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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通信业安全生产“十二五”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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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安全发展是科学发展观重要内容，“安全有保障”是走中国

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内涵之一。进一步夯实工业通信业安全生

产基础，提高工业通信业安全生产保障能力，提升企业本质安全

水平，强化工业管理部门安全生产指导管理能力，推动工业通信

业安全发展，是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根本要求。

本规划根据《安全生产“十二五”规 划 》、《工业转型升级规

划（2011-2015 年）》以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

产工作的通知》（国发〔2010〕23 号）编制，明确了工业通信业

安全发展的指导思想、原则和目标，确定了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 ，

是加强工业通信业安全生产工作的指导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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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状和面临的形势

（一）发展现状

“十一五”期间，工业安全生产状况明显改善，重点行业（领

域）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安全生产基础进一步优化，企

业本质安全水平进一步提高。一是整体素质明显改善，产业结构

进一步优化，重点行业安全生产标准进一步完善，行业安全生产

准入门槛进一步提升，一批安全水平低的落后产能和不具备安全

生产条件的企业退出市场。二是安全科技进步明显加快，带动

工艺技术改造升级，一批先进适用安全技术得以推广，安全生产

保障能力不断提高。三是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稳步推进，信息技

术在安全生产监控监测预警、人机隔离自动化操控等装置和系统

中大量采用，信息化促进安全生产效果明显。四是工业管理部门

安全生产指导管理职能定位进一步明确、管理体系初步建立，与

安全监管部门协调联动机制进一步完善。

图 1 “十一五”期间工矿商贸及重点工业行业、通信业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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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工业安全生产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一是基础工

作亟待夯实筑牢，部分地方工业管理部门安全生产指导管理职责

没有落实到位。二是发展方式粗放，安全生产专用技术、装备和

服务等安全产业发展滞后，推广应用力度仍需进一步加强，安全

保障能力建设与我国工业化发展水平不相适应。三是安全生产基

础薄弱，事故总量仍然较大，重特大事故尚未得到有效遏制，且

呈波动起伏态势。

（二）面临形势

我国仍处于生产安全事故易发多发的特殊时期，重点行业

（领域）产业布局和结构面临着进一步优化升级的紧迫要求；企

业生产工艺、技术、装备本质安全水平不高造成的事故占事故总

量的 52%，人为管理因素造成的事故占事故总量的40%，反映出

部分企业工艺技术装备落后，安全生产投入不足，本质安全水平

有待进一步提高。

“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安全

生产状况由明显好转向根本好转目标迈进，确保国务院确定的

“到 2020年全国安全生产状况实现根本性好转”目标实现的攻

坚阶段。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对工业通信业加快转型升

级、切实提高本质安全水平、实现安全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指导思想、发展原则与主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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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确立安全发展理念，坚持“安全

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指导企业以提高本质安全

水平为主要任务，紧密围绕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主线，促进

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引导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提

高工业安全保障能力。

（二）发展原则

统筹兼顾，协调发展。把安全生产融入新型工业化发展同步

规划、同步部署、同步推进，正确处理安全生产与经济发展速度

效益、工业转型升级的关系。

源头预防，提升水平。强化行业标准、规划和政策引导，转

变发展方式，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从源头上防范和遏制事故 。

依靠科技，推广示范。充分发挥科技的支撑和引领作用，推

进安全技术研发、成果应用和引导示范，加快安全生产技术装备

升级。

综合治理，落实责任。夯实工业行业安全生产指导管理及民

爆、通信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基础，形成综合治理长效机制，引

导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三）主要目标

到“十二五”末期，工业通信业本质安全水平得到明显提升 ，

重点行业（领域）生产安全事故总量和职业危害得到有效控制，

安全生产状况进一步好转，形成较完善的指导行业安全生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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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体系、安全生产标准体系和技术支撑体系，淘汰一批安全保

障差、职业危害严重的生产企业和生产能力，安全产业健康发展 ，

技术进步明显加快，建立工业通信业安全生产长效机制。

三、重点任务

（一）完善安全生产标准，严格行业准入

1.加快安全生产标准建设

定期清理、及时制修订安全生产标准，开展标准实施效果

的跟踪评价，加快亟需的重点行业安全生产标准规范的制修订工

作，重点制定涉及行业安全准入的强制性标准。鼓励企业根据科

技进步及时制修订新产品、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标准。强化

安全生产标准规范的宣贯执行，推动实施企业安全生产标准规范

符合性评价活动。

2.提高行业安全准入门槛

结合产业布局，重点提高石化化工、冶金、有色、建材、机

械等行业安全准入门槛，淘汰安全性能差、危害劳动者健康的生

产工艺技术和装备等落后能力。定期公布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名单

和落后工艺装备目录，有针对性地实施区域产业重组计划，充分

发挥产业政策和市场机制的作用，整合淘汰安全无保障的企业，

提升区域安全保障能力。

专栏1 : “十二五”时期重点行业安全生产标准制修订工作重点

石化化工：化工园区安全准入条件、危险化学品防火防爆、安全设备设施等标准 。

冶金：焦化产品、铁合金、炼铁、炼钢、轧制/挤压/锻压、耐火材料、涂镀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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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统筹安全发展规划布局

完善和规范区域产业规划布局。重点做好危险化学品发展布

局规划，按照主体功能区定位及城市发展规划，结合危险化学品

分布及产业风险特点，统筹区域危险化学品发展规划及化工园区

布局。在推进产业转移过程中，防止安全保障能力低的企业和项

目转移和延续。强化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产业建设过程中的安

全生产要求。按照产业集聚和节约用地原则，统筹区域环境容量 、

安全容量和公共设施的科学规划与合理布局。实行工业园区区域

性定量风险评价和安全规划制度，实现工业园区内企业的合理布

局。

（三）推动安全技术改造和安全科技进步

1.实施重点行业安全技术改造

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治理。提高指导企业开展生产安全事故

隐患排查治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及时发布行业事故隐患类型

生产安全标准。

有色：有色金属矿产品、冶炼产品、加工产品和辅助材料在生产、储存、运输、

使用及废渣处理过程中的安全标准，以及高温熔体、高压、高电流、有毒有害气体、

粉尘、强酸碱、易燃气体和液体、高空吊装、大型机械设备等方面的安全防护标准。

建材：生产试验安全评价方法标准、各专业领域生产安全标准、危险品包装贮存

运输使用标准、安全卫生防护标准及危险废弃物处置安全标准。

机械：电气安全标准、各类作业安全标准、安全防护设备和技术标准。

轻工：各类生产作业安全标准、有害物限值标准、安全卫生防护标准、化学品的

使用和储存标准及防火安全标准。

纺织：生产作业安全标准、化学品的使用和储存安全标准、化学有害物限值标准 、

安全卫生防护标准及防火、防爆安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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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报告，支持引导企业加大隐患治理投入，指导企业做好排

查、建档、类型分析、整治及评估，切实做到整改措施、责任、

资金、时限和预案“五到位”。

在隐患排查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加大安全技术改造力度，

建立资金引导机制，帮助企业解决安全条件建设问题，优先安排

技术工艺先进、有效消除重大安全隐患的技术改造项目。重点支

持石化化工、冶金、有色、建材、医药、机械制造等行业安全生

产保障能力建设，针对涉及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物质生产和金属

冶炼、铸造的重点工艺技术、装备进行安全生产技术改造。

专栏 2: 安全生产技术改造重点方向

2.加强安全生产技术研发及应用

涉及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物质生产：工艺装备本质安全性不高，易发生燃烧、

爆炸或有毒物质泄漏事故的；有较大爆炸危险性作业场所，工艺技术装备自动化

程度低，现场操作人员密集，一旦发生事故可能造成较大人员伤亡的；无气体泄

漏自动报警装置、火灾探测报警装置等消防设施的；无事故状态下自动停车系统

的；无事故状态下清净下水设施，发生事故时或应急救援过程中易产生重大环境

污染等次生灾害的；易发生爆炸生产装置或工房、储存设施(库房、罐区等)与周

边设施的距离不符合安全规范要求的；在易发生爆炸生产装置或工房、储存设施

（库房，罐区等）周边的办公、科研、生产、试验、储存设施等有人员活动场所

不具备抗爆能力的。

涉及钢铁、有色金属行业冶炼、铸造：熔融金属和高温物质与水、油、气等

物质防爆隔离措施；作业现场设置监控报警、联锁和自动保护装置；预防泄漏、

中毒、窒息、爆炸烧烫伤等工艺技术和设备设施；高炉风口平台、炉身炉顶等重

大危险区域安全防护装备；对下游和周边的居民、铁路、公路等造成威胁的尾矿

库边坡加固、排水等设施改造；尾矿库、排土场遥测遥控自动监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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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对石化化工、冶金、有色、建材、机械等行业安全工艺

技术、装备和产品研发的支持力度，推动技术进步和成果转化。

紧密围绕工业产业结构调整，推广先进、适用、成熟的安全生

产技术，提升工业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生产水平，引导企业

优先采用有利于提高事故预防能力和防治职业危害的新技术、新

工艺和新材料，提高企业安全防护水平，建设安全技改示范工程 。

专栏3：重点行业安全技术发展重点方向

（四）培育和发展安全产业

1.大力发展安全生产技术装备

将安全检测监控、安全避险、安全保护、个人防护、灾害监

控、特种安全设施及应急救援等安全生产专用设备的研发制造和

安全技术服务，作为安全产业统一规划、加强培育。研究制定《关

石化化工：工艺自动化控制与安全仪表系统，智能化故障诊断与操作指导系

统，在线检测、评估及长周期保障装备及系统，安全监控预警系统及安全联锁保

护设备设施，事故应急救援及辅助决策支持系统、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安全监控

系统，化工园区风险评价与安全规划技术。

冶金有色：主体生产系统危险源辨识，监测监控报警、联锁和自动保护系统，

熔融金属和高温物质与水、油、汽等物质的隔离防爆技术装备，煤气、氧气等气

体生产、储存、输送、使用环节防止泄漏、中毒窒息、爆炸的技术装备。

机械：锻造、空压机、冲剪压等机械设备自动化操作及安全防护装置，自动

化焊接设备，焊缝无损检测系统，自动化制造系统工况监测与故障诊断系统。

建材：石膏矿山捕尘、降尘及硫化氢监测系统，回转窑制动、应急独立电源

与主辅传动联锁装置，排土场、矸石山、尾矿库稳定性监测系统，山体滑坡和地

表塌陷危害监测监控系统。

民爆：民用爆炸物品生产监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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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促进我国安全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安全生产技术装备产

品发展指导目录》等促进安全产业健康发展的产业政策措施，

引导社会和企业加大对安全生产技术装备研发和推广的投入力

度，推进安全生产关键技术装备换代升级。

2.推动安全产业集聚发展

发挥各地安全生产技术产品生产企业主体作用，支持有条件

的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形成技术联盟，培育一批安全产

业集群、产业园区，在投融资、项目建设、技术改造、人员培

训等方面制定相关优惠扶持政策，推动企业集聚发展，形成一

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安全生产技术装备，并加快产业化步伐。

专栏4 ：安全产品、技术发展重点方向

先进安全材料：先进阻燃材料，耐温（高、低）、耐压、耐腐蚀材料，可有效

降低职业健康危害等专用材料等。

个体防护产品：危险物安全防护装置、人体静电释放装置、防护服、救生衣、

井下人员定位系统、呼吸器等安全保护及个人防护产品等。

安全监测、检测、探测报警装置和仪器：有毒、有害、可燃气体探测和检测

报警系统，火灾探测报警系统、地质灾害监测传感器和预警系统，生命探测仪等。

先进安全技术装备：提升存在火灾爆炸危险性的工作场所装备和设备的机械

化、自动化、信息化水平，研发机械加工作业场所人与运动部件隔离的自动化本

安型设备等。

安全监控管理系统：大型起重机械安全监控管理系统，海洋渔业船舶卫星定

位与监测系统，危险品流向监控与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故障诊断系统，城市

消防远程监控系统等。

事故应急救援装备：事故紧急避险、逃生系统，矿井事故压风自救系统、供

水施救系统和通信联络系统，应急供电照明设备，应急机动通信联络与指挥控制

系统，高层建筑灭火救援等消防装备，水上救援船舶及救援装备，航空救援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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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两化”深度融合促进安全生产

充分利用信息化成果提升传统产业安全水平，在重点行业

（领域）支持推进安全生产信息化系统的建设和应用，引导高危

行业提高信息化水平。支持重大安全生产信息化项目建设，加强

对信息技术与安全生产技术融合的新技术、新产品的攻关和应

用。在实现危险作业场所人机隔离、远程遥控操作、灾害监测预

警等方面，建成一批有示范引领作用的示范工程。重点推广示范

一批重点行业（领域）“两化”融合促进安全生产项目。

加强安全生产领域物联网技术研究与装备开发，推动故障诊

断技术、控制系统仿真技术等的应用。促进各级行业主管部门和

企业安全管理信息化共用共享系统支撑平台及保障体系建设。

专栏 5：安全生产信息化建设重点方向

大型起重机、挖掘机、破障机等抢险救援工程机械，大型钻机、水泵等高效陆上

机动救援设备，油气及危险化学品管道堵漏设备，放射性污染场所应急处置设备，

遇险人员搜索定位系统及搜救设备等。

安全技术服务：围绕市场需求，推动安全生产评价、技术支持、安全培训、

技术改造等服务性机构的规范发展，重点开展围绕安全生产的技术咨询、产品推

广、工程建设、租赁服务、人才培训以及安全检测检验、事故分析与鉴定等服务。

普及先进过程控制和制造执行系统，实现生产过程的实时监测控制、故障诊

断、灾害报警。

建立危险化学品、民用爆炸物品的生产、经营环节的实时监控系统。

围绕危险作业场所的安全风险评估、多层防护、人机隔离、远程遥控、监测

报警、灾害预警、应急响应和处置等方面，深化信息技术的集成应用。

以钢铁、石化、有色、建材、装备及民爆等行业为重点，推进安全信息管理

分析、安全生产动态监测监控、安全隐患排查、安全事故应急管理、安全生产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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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提升企业安全生产保障能力和管理能力

1.提升企业人员安全素质和管理能力

指导企业强化全员安全培训，重点突出对主要负责人、安全

管理人员、一线班组长、危险岗位操作人员及新进人员安全生产

培训。指导企业确立先进的安全生产管理理念，制定严格高效的

操作规程，学习和借鉴安全生产先进理念和管理经验，引进和推

广先进的安全科学技术和安全生产管理方式，提高安全生产管理

能力与水平。

2.加强对中小型企业安全生产扶持

从经济政策支持、社会中介服务、推广示范工程、实施优惠政

策扶持等方面，实施中小企业安全生产支持与援助工程，促进

中小型企业提高安全生产保障能力。支持和指导中小企业开展安

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建立健全技术管理、设备管理等各项安全基

础管理制度，配齐必需的专业技术人员，淘汰落后的工艺设备，

推广应用合理、先进的工艺技术和装备设施。引导高危行业中小

企业建立重大事故风险监控系统，实现对重大事故风险的实时

监控。

（七）加强民爆、通信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1.加强民爆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做好民爆生产、流通环节安全生产监管，规范企业生产经

度指挥、特种设备管理、人员安全管理、安全生产综合管理、安全环保健康（HSE）、

高危工业产品运输监控和管理、机床数控化安全提升等信息化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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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行为，强化隐患排查治理。加强安全技术基础和应用技术研

究，加大安全技改力度，淘汰落后生产工艺、产品和设备，保

障本质安全。重点发展现场混装炸药、导爆管雷管等安全、高效

产品品种，优化产品结构。以信息化技术改造传统的工艺技术装

备和生产管理方式，实现产品生产和经营各环节的信息化监控

和跟踪。推广安全预警、监控、检测和防护等技术，加强重大

危险源的监测监控，完善安全生产评价体系，提高风险防范能

力。

2.做好通信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严格执行通信业安全生产“三同时”制度。针对安全生产

薄弱环节和新技术新业务应用，加快更新、健全通信业安全生产

标准。建立与市政规划、建设等部门的有效衔接机制，切实保护

通信基础设施安全。完善通信企业安全生产培训体系，提高企业

管理人员和一线操作员工安全素质。加大通信安全生产法律法规

宣传，加强对通信基础设施的保护。加强安全生产和网络安全

应急和对自然灾害的防御能力。

四、保障措施

（一）健全工业安全生产指导管理体系

落实省、市、县三级工业部门安全生产指导管理职责，形成

完善的工业行业安全生产管理体系，推动制度建设，强化安全生

产工作目标控制与考核，提升安全生产指导管理能力和素质。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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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各行业协会、科研院所作用，开展政策、标准、规范的制修订 ，

推广安全生产先进适用技术，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

（二）加强制度机制建设

综合利用现有政策，发挥行业准入、产业结构调整、信息化

建设、中小企业发展、技术改造等现有政策引导作用，建立安全

发展专项计划和配套资金。突出企业主体、行业自律、政府引导

和社会舆论监督作用，维护企业职工对安全生产的参与权与监

督权，明确各方权利义务，合力推进工业行业安全生产工作，保

证规划任务的顺利实施。

（三）加大安全生产技术改造投入力度

抓好《工业转型升级规划（2011—2015 年 ）》提出的智能清

洁安全发展示范工作，支持化工、冶金、有色、民爆等重点行业

加大安全生产技术改造力度，支持工艺技术先进、有效消除重大

安全隐患的技术改造项目，扶持先进安全技术装备的研发制造。

（四）建立工业安全生产管理联动机制

建立同各行业安全监管部门、安全生产综合监管部门的管理

联动机制，依法参与事故调查处理，配合做好安全生产监督检查，

强化工业行业安全生产的源头预防、企业管理、监督检查、教训

汲取的闭环管理。

（五）强化规划组织实施

督促各地工业主管部门结合当地安全生产实际和企业工艺

装备状况、安全生产管理水平等情况，制定安全生产专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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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在有关规划中明确安全生产任务，开展分类指导，落实配套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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