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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山东省特种设备安全状况 

 

特种设备，是指对人身和财产安全有较大危险性的锅炉、压

力容器（含气瓶）、压力管道、电梯、起重机械、客运索道、大

型游乐设施、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

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的其他特种设备。特

种设备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装备，代表着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

济发展水平，具有高温、高压、高速、高空运行的特点，是企业

生产和群众生活中广泛使用的具有潜在危险的设备，广泛应用于

石油、化工、化肥、电力、机械、轻工、交通、建筑、矿山、冶

金、医药、燃气等多个经济和民生领域。特种设备安全，是生产

安全和公共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

备安全法》《山东省特种设备安全条例》规定，现将全省 2018 年

度特种设备安全状况公布如下。 

一、特种设备基本情况 

（一）特种设备登记数量情况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全省共使用登记各类特种设备

107.8 万台，居全国第四位，比 2017 年底增加 9.5 万台，年增

长率为 9.7%。我省在用特种设备数量快速增长，其增长率与国

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成正比。特种设备数量及分类见表一

http://www.chinairn.com/yjbg/moref15f15f58ff1.html
http://www.chinairn.com/yjbg/moref15f15f61ff1.html
http://www.chinairn.com/yjbg/moref15f15f61ff1.html
http://www.chinairn.com/yjbg/moref15f15f61ff1.html
http://www.chinairn.com/yjbg/moref15f1f2ff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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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图 1： 

 

表一：2018年全省使用登记各类特种设备数量（单位：台件） 

种类 

总量 
锅炉 

压力 

容器 
电梯 

起重 

机械 

客运 

索道 

大型 

游乐 

设施 

场（厂）内专

用机动车辆 

1078394 22635 440338 383642 171508 54 1895 58322 

 

锅炉 22635 2%

压力容器 440338
41%

电梯 383642 36%

起重机 171508
16%

厂内机动车辆
58322 5%

客运索道 54 0%

大型游乐设施
1895 0%

 
图 1：2018年全省使用登记特种设备数量及类别比例图 

 

1.分类情况 

（1）锅炉。是指利用各种燃料、电或者其他能源，将所盛

装的液体加热到一定的参数，并通过对外输出介质的形式提供热

能的设备，其范围规定为设计正常水位容积大于或者等于 30L，

且额定蒸汽压力大于或者等于 0.1MPa（表压）的承压蒸汽锅炉；

出口水压大于或者等于 0.1MPa（表压），且额定功率大于或者等

于 0.1MW 的承压热水锅炉；额定功率大于或者等于 0.1MW的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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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载体锅炉。 

2018年底，全省共有锅炉 2.2万台，其中承压蒸汽锅炉 1.7

万台，承压热水锅炉 0.1 万台，有机热载体锅炉 0.4 万台。图 2

至图 5为各类锅炉。 

 

图 2：蒸汽锅炉 

 

图 3：热水锅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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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有机热载体炉 

   

图 5：建设中的电站锅炉 

（2）压力容器。是指盛装气体或者液体，承载一定压力的

密闭设备，其范围规定为最高工作压力大于或者等于 0.1MPa（表

压）的气体、液化气体和最高工作温度高于或者等于标准沸点的

液体、容积大于或者等于 30L且内直径(非圆形截面指截面内边

界最大几何尺寸)大于或者等于 150mm 的固定式容器和移动式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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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盛装公称工作压力大于或者等于 0.2MPa（表压），且压力与

容积的乘积大于或者等于 1.0MPa• L 的气体、液化气体和标准沸

点等于或者低于 60℃液体的气瓶；氧舱。 

2018年底，全省共有压力容器 44万台，其中固定式压力容

器 43.4万台，移动式压力容器 0.6 万台，医用氧舱 0.04万台。

另外，有使用登记的气瓶 480万只。图 6 至图 8为各种压力容器。 

 

图 6：固定式压力容器（球形储罐） 

 

 

 

 

 

 

 

 

  

 

 

  图 7：民用气瓶            工业气瓶              医用气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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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移动式压力容器 

（3）压力管道。是指利用一定的压力，用于输送气体或者

液体的管状设备，其范围规定为最高工作压力大于或者等于

0.1MPa（表压），介质为气体、液化气体、蒸汽或者可燃、易爆、

有毒、有腐蚀性、最高工作温度高于或者等于标准沸点的液体，

且公称直径大于或者等于 50mm的管道。公称直径小于 150mm，

且其最高工作压力小于 1.6MPa（表压）的输送无毒、不可燃、

无腐蚀性气体的管道和设备本体所属管道除外。其中，石油天然

气管道的安全监督管理还应按照《安全生产法》《石油天然气管

道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实施。 

2018年底，全省共有压力管道 3.6 万千米。图 9为工业压力

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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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工业压力管道 

（4）电梯。是指动力驱动，利用沿刚性导轨运行的箱体或

者沿固定线路运行的梯级（踏步），进行升降或者平行运送人、

货物的机电设备，包括载人（货）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

等。非公共场所安装且仅供单一家庭使用的电梯除外。 

2018年底，全省共有电梯 38.4万台。图 10 至 11为电梯。 

 

 

                                 

 

 

 

 

 

 

 

 

 

 

 

 

图 10：载人（货）垂直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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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1：自动扶梯 

（5）起重机械。是指用于垂直升降或者垂直升降并水平移

动重物的机电设备，其范围规定为额定起重量大于或者等于0.5t

的升降机；额定起重量大于或者等于 3t（或额定起重力矩大于

或者等于 40t〃m的塔式起重机，或生产率大于或者等于 300t/h

的装卸桥），且提升高度大于或者等于 2m的起重机；层数大于或

者等于 2 层的机械式停车设备。 

2018年底，全省共有起重机械 17.2 万台。图 12至 13 为起

重机械。 

 

图 12：门式起重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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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塔式起重机 

（6）客运索道。是指动力驱动，利用柔性绳索牵引箱体等运

载工具运送人员的机电设备，包括客运架空索道、客运缆车、客

运拖牵索道等。非公用客运索道和专用于单位内部通勤的客运索

道除外。 

2018 年底，全省共有客运索道 54 条。图 14 至 15 为客运索

道。 

 

图 14：客运架空索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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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客运缆车 

（7）大型游乐设施。是指用于经营目的，承载乘客游乐的

设施，其范围规定为设计最大运行线速度大于或者等于 2m/s，

或者运行高度距地面高于或者等于 2m 的载人大型游乐设施。用

于体育运动、文艺演出和非经营活动的大型游乐设施除外。 

2018年底，我省共有大型游乐设施 1895台。图 16 至 17 为

大型游乐设施。 

 

图 16：过山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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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摩天轮 

 

（8）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是指除道路交通、农用车

辆以外仅在工厂厂区、旅游景区、游乐场所等特定区域使用的专

用机动车辆。 

2018年底，我省共有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 5.8 万台。图

18 至 19为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 

     
图 18：叉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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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 

2.分布情况 

我省特种设备分布不均，各地区的特种设备数量差别很大，

经济较发达地区的特种设备拥有量较多，如青岛、潍坊、淄博、

烟台、济南 5个市特种设备数量列全省前五位，5 个市的设备数

量占全省特种设备总量的 48.8%。全省特种设备数量地区分布情

况见图 20： 

0

20000

40000

60000

80000

100000

120000

140000

160000

数量 87213 1E+05 94134 22743 78123 93107 1E+05 58850 44117 48748 18839 11844 72429 46413 47934 57250 44840

济南 青岛 淄博 枣庄 东营 烟台 潍坊 济宁 泰安 威海 日照 莱芜 临沂 德州 聊城 滨州 菏泽

图 20：2018年全省特种设备数量地域分布图 

（1）使用登记的特种设备中，青岛市拥有锅炉、电梯、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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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机械、客运索道、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最多，东营市拥有

压力容器最多，潍坊市拥有大型游乐设施最多。 

（2）全省特种设备数量的组成，最多的是压力容器 44 万台，

占全省设备总量的 40.8%，反映出我省石油、化肥、化工企业多

的产业结构特点。 

3.增长趋势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特种设备不仅数量呈上升趋势，

而且向着更高效、安全、环保、节能、人性化的方向发展。 

（1）特种设备数量增长速度在 17%以上的地区，有青岛、

临沂、德州；特种设备数量年增长量在 10000台以上的地区，有

济南、青岛、潍坊。 

（2）特种设备数量增长速度较快的为电梯、场（厂）内机

动车辆两类，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15.73%、22.19%。电梯是

城镇化进程中不可缺少的代步工具，预计这种增长趋势今后几年

会继续保持。 

（二）特种设备生产单位情况 

截至 2018年底，全省特种设备生产单位（含设计、制造、

安装、改造、维修、移动式压力容器和气瓶充装）8611 家（包

括国家局发证 1132 家、省局发证 7479家），共取得特种设备许

可证 8754个（包括国家局发证 1132 个、省局发证 7622个）。 

各类资格证书分布见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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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018年全省生产单位各类资格证书分布图 

（三）特种设备使用单位情况 

1.特种设备使用单位数量 

截至 2018年底，全省特种设备（不含压力管道、气瓶）使

用单位 12.3 万家（一个单位使用多类特种设备的统计为 1 家），

广泛分布于石油、化工、化肥、电力、机械、轻工、交通、建筑、

矿山、冶金、医药、燃气等多个经济和民生领域。其中锅炉使用

单位 13279家，压力容器使用单位 26471家，电梯使用单位 36884

家，起重机械使用单位 30138家，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使用

单位 14051家，客运索道使用单位 29 家，大型游乐设施使用单

位 305家。 

2.特种设备使用分布及特点 

（1）特种设备使用分布与城镇化水平密切相关。例如青岛

市的特种设备以电梯为主，超过了 6 万台，占全市特种设备总数

的近 44.4%，居全省第一位，占全省电梯总数的 16.4%；淄博市

以压力容器为主，反映出淄博以石化、化工、制药等为主的工业

特点。 

（2）特种设备分布与经济水平、产业发展密切相关。例如

http://www.chinairn.com/yjbg/moref15f15f58ff1.html
http://www.chinairn.com/yjbg/moref15f15f61ff1.html
http://www.chinairn.com/yjbg/moref15f1f2ff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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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地区大量的氨制冷企业中的氨制冷循环系统，其核心功能设

备就包括贮氨器、冷凝器、油分离器、集油器、中间冷却器、低

压循环贮氨器、氨液分离器等压力容器和压力管道等特种设备。

目前，全省涉氨企业主要分布于威海、青岛、烟台、日照等沿海

地区（冷冻库），以及临沂、济宁、潍坊等几个内陆地区（冷藏

库）。 

图 22 为氨制冷用压力容器压力管道。 

 
图 22：氨制冷用压力容器压力管道 

（3）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的应用，推动特种设备装备

制造水平的发展。随着科技的进步，大量新技术、新材料、新工

艺应用于特种设备制造，提高了产品的竞争力，一定程度上也提

高了设备的安全性。例如：非金属焊接（PE）材料的应用，提高

了长输油气管道的防腐保护效果，提高了输气管线的输送能力；

先进机电技术的应用提高了电梯的舒适性和安全性；高等级材料

的使用和自身结构优化提高了起重机械的举升能力。 

（四）特种设备相关机构和人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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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安全监察机构及人员情况 

2018年底，全省共有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机构 203个（其中：

省局 1个、市局 17 个、县区局 185个）。其中专职机构 161个（省

局 1 个、17 市局和 143 个县区局），兼职机构 42 个（高新开发

区、经济开发区、保税区设臵了兼职机构）。全省专兼职安全监

察机构安全监察人员持证 2555 证，主要是县区政府机构改革出

现部门“二合一”、“三合一”等情况，使得基层专兼职安全监察

人员有所增加。 

2.检验检测机构及人员情况 

（1）2018年底，全省共有检验检测机构 392家，其中：综

合检验机构 28家（省特检院有限公司、市特检机构 17 家、自检

机构 6家、行业检验机构 4家）、无损检测机构 89家、气瓶检验

机构 134 家、安全阀校验机构 123 家，两工地（指房屋建筑工地、

市政工程工地）检验机构 18 家。图 23 至 24 为检验人员从事检

验工作。 

 

图 23：检验人员在对电梯进行检验 



 
 

17 

 

 

 

 

 

 

 

 

 

 

 

 

 

 

图 24：检验人员在对大型游乐设施进行检验 

（2）2018年底，全省综合检验机构检验人员共计 2172人，

与全省特种设备的比例为 1:496（人/台）。全省综合检验机构检

验人员总持证数量 4610张，其中，检验师 1667张，占证书总数

的 36.2%；检验员 2943张，占证书总数的 63.8%。 

（3）2018 年底，全省综合检验机构无损检测人员总持证

2826张，其中，无损高级检测师（Ⅲ级证）326张，占证书总数

的 11.5%；中级检测师（Ⅱ级证）2451 张，占证书总数的 86.7%；

初级检测员（Ⅰ级证）49张，占证书总数的 1.7%。 

3.作业人员情况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是指在特种设备生产、经营、使用单位

中从事各类特种设备焊接及安装、改造、修理、维护保养等操作

的人员和安全管理人员。2018 年底，全省各类特种设备作业人

员总持证 85 万余张，比去年同期增长 10.4%，作业人员数量与

特种设备数量的比例为 0.79:1。 

（五）特种设备检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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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设备检验,包括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监督检验包括制

造监督检验、安装改造修理监督检验，定期检验包括承压类特种

设备和机电类特种设备定期检验。 

1. 监督检验情况 

（1）制造监检。2018 年,全省特种设备制造监检总数 147926

台件，监检产品包括锅炉、压力容器、气瓶、压力管道元件、零

部件，监检发现并督促企业处理质量安全的问题共计 858 条，共

发出联络单 468 份，共发意见通知书 51 份。发现的问题主要包

括设计、材料、机械制作与加工等。详见图 25。  

图七：制造监检发现问题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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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制造监检发现问题分布 

（2）安装、改造、修理监检。2018 年，安装（现场组焊）

监检数量为 125572（台\件\只\千米）；改造、修理监检数量为

3098（台\件\只\千米）。安装、改造、修理监检共计发现并督促

企业处理质量安全问题 13744 条，共发出联络单 5488 份，共发

意见书 9057 份。监检发现的主要问题包括检验与试验、竣工资

料、质量管理等。详见图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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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安装改造修理监检发现问题分布图 

2.定期检验情况 

（1）承压类特种设备定检情况，2018 年承压类特种设备定

检数量 94567 台（其中：锅炉 13949 台、压力容器 80618 台），

定检率为 94.14%。承压类特种设备定期检验中发现并督促企业

处理问题 11579条，发现的问题主要包括设备腐蚀、安全附件失

效及技术资料不完整。详见图 27。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数量 1292 1196 779 364 236 40 4796 247 2629

技术资料 腐蚀 裂纹 泄露 磨损 材料劣化 安全附件
制造遗留

缺陷
其它

 

图 27：  承压类特种设备定检中发现问题分布图 

（2）机电类特种设备定检情况。2018 年机电类特种设备定

检数量 442430台（其中：电梯 320531台、起重机械 66504 台、

客运索道 39 条、大型游乐设施 1160 台、场（厂）内专用机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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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 54196 辆），定检率为 95.88%，对机电类特种设备定期检验中

发现并督促企业处理问题 71822条，发现的问题主要包括机械传

动、电气系统、金属结构、安全保护装臵安全性能的问题。详见

图 28。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30000

35000

40000

数量 11513 2857 230 7936 2211 31132 15943

技术资料 机械传动 液压传动 电气系统 金属结构 安全保护装置 其它

 

图 28：机电类特种设备定检中发现问题分布图 

（3）承压和机电类特种设备定检情况。2018年，承压和机

电类特种设备定检数量详见图 29、定检率（综合定检率为

95.75%）详见图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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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承压和机电类特种设备定检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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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0：承压和机电类特种设备定检率 

二、特种设备安全状况 

（一）特种设备安全总体情况 

特种设备安全，是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各级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在特种设备数量激增和人机矛盾突出

等复杂形势使得监管难度大大加大的情况下，万台设备死亡率

保持了去年同期的较好水平。2018 年全省万台事故起数 0.03，

万台死亡率 0.04，未发生特种设备重特大事故，特种设备安全

形势总体保持平稳态势。 

图 31 为近 9 年万台事故起数、万台设备死亡率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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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1： 2010-2018年万台事故起数、万台设备死亡率趋势图 

 （二）事故情况 

2018年全省共发生特种设备事故 3 起（均为一般事故），死

亡 4 人，直接经济损失 477.6 万元。与 2017 年同期相比，事故

起数未变，死亡人数增加 2人。 

1.事故分布。济南、威海、莱芜各发生 1 起特种设备事故。 

2.事故类别。承压类特种设备事故 2 起，机电类特种设备事

故 1 起。 

（三）事故简介 

1.威海市“3.26”一般压力容器故障事故 

事故基本情况：2018 年 3 月 26 日上午 9 时 06 分，威海市

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初村镇驻地的威海某公司发生一般压力

容器故障事故，造成该公司车间 2 名职工死亡，1名操作工人受

伤，直接经济损失约 280 万元。 

直接原因：操作人员在操作釜门关闭过程中，在釜门未旋转

关闭到位的情况下，因工作原因离开岗位，回到岗位后未对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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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序完成情况进行认真检查，在釜门与釜体法兰闭合不充分的情

况下，进行了“过程启动”，安全联锁装臵因存在缺陷未能有效

阻止“过程启动”，导致釜内升压，釜门在压力作用下脱出，最

终导致事故发生。 

间接原因：一是蒸压釜控制系统安装后经过多次调试，但最

终未能排除接线错误导致的安全联锁装臵的缺陷，安全联锁装臵

未能满足“在不完全闭合时不得升压”的要求。二是蒸压釜操作

规程过时，不能有效指导操作人员进行新蒸压釜操作。三是使用

单位未能有效开展压力容器月度检查和年度检查工作，未能排查

出安全联锁装臵存在的缺陷。四是使用单位未能将蒸压釜做为风

险源辨识出并对相关风险点进行管控。五是使用单位未及时安排

人员接替请假人员进行蒸压釜辅助操作。六是当地监管部门存在

监管漏洞，没有及时督促使用单位发现并消除安全隐患。七是当

地镇政府未能按照相关规定，将特种设备纳入政府安全生产检查

范围。 

2.莱芜市“10〃23”一般储气罐泄漏爆裂事故 

事故基本情况：2018 年 10月 23日 22 时 30分左右，莱芜

某公司一台储气罐发生泄漏爆裂，造成 2 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

197 万元。 

直接原因：储气罐纵缝热影响区内表面腐蚀形成沟槽，剩余

壁厚不能满足强度要求而发生韧性破坏，导致泄漏爆裂事故发

生。 

间接原因：一是现场作业人员未按照企业“风险点告知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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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臵程序进行处理，现场处理不当造成泄漏爆裂事故发生。二是

监管部门对企业自行管理的储气罐，没有及时督促企业完善安全

生产管理制度及操作规程。三是当地政府未能按《山东省特种设

备安全条例》规定，将特种设备安全纳入办事处安全生产检查范

围。 

3.济南市“11〃6”一般电梯受困事故 

事故基本情况：2018 年 11 月 6 日 8 时 36 分，济南市市中

区某公司观光电梯发生电梯受困事故，致使 10 人滞留电梯轿厢

内超过 2 小时，无人员伤亡，直接经济损失 0.6万元。 

直接原因：电梯维保单位救援不当。 

间接原因：电梯维保单位安全责任意识不强，对电梯的故障整

改不力，电梯安全回路故障、电梯抱闸失效。 

三、2018年全省特种设备安全与节能工作情况 

2018年，国家和省、市、县市场监管机构改革，重要会议、

重大活动多，特种设备安全高度敏感，安全监管任务十分繁重。

全系统坚决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国家总局决策部署和工作要

求，攻坚克难，担当作为，狠抓落实，特种设备安全工作取得新

成效。 

（一）服务重点活动，圆满完成活动特种设备安全保障任务。

实行“省市一体扁平化管理”，制定重点活动期间专项整治行动

方案，建立周边“护城河”城市联防联治机制，组建服务专班，

成立局领导带队的 9 个督导检查和执法巡查组，组织全省技术专

家，完成全省 17 市全覆盖督导检查，完成保障性检验，完成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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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巡查检查，淄博、东营、烟台、潍坊、日照认真实施“护城河”

工程，顺利实现活动期间全省特种设备“零事故”、核心区“零

故障”目标，实现全省百万台特种设备安全。 

（二）坚持标本兼治，特种设备风险防控和隐患治理力度进

一步加大。在治标方面，以气瓶充装、电站锅炉范围内管道、大

型游乐设施乘客束缚装臵以及客运索道、电梯和危化品相关特种

设备为重点，扎实组织开展了“大快严”集中行动等 16 项针对

性隐患排查治理活动，依法开展特种设备安全日常监督检查和法

定节假日、“两会”、暑期汛期、冬季安全、学校安全等专项监督

检查。济南、东营、烟台、威海抓企业报检责任和检验机构检验

责任落实，提高设备定检率。枣庄、济宁等市集中监察、执法、

检验力量开展电梯安全和维保质量专项整治。全省排查企业

55946家次，下达安全监察指令书 10247 份，立案查处 1744 起，

经济处罚 4372 万元。在治本方面，把特种设备安全风险管控挺

在隐患前面，把隐患排查治理挺在事故前面，积极推进双重预防

体系建设，督促和引导企业实现特种设备安全风险自辨自控、隐

患自查自治，推动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以贯彻落实两个《细则》

为主线，出台电梯、客运索道、气瓶充装、压力容器实施指南等

地方标准，全年组织标准培训 3700 余人次，培育省级标杆企业

26 家、市级标杆企业 50 家、县级标杆企业 187 家，完成对 168

家标杆企业和其他企业的抽样评估，特种设备安全隐患排查治理

逐步进入制度化轨道。 

（三）深化改革创新，积极推进提升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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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省政府办公厅出台加强电梯安全工作通知，明确全省电梯安

全监管“2233”工作目标和工作任务，济南、临沂、东营、泰安

等市相继出台落实电梯安全工作意见，淄博市人大审议通过《淄

博市电梯安全条例》。推进全省“96333” 电梯应急处臵平台建

设，省局出台《电梯应急处臵服务平台建设规范》等地方标准，

济南、青岛、临沂、德州、威海、东营 6 市平台开通运行，纳入

电梯 15.8 万余台，济南平台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平均用时 11.28

分钟，现场救援平均用时 5.53分钟，“三分钟响应率”100%，“三

十分钟到达率”98.68%，社会效果优良。落实上级要求，深化“放

管服”和“一次办好”改革，制定出台《特种设备设计文件鉴定

和型式试验技术服务规范与监管措施》。推进“双随机、一公开”

监管，开展生产单位、检验检测机构、鉴定评审机构、电梯质量、

电梯维保工作质量监督抽查，取得良好实效。全省 107.8 万余台

特种设备全面实行信息化动态管理，录入单位信息 13.4万余家、

人员信息 84.9 万余条，开通系统用户 2.6 万余个。创新培育淄

博移动式压力容器追溯体系建设、青岛液化石油气钢瓶充装信息

化监管新模式，推广威海涉氨制冷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模式，推进

全省车用气瓶追溯体系建设，取得有效进展。 

（四）突出问题导向，有效解决困扰特种设备安全难题。进

一步加强锅炉压力容器制造监督检验管理，明确企业自主约请监

检机构。进一步加强燃气叉车装配的液化石油气钢瓶监督管理，

明确安全技术规范和标准要求，并按照车用气瓶办理使用登记、

开展定期检验等要求。进一步理顺改制轻烃站移动式压力容器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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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规划许可，消除安全监管盲区。进一步加强行业检验机构管理，

明确跨行业检验政策边界。进一步加强电梯安装管理，明确应急

救援通道技术标准。针对舆情反映电梯安全隐患较多问题，迅速

部署切实做好电梯安全工作，保障人民群众乘梯安全。针对中央

环保督察反馈的 2 项燃煤锅炉登记问题，认真细致工作，完成问

题销号和备案，并持续保持严格要求，做好“回头看”相关工作，

全省登记的 2160台燃煤锅炉，全部符合环保要求。 

（五）做好事故舆情应急处置，提升安全监管基础水平。进

一步完善特种设备应急处臵管理，完成《山东省特种设备重特大

事故应急预案》修订。全年实行 24 小时电话应急值守特别是节

假日应急值守和领导带班，及时妥善处臵 67 起特种设备突发舆

情。率先在全国成立省级特种设备安全与节能技术委员会，聘请

包括院士在内的 120 余人出任委员，为我省特种设备安全制定重

大政策、解决重大问题、出台重要文件提供技术支撑。持续加强

安全监管力量建设，组织安全监察员考试 1927人，同比增长 54%。

全年组织作业人员考试 13.3 万余人，作业人员不匹配问题得到

有效改善。持续做好安全宣传工作，开展特种设备安全知识进校

园活动，发放《特种设备安全知识手册》《电梯安全使用常识问

答》等 3.5万余份，在山东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频道进行整点安全

宣传。对特种设备制造、安装、改造和重大修理实行监督检验，

对使用中特种设备实行定期检验，全年共监督检验设备 94 万余

台，定期检验设备 45.2万余台，定期检验率为 9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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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19年特种设备安全与节能监管工作重点 

2019 年工作总体要求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工

作重大决策部署和全国、全省市场监管工作会议以及全国特种设

备安全监察工作会议部署，紧紧围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坚持新

发展理念，坚持服务改革发展大局，以“强监管、优服务、提质

量、保安全”为目标，强化风险防控，推进改革创新，夯实工作

基础，严守安全底线，坚决遏制特种设备重特大事故，防范减少

较大和一般事故，推进全省特种设备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一）强化风险防范，严守安全底线 

1.严格使用登记管理。督促使用单位严格按照相关要求做好

特种设备使用登记工作，并实时纳入信息化动态监管系统。对违

反化工产业政策、节能和环保产业政策以及安全管理有关规定的

特种设备坚决不予登记。 

2.稳步推进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健全特种设备双重预防地方

标准体系，制订发布一批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实施指南，开展标准

体系宣贯、标杆企业培育、建设效果评估和建设现场观摩推广培

训工作。各地结合实际，督导本区域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广泛开展

双重预防体系建设，推动企业主体责任落实。 

3.持续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治理。持续深入开展大型游乐设施

乘客束缚装臵、客运架空索道、锅炉范围内管道材料质量安全风

险防控及危险化学品相关特种设备等专项整治。按计划深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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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设备安全现场监督检查、隐患排查治理以及重大节假日、暑

期、冬季等重要时段特种设备安全专项检查，把行之有效的经验

做法固化为制度成果，有效防范特种设备安全事故发生。聚焦事

故易发领域，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和实效，认真做好庆祝建国 70

周年等重大活动、重要时段的特种设备安全保障工作。 

4.全面推进“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发挥“双随机、一公

开”监管的日常性、基础性作用，确定省级抽查事项清单，全面

实施特种设备安全“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有效支撑事中

事后监管。正确处理好双随机抽查与其他专项或重点检查的关

系，对涉及特种设备安全，未列入抽查事项清单的事项，按照现

有方式严格监管，严防系统性、区域性风险。 

5.推进实施特种设备风险管理。发挥特种设备安全生产专业

委员会、特种设备安全与节能技术委员会、特种设备检验机构的

作用，定期分析统计全省特种设备安全状况,贯彻落实防范化解

重大风险要求，对危化品企业中压力容器、压力管道安全等 18

类安全风险，督促企业认真落实风险防控措施。针对特种设备多

发事故进行案例分析，通过风险警示、采取针对性措施等手段，

强化企业主体责任落实，防范事故风险。 

6.推动提升电梯质量安全水平。以贯彻实施省政府办公厅

《关于加强电梯质量安全工作的通知》为抓手，围绕全省“2233”

工作目标，落实电梯安全管理各方责任，强化电梯安全隐患治理，

全面完成《通知》规定的电梯应急处臵服务平台建设等年度内各

项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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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做好特种设备定期检验。进一步推进落实企业报检责任，

督促落实检验机构检验责任，有效解决特种设备超期未检问题，

保障并不断提高在用特种设备定检率。 

8.做好事故舆情应急处臵和事故调查处理。健全特种设备事

故舆情信息搜集、调度、核实和分析研判制度，修订特种设备事

故应急响应预案，完善应急处臵工作机制。组织开展特种设备事

故和舆情应急处臵培训，做好应急值守，快速应对处臵特种设备

突发舆情和事故。依法组织做好事故调查处理，及时妥善处理特

种设备突发事件。 

9.全面贯彻落实上级安全生产工作部署。持续推动落实省委

省政府《关于深入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关

于推进全省城市安全发展的实施意见》《省政府安委会 2019年工

作要点》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工作部署，确保各项工作措施落实

到位。落实省政府安委会《关于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安全生

产保障意见》要求，有效防范化解乡村的特种设备安全风险。充

分发挥特种设备专业安全生产委员会职能作用，规范工作机制，

加强指导协调，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检查和专项督查，确保特种设

备安全形势稳定。 

10.加强锅炉节能环保工作。落实《山东省打赢蓝天保卫战

作战方案暨 2013-2020 年大气污染防治规划三期行动计划

（2018-2020年）》和市场监管总局等三部门《关于加强锅炉节

能环保工作的通知》要求，做好锅炉节能环保相关监管工作，对

锅炉生产、进口、销售环节执行节能及环境标准要求情况开展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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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检查。推动构建锅炉安全节能环保三位一体的工作格局。继续

做好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有关工作。 

（二）健全责任体系，推进多元共治 

11.进一步落实监管责任。贯彻落实“管行业必须管安全、

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和《山东省实施〈地

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细则》等要求，推动落实

地方党委政府的领导责任、属地管理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形成

监管合力，积极构建“多元共治”的特种设备安全治理格局。 

12.推动落实企业主体责任。督促企业严格履行法定义务，

按照法律法规规定，落实好管理制度、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落

实好使用登记、申报检验和日常管理，落实好操作规程、人员持

证上岗和应急演练，做好安全风险和事故隐患自查、自报、自改

闭环管理，做到特种设备底数清、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持证上岗

情况清和风险隐患清，确保特种设备安全。  

13.进一步落实检验机构检验责任。督促特种设备检验机构

切实加强管理，严格落实检验责任。按照检验要求认真开展检验

工作，确保按时检验，确保检验工作质量，确保检验结果及时录

入信息化动态监管系统，通过风险检验、风险评估、检验检测发

现问题、消除隐患，坚守特种设备安全检验保障关口。组织开展

全省特种设备检验机构工作质量监督抽查。 

14.发挥行业组织和社会监督作用。积极引导行业协会和社

会组织发挥自身优势，推动行业诚信体系建设，在特种设备安全

管理评价、风险管理、隐患排查治理、专项督查检查等方面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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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作用，引导行业自律。加强特种设备安全宣传，推动宣传教

育“七进”，发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提高全

社会特种设备安全意识。 

15.加强监督检查、执法检查和技术检查。认真做好监督检

查和执法检查，发挥技术专家作用，推动建立技术检查人员队伍，

组织开展特种设备安全技术检查，提高专业化监管水平。对排查

出来的风险隐患实行闭环管理，督促责任单位采取措施，加强跟

踪督查，做到整改一件、销号一件。凡是发现存在非法违法行为

的，必须严格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督促企业整改，落实防范措

施，坚决杜绝一罚了之。加大信息公开力度，推动部门联合惩戒，

对拒不整改或难以整改的重大隐患，要及时报告当地政府。 

（三）深化监管创新，完善工作机制 

16.推进实施智慧监管。进一步提升特种设备动态监管系统

企业端应用水平，加大日常监管信息录入力度。推进完善现有信

息化动态监管系统功能设计，推进山东省特种设备安全智慧监管

大数据平台建设，对涉及特种设备安全的人的不安全行为和设备

自身的不安全状态，积极推进全过程、信息化、动态化、智能化

智慧监管。 

17.推动电梯“保险+服务”等保险新模式应用。学习借鉴先

进省市经验，建立电梯“保险+服务”工作规范，在全省选择 2-3

个试点城市，推动电梯“保险+服务”等新模式应用。各地都要

通过政策激励、示范、宣传等措施提高电梯责任保险覆盖率，力

争电梯责任保险覆盖率提高到 3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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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加强追溯体系建设。继续推进电梯质量安全追溯体系、

移动式压力容器和气瓶追溯体系建设，继续支持青岛液化石油气

钢瓶充装信息化监管、淄博移动式压力容器追溯体系等模式建

设，适时在全省进行推广应用。 

19.加强作业人员监督管理。落实总局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资

格认定改革要求，更新全省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试题库，组织开

展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试机构专项监督抽查，继续深入开展特种

设备作业人员匹配问题监督检查。各地结合市县行政审批职能整

合，理顺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资格认定工作责任边界，确保工作衔

接有序。 

（四）夯实监管基础，加强安全队伍建设 

20.推进特种设备地方标准建设。推动制订《老旧电梯及其

主要部件安全评估导则》《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建设标准》《电

梯安全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数据交换技术规范》《电梯安全物联网

技术规范》《电梯维护保养服务规范》《低温液化气体气瓶充装

站技术条件》《低压锅炉》《大容积无缝钢瓶瓶组定期检验导则》

《在用氨制冷压力管道定期检验规则》等一批新地方标准，并组

织做好贯彻落实。 

21.推动特种设备安全科技研究和推广应用。组织开展特种

设备制造焊接新技术推广活动，开展氢气瓶、加氢站等氢能储运、

加注工艺用特种设备安全技术推广活动。 

22.下大力推动基层能力提升。摸清全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管

人员现状，落实针对性建设措施，组织基层安全监察骨干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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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骨干队伍专业化能力。完善安全监察人员（B类）考试题库，

严格组织实施安全监察人员取证考核及继续教育。各地坚持多措

并举，加快队伍融合，加大基层教育培训力度，提升队伍专业化

能力。 

23.加强队伍作风建设。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坚决纠正“四风”特别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继续弘扬

“四特”精神，按照抓业务抓队伍“两手抓”、管行业管行风“一

岗双责”的要求，持续深化作风建设，进一步强化廉政风险防控，

防范事故风险、工作风险和队伍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