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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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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 2019 年度特

种设备安全状况公布如下。 

一、特种设备基本情况 

（一）特种设备使用登记数量情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全省共使用登记特种设备 118.7 万

台，居全国第四位，比 2018 年底增加 10.8 万台，年增长率为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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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f15f1f2ff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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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区域分布情况 

我省特种设备分布不均，各地区的特种设备数量差别较大，

经济较发达地区的特种设备拥有量较多，如青岛、潍坊、济南、

淄博、烟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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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9%。使用登记的特种设备中，济南

市拥有客运索道最多，青岛市拥有电梯、起重机械、场（厂）内

专用机动车辆最多，东营市拥有压力容器最多，潍坊市拥有锅炉、

大型游乐设施最多。全省特种设备数量按区域分布情况见图 1： 

数量 108514 152832102369 24484 82844 101718 126773 66396 47285 53106 19913 83248 51268 53804 61209 50806

济南 青岛 淄博 枣庄 东营 烟台 潍坊 济宁 泰安 威海 日照 临沂 德州 聊城 滨州 菏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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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019年全省特种设备数量按区域分布图 

 

2.按类别划分情况 

特种设备按类别划分为锅炉、压力容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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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省数量最多的是压力容器 46.7 万台，占全省设备总量的

39.4%，其次是电梯 43.9 万台，占全省设备总量的 37%。全省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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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设备数量按类别划分情况见图 2： 

压力容器, 
467078, 39.36%

客运索道, 52, 
0.004%

厂内机动车辆, 
72410, 6.10%

起重机, 182524, 
15.38%

锅炉, 24053, 
2.03%

电梯, 438648, 
36.97%

大型游乐设施, 
1802, 0.15%

 

图 2：2019年全省特种设备数量按类别划分比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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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蒸汽锅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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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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热载体锅炉。 

2019 年底，全省共有锅炉 2.4 万台，其中承压蒸汽锅炉 1.8

万台，承压热水锅炉 0.1 万台，有机热载体锅炉 0.5 万台。图 3

至图 6 为各类锅炉。 

 

图 4：热水锅炉 

 

 

图 5：有机热载体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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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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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器；盛装公称工作压力大于或者等于 0.2MPa（表压），且压力与 

 

 

图 7：固定式压力容器（球形储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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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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底，全省共有压力容器 46.7 万台，其中固定式压力

容器 46 万台，移动式压力容器 0.63 万台，医用氧舱 0.04 万台。

另外，有使用登记的气瓶 435 万只。图 7 至图 9 为各种压力容器。 
 

 

      图 8：民用气瓶                工业气瓶                 医用气瓶 

 

 

图 9：移动式压力容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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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底，全省共有压力管道 4.08 万千米。图 10 为工业压

力管道。 

 

图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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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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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非公共场所安装且仅供单一家庭使用的电梯除外。 

2019 年底，全省共有电梯 43.9 万台。图 11 至 12 为电梯。 

 

 

 

                                 

 

 

 

 

 

 

 

 

 

 

 

图 11：载人（货）垂直电梯 
 

 

 

 

 

 

 

 

 

 

 

 

 

 

图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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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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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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底，全省共有起重机械 18.3 万台。图 13 至 14 为起重

机械。 
 

 
图 13：门式起重机械 

 

 
图 14：塔式起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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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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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底，全省共有客运索道 52 条。图 15 至 16 为客运索

道。 

 
图 15：客运架空索道 

 

 

图 16：客运缆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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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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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底，我省共有大型游乐设施 1802 台。图 17 至 18 为

大型游乐设施。 

 

 
图 17：过山车 

 

 
图 18：摩天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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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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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底，我省共有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 7.2 万台。图

19 至 20 为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 
 

     
图 19：叉车 

 

 
图 20：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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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当年增长情况 

（1）特种设备数量增长速度在 14%以上的地区，有济南、

潍坊、临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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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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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4%、24.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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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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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69 家（包

括国家局发证 1175 家、省局发证 7994 家），共取得特种设备许

可证 9388 个（包括国家局发证 1175 个、省局发证 8213 个）。 

各类资格证书分布见图 21： 

数量（证） 373 1958 965 1185 795 5 11 99 555 3442

省局发证 266 1596 810 1163 646 1 6 4 279 3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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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019年全省生产单位各类资格证书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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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种设备使用单位情况 

1.特种设备使用单位数量 

截至 2019 年底，全省特种设备（不含压力管道、气瓶）使

用单位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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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04 家，压力容器使用单位 34694 家，电梯使用单位 52119

家，起重机械使用单位 37199 家，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使用

单位 26207 家，客运索道使用单位 41 家，大型游乐设施使用单

位 378 家。 

全省特种设备使用单位按区域分布情况见图 22： 

数量 12384 22985 8283 2729 4971 12381 15938 7981 5395 7025 2905 10641 5321 6486 4164 6886

济南 青岛 淄博 枣庄 东营 烟台 潍坊 济宁 泰安 威海 日照 临沂 德州 聊城 滨州 菏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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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2019年全省特种设备使用单位按区域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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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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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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特种设备以电梯为主，超过了 6.8 万台，占全市特种设备总

数的近 45%，居全省第一位，占全省电梯总数的 1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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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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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为氨制冷用压力容器压力管道。 

 
图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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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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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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安全监察机构及人员情况 

2019 年底，全省共有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机构 1404 个（其中：

省局 1 个、市局 17 个、县区局 193 个、市场监管所 1193 个）。

其中专职机构 313 个（省局 1 个、市局 16 个、县区局 142 个、

市场监管所 154 个），兼职机构 1091 个（高新开发区、经济开发

区、保税区、市场监管所设置了兼职机构）。全省专兼职安全监

察机构安全监察人员持证 2701 证，比 2018 年同期增加 146 张证

书。 

2.检验检测机构及人员情况 

（1）2019 年底，全省共有检验检测机构 429 家，其中：综

合检验机构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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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家、气瓶检验

机构 146 家、安全阀校验机构 145 家，两工地（指房屋建筑工地、

市政工程工地）检验机构 23 家。图 24 至 25 为检验人员从事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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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工作。 
 

 

图 24：检验人员在对电梯进行检验 

 

 

 

 

 

 

 

 

 

 

 

 

 

 

 

 

 

图 25：检验人员在对大型游乐设施进行检验 

（2）2019 年底，全省综合检验机构检验人员共计 2646 人，

与全省特种设备的比例为 1:448（人/台）。全省综合检验机构检

验人员总持证数量 4849 张，其中，检验师 1779 张，占证书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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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36.7%；检验员 3070 张，占证书总数的 63.3%。 

（3）2019 年底，全省综合检验机构无损检测人员总持证

2838 张，其中，无损高级检测师（Ⅲ级证）337 张，占证书总数

的 11.9%；中级检测师（Ⅱ级证）2456 张，占证书总数的 86.5%；

初级检测员（Ⅰ级证）45 张，占证书总数的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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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底，全省各类特种设备作业人

员总持证 86.8 万余张，2019 年全年取证 126637 张，占证书总数

的 14.6%，作业人员数量与特种设备数量的比例为 0.73:1。 

（五）特种设备检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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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全省特种设备制造监检总数 171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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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1 条，共

发出联络单 423 份，共发意见通知书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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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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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 59 50 70 26 101 10 104 9 2 39 11 111 72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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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制造监检发现问题分布 

（2）安装、改造、修理监检。2019 年，安装（现场组焊）

监检数量为 142022（台\件\只\千米）；改造、修理监检数量为 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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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05 条，共发出联络单 3659 份，共发意见

书 5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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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数量 315 164 484 1013 799 14 105 4 1016 5652 869 1636 2440 1171 2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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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安装改造修理监检发现问题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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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定期检验情况 

（1）承压类特种设备定检情况，2019 年承压类特种设备定

检数量 96092 台（其中：锅炉 16963 台、压力容器 79129 台），

定检率为 97.67%。承压类特种设备定期检验中发现并督促企业

处理问题 10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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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数量 1277 882 707 351 327 126 3740 77 2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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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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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机电类特种设备定

检数量 529295 台（其中：电梯 387821 台、起重机械 68711 台、

客运索道 40 条、大型游乐设施 1096 台、场（厂）内专用机动车

辆 71627 辆），定检率为 97.49%，对机电类特种设备定期检验中

发现并督促企业处理问题 150214 条，发现的问题主要包括机械

传动、电气系统、金属结构、安全保护装置安全性能的问题。详

见图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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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 23872 15505 955 51061 3331 33252 22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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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机电类特种设备定检中发现问题分布图 

（3）特种设备按区域定检情况。2019 年，全省特种设备定

检率为 97.59%，各市特种设备定检率见图 30。 

数量 99.74% 96.96% 97.76% 95.67% 99.91% 99.40% 95.84% 98.14% 97.61% 99.23% 96.57% 96.47% 96.99% 94.18% 97.59% 96.75%

济南 青岛 淄博 枣庄 东营 烟台 潍坊 济宁 泰安 威海 日照 临沂 德州 聊城 滨州 菏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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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0：全省各市特种设备定检率  

（4）承压和机电类特种设备定检情况。2019 年，承压和机

电类特种设备定检数量详见图 31、定检率详见图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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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 16963 79129 387821 68711 40 1096 71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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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承压和机电类特种设备定检数量  

 

定检率 96.31% 97.97% 97.75% 96.54% 100% 98.38% 9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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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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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全省发生特种设备一般事故 1 起，死亡 1 人，万

台设备死亡率 0.009，未发生特种设备较大及以上事故，特种设

备安全形势持续保持了平稳态势。 

图 33 为近 10 年万台设备事故起数、万台设备死亡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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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3： 2010-2019年万台设备事故起数、万台设备死亡率 

 

（二）事故情况 

2019 年全省共发生特种设备事故 1 起一般事故，死亡 1 人，

直接经济损失 166 万元。与 2018 年同期相比，事故起数减少 2

起，死亡人数减少 3 人。 

1.事故分布。泰安市发生 1 起特种设备事故。 

2.事故类别。机电类特种设备事故 1 起。 

（三）事故简介 

泰安某有限责任公司“1·15”一般叉车碰撞事故 

事故基本情况：2019 年 1 月 15 日 18 时 25分许，位于泰安

市泰山区的泰安某有限责任公司一台蓄电池平衡重式叉车发生

故障停车检查时，碰撞一人致重伤，送医后经抢救无效于第二天

死亡，直接经济损失 165.5万元。 

直接原因：由于叉车电源插接器接触不良，叉车行驶至设备

清洗间拐角处时自动停车，叉车司机王某未按照叉车操作规程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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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有效停车措施，造成叉车电源恢复后行驶。 

间接原因：一是该公司作业人员未对叉车认真维护保养，未

及时排除叉车电源插接器接触不良这一事故隐患。二是该公司操

作规程及规章制度不完善；对员工的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未有

效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遵守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

三是该公司未建立并实施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

理双重预防体系。 

三、2019年全省特种设备安全与节能工作情况 

2019 年，全系统认真履职尽责、勇于担当作为，控风险、

除隐患、防事故，扎实推动各项工作落实，取得显著成效。 

一是严守底线，特种设备安全持续保持平稳态势。组织开展

了“双随机一公开”、危险化学品相关特种设备、液化石油气瓶、

电梯、电站锅炉范围内管道、锅炉节能标准和环境保护标准执行、

综合检验机构、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等 10 余项专项治理行

动，组织开展了“两会”“五一”“暑期”“冬季”等专项监督检

查，全省共检查企业 69531 家次，下达安全监察指令书 7829 份，

立案查处 1571 起，查封扣押特种设备 171 台套，经济处罚 3329

余万元。全省共同努力，圆满完成了迎接建国 70 周年特种设备

安全保障任务。威海、济宁等市发挥专家优势，采取政府购买服

务方式深入企业排查治理隐患；青岛、潍坊等市圆满完成了海军

节、中日韩产业博览会等重大活动特种设备安全保障任务。截至

2019 年底，全省使用登记特种设备 118.7 万余台，同比增长

10.1%，居全国第四位。全年发生特种设备一般事故 1 起，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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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万台设备死亡率 0.009，未发生较大以上事故及重大影响

事件，特种设备安全持续平稳。 

二是服务民生，电梯安全监管取得新成效。大力推进“96333”

电梯应急处置服务平台建设，济南、青岛、烟台、临沂、泰安等

市开通运行，纳入电梯 24 万多台、电梯维保单位 1469 家、电梯

使用单位 3 万多家，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平均用时 9.9 分钟，现场

救援平均用时 5.65 分钟，社会效果明显。深化电梯监管模式创

新，全面推进电梯安全责任保险，联合山东银保监局、省财政厅、

省住建厅等 8 部门出台推进电梯责任保险和推动开展电梯“保险

+服务”新模式应用工作文件，出台实施指导意见，发布《关于

全省电梯责任保险产品情况的通告》，对保险产品进行差异化布

局，优化升级电梯保险产品。济南、青岛、烟台、临沂试点“保

险+服务”新模式，探索建立“政府引导、市场动作、专业运营、

试点先行”新机制。截至 2019 年底，全省电梯责任保险覆盖率

由年初的 5.8%上升到 34%，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日照、德

州等市电梯责任保险覆盖率达到 50%以上。我省电梯保险工作在

全国电梯安全监管改革推进会上作了交流，得到充分肯定。 

三是夯实责任，积极推进特种设备安全双重预防体系。按照

“统筹规划、安特融合、标杆引领、执法推动”工作思路，新制

定出台有机热载体锅炉、氧舱、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起重机械

和大型游乐设施 5 项实施指南。培育标杆企业 691 家，组织宣贯

培训 160 个班次，13235 人次。召开气瓶充装、客运索道使用、

压力容器使用双重预防体系建设 3 个现场观摩会。临沂、泰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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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取得成效明显。省局出台特种设备双重预防

体系建设评估指导细则，确定 62 家专业技术评估机构，有序开

展双重预防体系建设评估。密切结合执法检查，凡检查必先检查

企业风险点“双公示”、隐患清单和自查自纠情况，督促企业落

实防范措施，形成闭环管理。我省的工作经验，在全国特种设备

双重预防及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会上进行了汇报，引起积极反

响。 

四是强化基础，安全监管效能得到大幅提升。实施特种设备

全主体全品种全链条严格监管，截至 2019 年底，全省 14.7 万余

家特种设备单位主体和 118.7 万余台特种设备全部纳入“山东省

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系统”，做到了特种设备数量清、检验情

况清、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持证情况清、风险隐患清。全省特种

设备定检率为 97.59%，同比增长 1.84 个百分点。积极推进联合

共治，省特种设备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和省特种设备安全与节能

技术委员会作用发挥明显。圆满完成作业人员考核工作改革，先

后出台《关于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资格许可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关于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资格考核的实施意见》，顺利实现衔接。

持续加强监管队伍建设，组织安全监察骨干培训 4 期 521 人，完

成安全监察员取证考核 18 期 1923 人。开展“安全知识进校园”、

“电梯安全宣传周”、“进企业主题宣讲”等活动，成功举办焊工、

电梯安装维修工“技能兴鲁”职业技能大赛，组织开展“特种设

备焊接技术论坛”、“特种设备氢能产业技术应用发展论坛”，积

极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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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快速反应，事故舆情应急处置和风险防范成效明显。严

格落实事故舆情应急处置与事故调查处理制度，认真实施 24 小

时电话应急值守特别是节假日应急值守和领导带班制度，妥善处

置特种设备突发舆情 118 起，处理投诉举报 8957 件。安排部署

督促企业特种设备应急预案、应急演练、教育培训“三到位”工

作，联合总局特设局在德州永锋集团组织氧气球罐泄露火灾事故

综合应急演练，制定《特种设备安全风险状况及防控措施》《特

种设备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指导目录》。开展煤改气锅炉、压力容

器超设计使用年限、电梯质量安全、机械式停车设备安全等 4 方

面风险研判。济宁妥善应对梁山“6• 8”高考学生被困电梯事件，

烟台积极协调沟通有效解决“10• 1”观光气球坠落事件，社会

反响良好。枣庄、德州等市修订完善应急响应预案，应急反应能

力得到提升。 

2019 年，各地立足本地特种设备特点和工作实际，深耕安

全监管，成效显著，亮点纷呈。枣庄、滨州制定出台地方电梯安

全条例。济南、东营、威海、德州等市整治超期未检问题成效明

显。日照联合多部门试点推行气瓶“智能充装智慧监管”。山东

特检集团开通运行山东省“96333”电梯应急处置数据中心。山

东省特种设备协会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专家智库作用，促进政企

沟通、技术交流和信息交流，为安全监管提供有力支持。 

四、2020年特种设备安全与节能监管工作重点 

2020 年工作总体思路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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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四中全会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工作的重要讲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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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全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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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严守安全底线，健全责任体系，

推进改革创新，夯实工作基础，完善安全监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不断提升安全监管水平，坚决遏制特种设备重特大事故，防

范减少较大和一般事故，服务疫情防控大局，确保全省特种设备

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一）强化风险防范，严守安全底线 

1.稳步推进双重预防体系建设。认真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

《山东省安全生产风险管控办法》（省政府令第 331 号），持续

加强特种设备安全风险源头治理管控。把双重预防体系与现行安

全监管制度有机结合，把特种设备双重预防体系与安全生产双重

预防体系有机结合，通过标准体系宣贯、标杆企业培育、体系建

设评估等推进特种设备安全双重预防工作深入开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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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逢查必查企业特种设备安全双重预防体系运行情况。 

2.持续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治理。落实省政府安委会《全省安

全生产集中整治实施方案》要求，扎实开展全省特种设备安全生

产集中整治。重点开展大型游乐设施乘客束缚装置整改和客运架

空索道安全隐患排查治理，针对中小游乐园安全管理缺失、事故

隐患较多等情况开展专项整治。巩固“三无电梯”“老旧电梯”、

电站锅炉范围内管道、危险化学品相关特种设备、液化石油气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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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充装单位专项治理成果。 

3.强化特种设备监督检查。有效实施“双随机”监管和重点

监管，深入开展特种设备安全现场监督检查以及“两会”、重大

节假日、暑期、冬季等重要时段、重大活动特种设备安全专项检

查；组织开展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电梯维保单位、锅炉节能

环保、油气管道法定检验、液化石油气气瓶充装单位追溯体系建

设等专项监督检查；对通过自我声明承诺方式直接换证的特种设

备生产单位以及有投诉举报和质量问题的生产单位开展重点监

督抽查。 

4.加强技术检查和风险研判。充分发挥“省特种设备安全与

节能技术委员会”等组织及技术专家作用，组织开展特种设备安

全技术检查，对检查出的风险隐患实行闭环管理。各地要积极吸

纳技术专家参与检查，做好本区域特种设备监督检查工作。对锅

炉、危化品压力容器、大型游乐设施等五类设备开展系统性风险

研判，分析研判生产、使用、检验等过程中存在的风险，提出解

决方案和监管措施。 

（二）健全责任体系，推进多元共治 

5.进一步落实各方监管责任。贯彻落实“三个必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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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完善特种设备专业委员会联席协调机制，主动做好组织、

协调、通报、调度等工作，促进各部门间信息共享，充分发挥“特

种设备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作用。推动地方党委政府的领导责

任、属地管理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落实，进一步加强特种设备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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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多元共治”治理格局。 

6.推动落实企业主体责任。通过加强监督检查、严格监管执

法和推动信用监管，督促企业严格履行法定义务，持续抓好应急

预案、应急演练、教育培训“三到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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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患自查自纠和闭环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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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牢特种设备安全第一道防

线。 

7.加强作业人员考核工作监督管理。加强特种设备作业人员

考试机构监督管理，督促考试机构认真履行考试机构职责，持续

满足考试条件，严把考试质量关。各地要做好本行政区域内作业

人员及考试机构考点的监督管理工作，建立与当地行政审批服务

部门的工作协商机制，加大对作业人员考核工作的指导和监督检

查力度，提供便利服务，保证作业人员考核工作质量。 

8.进一步加强检验机构管理。督促特种设备检验机构严格落

实检验责任，按照标准规范开展检验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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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局组织开展全省特种设备检验机构工作质量监督抽

查。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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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行业自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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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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等方面积极发挥作用。各地要加大特种设备安全普法宣传力

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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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深化监管创新，创新工作机制 

10.推进实施标准化监管。按照“流程再造、制度创新、提

高效能”要求，推进实施特种设备安全管理“流程再造”，梳理

完善特种设备安全业务管理标准流程，推动制定出台气瓶质量安

全追溯体系建设指南、电梯维保单位质量安全评价指南等山东省

地方标准，推进特种设备安全监管制度化、标准化。 

11.推进实施智慧化监管。落实特种设备全主体、全品种、

全链条严格监管要求，按照统一标准、数据共享、全面推进原则

实施特种设备安全信息化动态监管。推动实现“特种设备管理系

统”与“社会组织统一信用代码库”互联互通，特种设备现场监

督检查电子化移动办公，检查数据实时上传，扩展基层监管和企

业客户端功能。推进全过程、信息化、动态化、智能化智慧监管，

推进监管实时动态、风险实时可控、隐患及时发现迅速处置，切

实提升特种设备监管效能。 

12.推进电梯安全监管创新。全面推进《山东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加强电梯质量安全工作的通知》各项工作落实。联合银

保监会、住建、财政等八部门继续推进电梯安全责任保险，建立

完善电梯安全风险社会保险分担机制，全省电梯安全责任保险覆

盖率达到 50%以上。深入推进电梯“保险+服务”工作，总结推



 
 

32 

广济南、青岛、烟台、临沂试点经验。推动落实好省质量考核领

导小组对市政府建设“96333”电梯应急处置服务平台要求，深

化电梯安全大数据应用，实现各市电梯平台全面建成、辖区内电

梯全面覆盖、数据信息全面实时上传和分析利用。 

13.加强锅炉节能环保共治。全面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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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要求，持续巩固锅炉

节能环保工作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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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检查。推动构建锅炉安全节能环保三位

一体的工作格局。 

14.加强追溯体系建设。按照总局统一部署，支持济南市车

用气瓶充装信息平台建设试点，积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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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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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时在全省推广应用。 

（四）夯实监管基础，加强能力建设 

15.严格使用登记管理。督促使用单位严格按照要求办理特

种设备使用登记，并实时纳入信息化动态监管系统。充分发挥行

业主管部门作用，巩固特种设备安全使用登记全覆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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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情况及时向有关部门通报。 

16.抓好特种设备定期检验。落实好省质量考核领导小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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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政府关于特种设备定期检验要求，督促企业和检验机构做好

定期检验，实现应检必检、应检尽检。统一按月计算特种设备定

期检验的有效期，确保特种设备定检率保持在 97%以上。建立日

常跟踪核查和月调度工作机制，随时掌握网上未检特种设备情

况，确保消除超期未检安全隐患。 

17.做好事故舆情应急处置和事故调查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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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疫情防控

期间特种设备应急检验准备，完善应急处置工作机制。持续做好

应急值守，快速应对处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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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要严格

落实特种设备统计季（年）报、特种设备安全状况公布制度，加

强特种设备安全事故研究和风险分析研判，并通过风险警示、落

实针对性措施等手段，构筑有效的特种设备安全防线。 

18.加强基层监管能力建设。突出特种设备安全监管岗位的

专业性，由具有实践经验的专业人才进行监管，并依法持证上岗。

进一步加大对基层安全监管人员专业化培训力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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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加强基层特种设备

安全监管工作的指导意见》，充分发挥基层监管力量作用，鼓励

担当作为。各地要坚持多措并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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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推动特种设备安全技术推广应用。组织开展碳纤维增强

技术在车载储氢气瓶领域的应用示范、储氢设备安全性能检（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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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与诊断技术应用示范；组织开展高效焊接电源与机器人协同的

柔性焊接技术在特种设备领域的应用推广，推动提升特种设备生

产技术水平和安全质量水平。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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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特监各项工作走在前，

作表率，打造一支对党忠诚、业务过硬、纪律严明、作风优良的

特种设备安全监管队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