 １ 可以看出，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年，我国安全生

产事故起数和安全生产事故死亡人数呈现上升趋

势，２００５ 年以后呈现下降趋势。 其中 ２００３ 年，发生

安全生产事故 ３ ２３６ 起，为历年之最。 ２００５ 年安全

生产事故死亡人数为 １０ ２１１ 人，为历年之最。 除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其他年份安全生产事故

起数都在１ ０００起以上，死亡人数都在 ４ ５００ 人以上，
可以看出，我国的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压力始终较大。

表 １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我国安全生产事故

年份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上 合计

事故

起数
６７ １ ２８３ ２ ６８１ ３ ２３６ ２ ９６９ ３ ０１３ １ ６３８ １ ５０７ １ １９１ １ ３３０ １ ３９４ １ １８２ １ ０６５ ４５９ ２３ ０１５

死亡

人数
９５４ ４ ７６４ ８ ００２ ９ ２３１ ９ ３１６ １０ ２１１ ７ ３４９ ７ ０７４ ６ ２５６ ５ ７４４ ６ ０４７ ５ ０４１ ４ ５９２ ２ １０４ ８６ ６８５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二）我国安全生产事故区域分布

１．西南、中西部、华南安全生产事故多发

从表 ２ 可以看出，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上，我国的安

全生产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较多的省市为：四川

省、湖南省、贵州省、重庆市、云南省、广东省、陕西

省、山西省。 其中四川省、湖南省、贵州省、重庆市、
云南省、广东省、陕西省的安全生产事故起数都在

１ ０００起以上，四川省最多为 ２ ９０７ 起。 贵州省、四川

省、湖南省、云南省、陕西省、广东省、重庆市安全生

产事故死亡人数都在 ４ ０００ 人以上，贵州省安全生

产事故死亡人数最多，为 ７ ３１６ 人。
因此，总体来看西南三省一市、中西部的山西

省和陕西省、中部的湖南省、华南的广东省是安全

生产事故多发的区域。
２．１２ 省市区安全生产事故起数超过全国平均水

平，１４ 省市区安全生产事故死亡人数超全国平均

水平

从表 ２ 可以看出，安全生产事故起数和死亡人

数都超过全国平均水平（７４２．４２ 起、２ ７９６．２９ 人）的
省市自治区有：安徽省、福建省、甘肃省、广东省、广
西壮族自治区、贵州省、黑龙江省、湖南省、陕西省、
四川省、云南省、重庆市，同时陕西省和山东省尽管

安全生产事故起数没有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但是安

全生产事故死亡人数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表明这

两个省的安全生产事故伤亡较大。
３．２０ 省市区平均每起安全生产事故死亡人数

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由于每个省市自治区的人口、国土面积、公路

里程、工矿企业是不同的，因此安全生产事故起数

和安全生产事故死亡人数进行横向比较，或者与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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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平均水平比较，并不具有绝对意义。 但是平均每

起安全生产事故死亡人数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能反

映每个省市自治区 １ 起安全生产事故的危害性和破

坏性。 从表 ２ 可以看出，平均每起安全生产事故死

亡人数超过全国平均水平（３．７７）的省市自治区有

２０ 个，从高到低进行排列如图 １ 所示，可以看出山

西省平均每起安全生产事故死亡人数最多，即平均

每起安全生产事故死亡人数最多，安全生产事故的

危害性和破坏性较大。

表 ２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上我国安全生产事故区域分布

省市自治区 安徽 北京 福建 甘肃 广东 广西 贵州 海南 河北 河南 黑龙江

事故起数 ９２９ １８８ ８８１ ７８８ １ ０５８ ７９９ １ ８６５ １１４ ６９３ ４８４ ８２６

死亡人数 ３ １１７ ６６７ ３ ０１７ ２ ７０８ ４ ４３９ ３ ３７７ ７ ３１６ ５４９ ２ ６０５ ３ １４３ ３ ４５７

平均每起死亡 ３．３６ ３．５５ ３．４２ ３．４４ ４．２０ ４．２３ ３．９２ ４．８２ ３．７６ ６．４９ ４．１９

省市自治区 湖北 湖南 吉林 江苏 江西 辽宁 内蒙古 宁夏 青海 山东 山西

事故起数 ４６０ １ ８９６ ５９０ ４０６ ３１６ ５７３ ４７１ １９０ ８１ ５５１ ６６４

死亡人数 ２ ０５７ ５ ４３０ １ ７０７ １ ６２２ １ ６３２ ２ ４７２ ２ １１１ ５９４ ４４３ ２ ９０１ ４ ６７７

平均每起死亡 ４．４７ ２．８６ ２．８９ ４．００ ５．１６ ４．３１ ４．４８ ３．１３ ５．４７ ５．２６ ７．０４

省市自治区 陕西 上海 四川 天津 西藏 新疆 云南 浙江 重庆 合计 均值

事故起数 １ ００７ ９０ ２ ９０７ ４７ ２５７ ４７３ １ １５４ ６３３ １ ６２４ ２３ ０１５ ７４２．４２

死亡人数 ３ ６２８ ４５０ ７ １５２ ２２７ １ １６５ １ ９８３ ５ ０６８ ２ ６０６ ４ ３６５ ８６ ６８５ ２ ７９６．２９

平均每起死亡 ３．６０ ５．００ ２．４６ ４．８３ ４．５３ ４．１９ ４．３９ ４．１２ ２．６９ ３．７７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 １　 我国各省市自治区平均每起安全生产事故死亡人数排序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４．５ 省区安全生产事故起数、安全生产事故死

亡人数、平均每起安全生产事故死亡人数都超过全

国平均水平

从表 ２ 还可以看出，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
贵州省、黑龙江省、云南省的安全生产事故起数、安

全生产事故死亡人数、平均每起安全生产事故死亡

人数都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应加强安全生产监管，
减少安全生产事故起数，降低安全生产事故伤亡。

（三）我国安全生产事故类型分析

从表 ３ 可以看出，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上，我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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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事故主要是工矿企业安全生产事故和道路交

通事故，是我国安全生产事故治理的重点。
其中工矿企业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１０ ５１２ 起，占

我国安全生产事故的 ４５．６７％，死亡 ３０ ９０３ 人，占我

国安全生产事故死亡人数的 ３５．６５％；道路交通事故

发生 ８ ３２９ 起，占我国安全生产事故的 ３６．１９％，死
亡 ３６ ９５４ 人，占我国安全生产事故死亡人数的

４２ １５％；工程企业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１ ５３８ 起，占

我国安全生产事故的 ６．６８％，死亡 ６ ０９４ 人，占我国

安全生产事故死亡人数的 ７．０３％；发生水上交通事

故 ９９２ 起，占我国安全生产事故的 ４． ３１％，死亡

４ １９６人，占我国安全生产事故死亡人数的 ４．８４％；

发生商贸企业安全生产事故 １ ０１３ 起，占我国安全

生产事故的 ４．４０％，死亡 ５ １８１ 人，占我国安全生产

事故死亡人数的 ５．９８％。

表 ３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上我国安全生产事故类型分布

年份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合计

工矿

企业

事故

事故

起数
６６ ９３９ １ ９６３ ２ ３３７ １ ８６８ １ ７７５ ４５９ ２７９ ２０７ １５９ １７０ １３６ １１５ ３９ １０ ５１２

死亡

人数
６６６ ２ ９３８ ４ ５６１ ４ ９５４ ４ ２２１ ４ ５８７ ２ ０６８ １ ６９０ １ ６３０ １ ００９ ９９１ ６６７ ６１９ ３０２ ３０ ９０３

道路

交通

事故

事故

起数
１３４ ３７８ ５０８ ７４５ ８７１ ８０５ ８４５ ６８３ ８７２ ８４９ ７１３ ６４７ ２７９ ８ ３２９

死亡

人数
８８９ １ ８２２ ２ ４９８ ３ ４０１ ３ ９０３ ３ ５７５ ３ ５３９ ３ ０７０ ３ ５５７ ３ ６１９ ３ ０８４ ２ ８０９ １ １８９ ３６ ９５４

工程

企业

事故

事故

起数
６４ １１０ １３５ １２０ １４３ １３０ １２８ １２４ １２１ １５２ １４５ １２４ ４２ １ ５３８

死亡

人数
２７４ ３８５ ５０３ ５０４ ５２６ ５４２ ５５３ ４９１ ５１０ ５９５ ５５５ ５１５ １４１ ６ ０９４

水上

交通

事故

事故

起数
６５ ９５ １１５ ８０ ８５ ９８ ９２ ６６ ６３ ８５ ５１ ６１ ３６ ９９２

死亡

人数
３０４ ４６７ ５９５ ４７８ ４５５ ４５３ ４６８ ３６８ １３７ １４７ ９２ １７１ ６１ ４１９６

商贸

企业

事故

事故

起数
１ ４９ ７５ ８５ １０３ ９３ ８８ １０７ ７２ ７４ ８０ ８３ ６８ ３５ １ ０１３

死亡

人数
３００ １９２ ２９６ ４２４ ４８４ ４５１ ４５８ ５７８ ４０６ ３１４ ３４２ ３６０ ２８２ ２９４ ５１８１

铁路

交通

事故

事故

起数
３ ２ ３ ４ ４ ３ ２ ３ ２ １ ３ １ ３１

死亡

人数
２３ ９ １３ １７ ３０ ９ ９０ １１ ８ ４０ １１ １０ ２７１

航空

事故

事故

起数
３ １ １ １ １ １ ２ １０

死亡

人数
２４２ ５５ ４ ２ ３ ４４ ２ ３５２

其他

事故

事故

起数
３５ ４９ ６２ ５１ ４１ ５９ ４０ ４２ ４１ ５６ ４８ ４３ ２３ ５９０

死亡

人数
１９５ ２２７ ３１０ １７５ ２０２ ２３８ １８７ ２２８ １８２ ３３３ １９９ １６３ ９４ ２７３３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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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上，该事故查询系统还显示，我
国发生了 ３２ 起铁路交通事故，死亡 ２８０ 人，发生 １０
起航空事故，死亡 ３５２ 人。

平均每起工矿企业安全生产事故死亡 ２．９４ 人，
平均每起道路交通事故死亡 ４．４４ 人，平均每起工程

企业安全生产事故死亡 ３．９６ 人，平均每起水上交通

事故死亡 ４．２３ 人，平均每起商贸企业安全生产事故

死亡 ５．１１ 人，平均每起铁路交通事故死亡 ８．７４ 人，
平均每起航空事故死亡 ３．５２ 人。 这可能表明铁路

交通事故和商贸企业安全生产事故造成伤亡、危害

和破坏性较大，原因可能在于列车乘客较多，商贸

企业多为火灾，且多发于人流较大的场所。

（四）我国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分析

我们通过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事故查

询系统，查询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一次性死亡

１００ 人及以上的事故，一共有 １５ 起，如表 ４ 所示。
其中黑龙江、河南省、山西省各有 ２ 起，从某种意义

上说，上述 ３ 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始终不能放

松；其中工矿企业安全生产事故（矿难）１０ 起，火灾

２ 起，航空事故（空难）２ 起，井喷事故 １ 起，尽管这

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发生概率不高，但特大安全生

产事故三分之二为矿难，说明我国工矿企业安全生

产监管永远不能掉以轻心。

表 ４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上我国特大安全生产事故（一次死亡 １００ 人以上）

时间 地点 死亡人数 事故概况

２０１３⁃０６⁃０３ 吉林省德惠市 １２１
６ 月 ３ 日 ６ 时许，吉林省德惠市吉林宝源丰禽业有限公司（禽类加工厂）发生火灾事故。
事故造成 １２１ 人遇难，７７ 人受伤。

２００９⁃１１⁃２１ 黑龙江省 １０８
１１ 月 ２１ 日 ２ 时 ３０ 分， 黑龙江龙煤集团鹤岗分公司新兴煤矿，三水平二石门后组 １５ 层

探煤道发生煤与瓦斯突出，引起风流逆向，瓦斯随逆向风流进入二段钢带机机头硐室

发生爆炸。 事故发生时全矿井下作业人员 ５２８ 人，１０８ 人遇难。

２００８⁃０９⁃０８
山西省临汾

市襄汾县
２８１

９ 月 ８ 日 ８ 时 ０ 分， 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新塔矿业有限公司发生尾矿库溃坝事故。 ２８１
人死亡，３４ 人受伤。

２００７⁃１２⁃０５
山西省临汾

市洪洞县
１０５

１２ 月 ５ 日 ２３ 时 １５ 分，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瑞之源煤业有限公司（位于洪洞县左木乡

红光村原新窑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１０５ 人遇难。

２００５⁃１２⁃０７
河北省唐山市

开平区
１０８

１２ 月 ７ 日 １５ 时 １５ 分， 河北唐山市开平区栗园镇恒源实业有限公司（刘官屯煤矿）井
下发生瓦斯爆炸，当时井下有 １７６ 人作业，其中 ６８ 人生还，造成 ９１ 人死亡，１７ 人下落

不明。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１８ 日河北煤监局冀东分局下达该矿停产整顿通知书。

２００５⁃１１⁃２７ 黑龙江省 １７１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２１ 时 ４０ 分，黑龙江省龙煤集团七台河分公司东风煤矿皮带井发生

一起爆炸事故，经救护队全力搜救，截至 １２ 月 ６ 日 ９ 时，当班井下有 ２４２ 人，其中 ７３ 人

生还，１６９ 名矿工遇难。 此外，事故还造成地面机房 ２ 名工人死亡。

２００５⁃０８⁃０７
广东省梅州市

兴宁市
１２１

８ 月 ７ 日 １３ 时 ３０ 分，广东省梅州市兴宁市王槐镇大兴煤矿－４２０ 掘进工作面发生透水

事故，井下有 １２１ 名工人被困。

２００５⁃０２⁃１４ 辽宁省 ２１４
２ 月 １４ 日 １５ 时左右，辽宁省阜新矿业（集团）公司海州立井发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截
止到 ２ 月 ２１ 日 ２３ 时 ５０ 分，井下 ２１４ 名遇难者全部找到。 搜救工作结束。

２００４⁃１１⁃２８ 陕西省 １６６
１１ 月 ２８ 日 ７ 时 １０ 分， 陕西铜川矿务局陈家山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当时井下有

２９３ 人作业，其中 ４１ 人受伤（５ 人重伤），１６６ 人死亡。

２００４⁃１０⁃２０ 河南省 １４８
１０ 月 ２０ 日 ２２ 时 ４７ 分， 河南郑州矿务局大平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当班下井工

人 ４４６ 人，升井 ２９８ 人，１１ 月 １２ 日 １１ 时 ５ 分，１４８ 名遇难者全部找到，救援工作结束。

２００３⁃１２⁃２３ 重庆市开县 ２４３
１２ 月 ２３ 日 ２２ 时 １５ 分，重庆开县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川东北气矿罗家 １６Ｈ 井发生天然

气井喷事故，造成天然气中硫化氢中毒，２４３ 人死亡。

２００２⁃０６⁃２０ 黑龙江省 １２４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 ９ 时 ４５ 分， 黑龙江鸡西矿务局城子河煤矿西二采区发生瓦斯爆炸事

故，事故波及 １４５、１４０ 采煤工作面和 ８０１、８０４ 掘进工作面，发生事故时灾区作业 １３９
人，１２４ 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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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时间 地点 死亡人数 事故概况

２００２⁃０５⁃０７ 大连海域 １１２
５ 月 ７ 日晚 ９：４７，北方航空公司执行 ＣＪ６１３６ 航班的一架 ＭＤ８２ 客机，在从北京飞往大

连途中在大连湾附近海域发生坠机事故，机上载有 ９ 名机组人员和 １０３ 名旅客（其中

包括 ６ 名外籍旅客和一名香港旅客）。

２００２⁃０４⁃１５ 韩国釜山 １２８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 １５ 日北京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一架波音 ７６７ 由北京———韩国釜山 ＣＡ１２９ 航

班，在釜山机场准备降落时，由于大雾弥漫、能见度低，并且下着雨，在金海机场附近失

事。 机上有乘客 １５５ 人，机组 ３ 人，乘务员 ８ 人。 其中：生还 ３８ 人，死亡 １２６ 人，还有 ２
人失踪。

２０００⁃１２⁃２７ 河南省洛阳市 ３００ １２ 月 ２７ 日河南洛阳市东都商厦发生特大火灾 目前已发现 ３００ 人死亡。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五）我国重点省市安全生产事故分析

从上述我国安全生产事故区域分析可以了解

到，我国安全生产事故起数和安全生产事故死亡人

数较多的省市是：四川省、湖南省、贵州省、重庆市、
云南省、广东省、陕西省、山西省。

从表 ５ 的统计数据看，相对来说，四川省、重庆

市、云南省、贵州省的工矿企业安全生产事故、道路

交通事故、工程企业安全生产事故较多，是西南地

区三省一市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的重点；湖南省的工

矿企业安全生产事故、道路交通事故、商贸企业安

全生产事故较多，是湖南省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的重

点；广东省的工矿企业安全生产事故、道路交通事

故、商贸企业安全生产事故较多，是广东省安全生

产管理工作的重点；陕西省和山西省的工矿企业安

全生产事故、道路交通事故较多，是这两省安全生

产管理工作重点。

表 ５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我国重点省市安全生产事故分析

事故

类型

四川省 重庆市 云南省 贵州省 湖南省 广东省 陕西省 山西省

事故

起数

死亡

人数

事故

起数

死亡

人数

事故

起数

死亡

人数

事故

起数

死亡

人数

事故

起数

死亡

人数

事故

起数

死亡

人数

事故

起数

死亡

人数

事故

起数

死亡

人数

工矿企业

事故
１ ８８６ ３ ２８０ １ １０３ ２ ０５９ ３３５ １ ４４４ ９５１ ３ ４２８ １ ４５３ ３ １５８ １４２ ４４７ ４６６ １ ２４１ ３６６ ３ １９１

道路交通

事故
８０１ ３ ０３２ ３６９ １ ６２６ ６７３ ３ ０４８ ７５７ ３ ５２９ ２７８ １ ４３４ ５９８ ２ ４９０ ４１８ １ ８０４ １７０ ８５１

工程企业

事故
１１７ ４３０ ６９ ２７０ ８０ ２９５ ５２ １９５ ３６ ２３９ ７８ ３１８ ７１ ２９４ ５１ ２１６

水上交通

事故
３３ １７７ ３８ １９９ １８ ８１ ３１ １５０ ３３ １３６ ７１ ３３９ ４ ２７ １ ２

商贸企业

事故
６ １７ ３３ １５０ ３０ １２１ ６６ ２５４ ８４ ４１４ １１４ ５８６ ５６ ３０５

铁路交通

事故
２ ７ ２ １２ ３ １０

航空

事故
２ ３

其他

事故
６４ ２１６ １０ ５４ １４ ６４ ８ ３０ ９ ３９ ５５ ２５９ ４７ ２５７ ２０ １１２

合计 ２ ９０７ ７ １５２ １ ６２４ ４ ３６５ １ １５４ ５ ０６８ １ ８６５ ７ ３１６ １ ８９６ ５ ４３０ １ ０５８ ４ ４３９ １ ００７ ３ ６２８ ６６４ ４ ６７７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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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我国安全生产管理策略与建议
（一）加强重点省市安全生产监管

安全生产事故起数和安全生产事故死亡人数

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省市自治区，都是安全生产监

管的重点，应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工作。 西南三省一

市、中西部的山西省和陕西省、中部的湖南省、华南

的广东省都应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工作。
依据表 ５ 的统计数据，四川省、重庆市、云南省、

贵州省应重点加强工矿企业安全生产、道路交通安

全、工程企业安全生产监管。 湖南省应重点加强工

矿企业安全生产、道路交通安全、商贸企业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广东省应重点加强工矿企业安全生

产、道路交通安全、商贸企业安全生产监管。 陕西

省和山西省应重点加强工矿企业安全生产、道路交

通安全监管。
（二）强化工矿企业安全生产治理

我国超过 ４０％的安全生产事故是工矿企业安

全生产事故，从表 ３ 可以看出，２００５ 年后，我国工矿

企业安全生产事故有所下降，但是工矿企业安全生

产事故的起数和死亡人数总量还是比较高，始终是我

国安全生产事故治理的重点。 如表 ６ 所示，我们分析

了山西省的工矿企业安全生产事故的主要原因。

表 ６　 山西省工矿企业安全生产事故主要原因

事故主要原因 顶板事故 瓦斯事故 机电事故 运输事故 放炮事故 火灾事故 水害事故 其他事故 合计

事故
起数 ８９ １１７ １１ ３１ ３ ８ ５８ ４９ ３６６

占比 ２４．３２％ ３１．９７％ ３．０１％ ８．４７％ ０．８２％ ２．１９％ １５．８５％ １３．３９％ １００．０２％

死亡
人数 ３０３ １ ７１１ １２ ７８ １１ ５３ ４３６ ５８７ ３ １９１

占比 ９．５０％ ５３．６２％ ０．３８％ ２．４４％ ０．３４％ １．６７％ １３．６７％ １８．４０％ １００．０２％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从表 ６ 可以看出，顶板（包括底板）事故、瓦斯

（包括瓦斯爆炸、瓦斯突出、瓦斯中毒、瓦斯窒息）事
故、水害事故、运输事故是山西省工矿企业安全生

产事故的主要类型和直接主因，据此，我们治理工

矿企业安全生产事故需要做好以下工作：
１．治理瓦斯事故

如表 ４ 所示，１０ 起特大工矿企业安全生产事

故，有 ６ 起属于瓦斯事故。 一般来说，瓦斯爆炸需要

瓦斯浓度达到爆炸的极限、足够的氧气浓度（１２％）
和 ６５０～７５０ ℃的明火源同时具备。 因此，预防瓦斯

爆炸事故可以采取以下策略：装备先进的气体监测

仪器，及时检测到瓦斯气体；检查通风机是否正常

工作，确保井下通风；严格井下火源管理，禁止使用

明火；使用安全照明灯，禁止打开矿灯、携带烟草及

点火工具下井。
２．治理水害事故

表 ４ 的 １０ 起特大工矿企业安全生产事故也有

一起水害事故，即广东省梅州市兴宁市矿难，导致

１２１ 人死亡。 一般来说，水害事故是有一定征兆的，
是可以预测预防的。 因此，治理水害事故，应加强

作业前的安全检查，推行井下作业前安全检查制

度，对上述水害事故征兆进行重点检查，可以提升

事故预警的有效性，减少水害事故概率。

３．治理顶底板事故

从表 ６ 可以看出，顶板事故（包括底板事故）也
是工矿企业多发的安全生产事故，相对来说，导致

的人员伤亡要小一些，因事故主要伤及操作工人。
治理顶板事故，工矿企业应定期检修相关机械设

备，检查矿工操作是否规范。 操作工人做好防护措

施，并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操作。
４．治理运输事故

运输事故指运输设备（设施）在运行过程发生

的事故，也是工矿企业多发的安全生产事故。 治理

工矿企业运输事故应定期检修运输车辆或机械，及
时修缮运输巷道确保巷道平整安全，定期排查巷道

壁安全隐患。
（三）强化道路交通事故监管治理

从表 ３ 可以看出，道路交通事故是我国导致人

员死亡最多的安全生产事故类型，占比超过 ４０％。
同时，在工矿企业安全生产事故类型明显下降的情

况下，道路交通事故并没有明显下降，因此从某种

意义上来说，治理道路交通事故的重要性还高于治

理工矿企业安全生产事故。
如表 ７ 所示，我们分析云南省道路交通事故的

主要原因，据此，我们认为治理道路交通事故应做

好以下工作：

９４

第 ２ 期　 　 　 　 　 　 　 　 　 　 　 　 　 杨兴坤，董大法：我国安全生产现状与管理策略研究



表 ７　 云南省道路交通事故主要原因

事故主要原因 违章驾驶 酒驾
机械

故障

自然

条件

碰撞、
刮蹭

道路状况

不良

侧翻、
翻车

其他 合计

事故
起数 ５６ １ ３９ １２ ２３７ １２ ２９１ ２５ ６７３

占比 ８．３２％ ０．１５％ ５．７９％ １．７８％ ３５．２２％ １．７８％ ４３．２４％ ３．７１％ ９９．９９％

死亡
人数 ２５２ ３ １８４ ４９ １００４ ４８ １４１３ ９５ ３０４８

占比 ８．２７％ ０．１０％ ６．０４％ １．６１％ ３２．９４％ １．５７％ ４６．３６％ ３．１２％ １００．０１％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１．治理碰撞、刮蹭事故

从表 ７ 可以看出，碰撞、刮蹭事故指云南省最主

要的道路交通事故。 碰撞、刮蹭的深层次原因是复

杂的，可能与车流量大、拥堵、超速、违章驾驶等有

关。 因此，治理碰撞、刮蹭事故应多管齐下，主要采

取以下策略：加大违章驾驶处罚力度，利用道路交

通监控平台，对高峰时段和区域进行分流，减少拥

堵和道路交通事故，利用新型雷达抓捕或警示超速

车辆等。
２．防范侧翻、翻车事故

云南省有很多道路交通事故都是汽车翻落山

沟或峡谷，侧翻、翻车事故的原因可能是超载、路
滑、超速等。 防范侧翻事故，交管部门应严禁超载、
超速等违章驾驶，同时在恶劣天气条件下，特别是

夏天暴雨和冬天雨雪冰冻天气，利用交通台等渠道

警示驾驶人员小心驾驶，预防事故发生。
３．预防机械故障引发事故

因车辆性能或机械故障而引发的道路交通事

故也较多，预防此类事故，需要运输企业与驾驶人

员共同努力。 运输企业应制定出车前的安全检查

制度，每天出车前进行安全检查，驾驶人员下班交

还车辆后，企业也应做安全检查，并做好记录；对私

家车等个人用车人员来说，应养成出车前进行各项

安全检查的良好习惯，避免事故发生。
（四）加强工程企业安全生产管理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各地房屋市政工

程以及各种基础设施建设工程较多，工程企业安全

生产事故也较多，且表 ３ 数据显示工程企业安全生

产事故没有明显的下降，因此也是治理的重点。
以北京市地铁建设为例，曾发生 ３ 起工程事故，

共导致 １０ 人死亡，分别是：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２８ 日，北京

海淀区地铁 １０ 号线 ２ 标段，苏州街车站东南出入口

发生塌方事故，造成 ６ 人死亡；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２７ 日，
北京市辖区朝阳区北京地铁十号线十标段，太阳宫

至三元桥折返线 ４ 号洞，因葫芦钢丝绳断裂，造成 ３
名工人死亡；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８ 日，北京市东城区正在

施工的地铁 ５ 号线工地新桥饭店东侧施工段，因地

基原因，钢筋歪倒，造成 １ 人死亡，３ 人重伤。 根据

北京市工程企业安全生产事故原因（如表 ８ 所示），
主要应治理以下事故。

表 ８　 北京市工程企业安全生产事故主要原因

事故主要原因
高处

坠落

物体

打击

机械

伤害
触电

坍塌

事故

触电灼

烫、火灾

中毒、
窒息

爆炸 其他 合计

事故 起数 ２ ３ ２ ４ １１ １ ６ １ １ ３１

占比 ６．４５％ ９．６８％ ６．４５％ １２．９０％ ３５．４８％ ３．２３％ １９．３５％ ３．２３％ ３．２３％ １００．００％

死亡 人数 ６ １０ ６ １３ ３６ １１ ２５ ３ ３ １１３

占比 ５．３１％ ８．８５％ ５．３１％ １１．５０％ ３１．８６％ ９．７３％ ２２．１２％ ２．６５％ ２．６５％ ９９．９８％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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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防范坍塌事故

坍塌事故多发于拆除作业和土方作业。 预防

拆除作业坍塌事故，应在屋顶作业前，先制定安全

措施，要站在稳定部位，自上而下逐步往下拆，不能

交叉作业，拆除基础时，要留意周围变化情况。 预

防土方作业坍塌事故，应遵守安全操作规范，自上

而下开挖，对边帮设置支撑，经常查看边坡土壤和

支护设施的变化等。
（２）预防中毒、窒息事故

工程企业中毒、窒息事故多发于深坑作业或地

下作业，主要预防措施是施工前完善通风措施，局
部通风不良的施工场所采取局扇通风措施，加强爆

破作业通风管理，在有毒有害气体稀释到允许浓度

以下，方可进行作业。

　 　 （３）防范其他工程事故

触电、物体打击、机械伤害、高处坠落等事故，
也是工程企业多发的安全生产事故。 工程企业和

施工人员应严格按相应的安全操作规程进行操作，
并做好相应防范措施。

（五）加强水上交通安全监管治理

２００１—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我国共发生 ９９２ 起水上

交通事故，死亡 ４ １９６ 人。 如表 ９ 所示，我们分析了

上海市水上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从表 ９ 可以看出，
上海市水上交通事故最主要的原因是船只碰撞，有
１８ 起是碰撞事故，占比 ６２．０７％。 碰撞是直接原因，但
其更深层次原因较为复杂，可能与航运繁忙，缺乏合

理的调度和有效的实时监控等有关。 概言之，因碰撞

而发生的水上交通事故，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表 ９　 上海市水上交通事故主要原因

事故主要原因 碰撞 倾覆 风灾 自沉 其他原因 合计

事故
起数 １８ ２ ２ ３ ４ ２９

占比 ６２．０７％ ６．９０％ ６．９０％ １０．３４％ １３．７９％ １００．００％

死亡
人数 ８３ ４ ５ １７ １７ １２６

占比 ６５．８７％ ３．１７％ ３．９７％ １３．４９％ １３．４９％ ９９．９９％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治理水上交通事故的主要策略在于：加强繁忙

海域、航线的监控和船只调度，减少碰撞事故；加强

引航、导航，减少事故风险；充分利用船舶交通管理

系统、全球卫星定位系统、计算机管理信息系统等

现代技术，建立统一的海上交通管理平台；利用 ＧＰＳ
（船舶卫星定位系统）和 ＣＣＴＶ（中国海事电视监控

系统），对重点时段、重点船舶、重点区域实行 ２４ 小

时全天候、全方位、全过程的实时监控；对台风、海
啸等气象状况进行及时预报，警醒相关船只做好防

范；改善航道通航条件，消除安全隐患。
（六）重视商贸企业安全生产管理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我国每年都有商贸企业

安全生产事故发生，共发生 １ ０１３ 起，死亡 ５ １８１ 人，
商贸企业安全生产事故保持较为平稳走势，没有明

显下降。 商贸企业安全生产事故多为火灾，表 ４ 中

的特大安全生产事故有两起为商贸企业火灾事故，

其中河南省洛阳市东都商厦的火灾死亡 ３００ 人，
是本文数据统计中，一次性死亡人数最多的安全

生产事故。 商贸企业安全生产事故原因复杂，一
旦发生事故，往往伤亡较大，这也可能是平均每起

事故死亡人数，商贸企业安全生产事故居第二位

的原因。
治理火灾等商贸企业安全生产事故，主管部门

应加强商贸企业安全生产检查，尤其是繁华商业

区、商场等重点场所以及节假日等重点时段，及时

排查安全隐患。
（七）重视铁路道口安全管理

２００１—２０１３ 年上，发生铁路交通事故 ３１ 起，死
亡 ２７１ 人。 平均每起铁路交通事故死亡 ８．７４ 人，居
各类安全生产事故类型第一位，因此，尽管铁路交

通事故不多，因其造成的伤亡较大，主管部门应予

以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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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０　 铁路交通事故主要原因

事故主要原因 道口相撞（车辆、行人） 脱轨、脱线 碰撞、追尾 撞行人或作业工人 合计

事故
起数 １５ ４ ３ ９ ３１

占比 ４８．３９％ １２．９０％ ９．６８％ ２９．０３％ １００．００％

死亡
人数 ９６ ８３ ４６ ４６ ２７１

占比 ３５．４２％ ３０．６３％ １６．９７％ １６．９７％ ９９．９９％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如表 １０ 所示，我们分析了这 ３１ 起铁路交通事

故的主要原因，可以看出列车在道口撞上车辆或行

人，是铁路交通事故最主要的原因。 因此，主管部

门应加强道口的安全管理，无论是有人看管的道口

还是无人看管的道口。 对于温州动车事故和 ２００８
年山东省的两起铁路交通事故，起因是复杂的、综
合性的，主管部门应进行综合治理，多管齐下。

（八）注重航空交通安全管理

２００２—２０１２ 年，发生了大小 １０ 起航空事故，死
亡 ３５２ 人。 除了表 ４ 所列的两起航空事故外，其间

较大的航空事故还有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包头空难和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伊春空难。 相对来说，乘坐飞机还是最为安

全的出行方式。 主管部门应根据航空事故的特点，
做好相关管理工作，如强化起降安全管理，降低事

故概率；做好沟通协调工作，避免飞行失误；提升乘

客安全意识，掌握自救方法。
有关统计表明，大约 ９０％的空难发生在飞机起

飞或降落的过程中，因此这两个阶段是飞机最容易

出事故的时候。 因此，机场、航空公司、消防、急救

中心、地勤等相关部门应做好飞机起飞和降落两个

阶段安全事故的预防和应对工作，并根据各种可能

发生的事故做好详细的应急预案，进行联合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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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ｏｒｋ Ｓａｆｅｔ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Ｙｅａｒ ｏｆ ２０００ ｔｏ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Ｈａｌｆ
Ｙｅａｒ ｏｆ ２０１３，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２３０１５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ｗｏｒｋ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ｎｄ ８６６８５ ｄｅａｔｈｓ ｉｎ ３１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ｏｆ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ｓ ｏｆ ｗｏｒｋ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ｒ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ｍｉｎｉｎ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ｓｕｐｅｒｖｉ⁃
ｓｉｏｎ ｏｆ ｗｏｒｋ ｓａｆｅｔｙ ｉｎ ｋｅｙ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ｗｏｒｋ ｓａｆｅｔｙ ｉ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ｍｉｎｉｎ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 ｐａｙ ｍｏｒ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ｗｏｒｋ ｓａｆｅｔｙ ｉ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ｌａｙ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ｗｏｒｋ ｓａｆｅｔｙ ｉ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ａｔｔａｃｈ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ｓａｆｅｔ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ｔｈｅ ｒａｉｌｗａｙ ｃｒｏｓ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ｉｒ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ｗｏｒｋ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ｓ ｏｆ ｗｏｒｋ ｓａｆｅｔｙ； ｓａｆｅｔ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ａｆｅｔｙ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ｄｍｉｎｉａｔｒａｔｉｏｎ

２５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３２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