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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煤矿安全生产形势明显好转
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公布的数据，2012—2022年，安全高效煤

矿成为我国煤矿安全生产的示范样板，平均原煤工效达到16.78

吨/工，百万吨死亡率下降到0.00069，达到世界先进水平。10

年来，全国煤矿事故总量由 779 起减少到 168 起，下降

78.4%；重特大事故由16起减少到零起；死亡人数由 1384人

减少到245人，下降82.3%；百万吨死亡率由0.374减少

到0.054，下降85.6%；实现了煤矿总量、重特大事故、死亡

人数、百万吨死亡率“四个大幅下降”。

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
公布《煤矿安全生产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自2024年5月1日起施行。制定《条
例》，旨在加强煤矿安全生产工作，防止和
减少煤矿生产安全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

《条例》是煤矿安全生产领域的一部
基础主干法规，全面总结了近年来煤矿安
全生产工作经验，是在贯彻新发展理念、
推动安全生产工作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形
成的重要立法成果，对煤矿安全生产工作
影响深远。《条例》的颁布和实施，有利于
全面规范煤矿安全生产工作，进一步落实
煤矿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进一步强化
监管监察职责，对促进煤矿安全生产形势
稳定好转具有重要意义。

■■ 安全形势总体稳定
新政尽可能堵住各种漏洞

在2月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
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应急管理部党
委委员、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局长黄锦生
介绍，煤矿作为传统高危行业，一直是安
全生产工作的重中之重。国务院于 2000
年、2005 年先后出台了《煤矿安全监察条
例》《国务院关于预防煤矿生产安全事故
的特别规定》，对预防煤矿事故发生、保障
煤矿安全生产发挥了积极作用。随着经
济社会发展，煤矿安全生产出现了一些新
情况，存在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不到位、风
险隐患排查治理不彻底、安全管理体制机
制不完善等突出问题。

针对当前煤矿安全生产的突出问题，
《条例》在强化企业主体责任和严格政府部
门监管责任两方面作出明确规定。一方
面，《条例》明确了煤矿上级企业的职责，要
求煤矿企业加强对所属煤矿的安全管理，
定期对所属煤矿进行安全检查，从法规上
第一次明确了煤矿企业和煤矿的关系。《条
例》强化了煤矿设计、施工、竣工验收、生
产、关闭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对煤矿企业
安全制度、组织机构、人员职责、教育培训、
劳动待遇保障、安全设施和设备、危险作业
等方面进行“全方位”规范；细化了煤矿企
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和从业
人员的全员安全生产责任，提高了企业违
法成本，夯实了企业主体责任。

另一方面，《条例》明确规定，煤矿安全
生产实行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
任制，省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分级分类监
管的原则，明确每一个煤矿企业的安全生
产监管主体。要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负有煤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
门，依法对煤矿企业特别是一线生产作业
场所进行监督检查。同时，进一步加大了
对政府及监管部门失职渎职行为的责任
追究力度。

“《条例》把煤矿安全生产方方面面的
漏洞都尽可能堵上了。”厦门大学中国能源
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对《中国能源报》记
者表示，我国是煤炭生产大国，目前关于煤
矿安全生产相关条例都较为到位，相关政
策的不断严格和细化更有利于大家提高警
惕，尽最大可能避免安全事故发生。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
近十年来，我国煤矿实现了事故总量、重
特大事故、死亡人数、百万吨死亡率“四个
大幅下降”。自2018年开始，我国煤矿百
万吨死亡率降至 0.1 以内，2021 年达到最
低点 0.044。不过，这一数字在 2022 年稍
有反弹，回升至0.054，当年发生煤矿安全
生产事故168起，死亡245人。

对此，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火灾与消
防工程研究所所长吴兵在接受《中国能源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年来，煤矿安全

生产呈现持续向好局面，这与企业、政府
的大量工作密不可分。虽然从数据上看，
2022年煤矿百万吨死亡率出现反弹，但我
国煤矿安全形势总体稳定，并没有出现恶
化。当前，我国煤矿安全生产工作从重特
大事故防范进入到一般、较大事故防范的
攻坚阶段。”

在林伯强看来，近期煤炭价格处于高
位，煤炭企业生产动力充足。在此背景
下，企业更应注意将安全生产放在首位。
林伯强同时认为，大型煤矿在安全设施方
面的投入普遍较为到位，部分中小型煤矿
则相对薄弱。所以，需要根据《条例》进一
步调整规范的主要是中小型煤矿。

■■ 真正让“明白人”办矿
煤矿企业需配备“五职”矿长

近年来，煤矿生产中易发生的事故种
类随着煤矿开采技术的进步而变化。“从
重特大事故看，发生较多或伤亡较大的事

故仍然是瓦斯事故，包括煤与瓦斯突出和
瓦斯爆炸，其次是煤矿火灾、顶板坍塌和
突水事故。从一般事故和较大事故看，原
因主要是机械伤害和顶板事故。”吴兵说。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副局长周德昶
指出：“据统计，90%以上的煤矿生产安全
事故都与人的不安全行为有直接关系。
当前，部分煤矿从业人员特别是安全生产
的管理者技术水平不高，是影响矿山安全
生产的最大短板，必须下大力气解决。”

“当前，在煤矿安全生产中的重大危
险源防治方面，无论是技术装备还是管理
措施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个人安全行为
规范仍然存在一定漏洞。”吴兵进一步指
出，相关部门对煤矿安全的监管和检查往
往注重对重大危险源防治措施的监管，而
对个人不安全行为的监管一直相对较
弱。但预防一般和较大事故就是要从全
员安全责任落实和个人不安全行为纠正
着手。“这涉及安全意识、行为习惯和安全
知识等多个方面，是一项综合性的社会工

程。当然，这也是煤矿事故伤亡率减少到
一定范围后，进一步提高煤矿安全生产水
平必然面临的困境。”

此外，《条例》还首次从法规层面明确
规定煤矿企业应当配备“五职”矿长，即懂
安全生产技术的矿长、生产矿长、安全矿
长、机电矿长、总工程师，以及专业技术人
员和专门灾害防治机构，真正让“明白人”
开矿、办矿，提升企业自主管理能力。

在吴兵看来，无论是个人安全行为还
是组织安全行为，都可以本着“知行合一”
的原则进行监管，个人要先能够准确识别
工作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和隐患，了解可能
造成的事故以及必需的防范措施。“员工
要先能认清楚，然后才能做正确。由此，
煤矿的安全生产才会有底气。”

吴兵进一步补充说，个人安全行为规
范是一项长期工作，煤矿事故伤亡率将在
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呈现出一定的波动
特征，但这并非新挑战，而是进一步提升
安全生产水平必须啃下的“硬骨头”。要

想有效改善个人的不安全行为，不仅需要
在培训、考核，职工安全素质等方面下功
夫，还必须在责任落实、追究上，从法律层
面制定相应的条文进行规范，充分体现

“尽责免责，未尽责担责”的原则，而不是
仅以事故作为处罚的唯一依据。

■■ 先进技术持续赋能
智能化开采为安全生产提质

周德昶指出，《条例》鼓励支持煤矿安
全生产先进技术推广和智能化开采，推动
减人提效，降低矿工劳动强度，改善矿工
作业环境，提高安全生产高效集约水平。

通过煤矿智能化建设，实现机械化替
人、自动化减人、智能化少人、无人，不仅可
实现减员增效，还可改善职工工作环境，提
高煤矿安全管理水平。《中国能源报》记者
从国家能源集团了解到，截至目前，神东煤
炭已经投用21类153台井下机器人，主运
系统固定岗位减员380人。乌海能源已完
成53个固定岗位无人值守项目和骆驼山
洗煤厂智能化改造，实现减员183人。国
神公司60%的固定岗位已具备无人值守条
件。宁夏煤业洗煤厂智能化改造完成后，
11个洗煤厂所有设备实现集中智能控制，
生产班职工由此前的平均30人减少到目
前的7人，岗位无人化率达80%。

“煤矿安全管理涉及的人员、危险源、
设施设备、煤层地质、生产环境等因素众
多而复杂，随着信息化、智能化技术的发
展，新兴技术的应用必将为煤矿安全管理
水平的提高发挥重要作用。”吴兵指出。

在乌兰木伦河西岸的上湾煤矿，无人
驾驶车缓缓行驶在千米井巷。目前，该矿
已引入三类无人驾驶车。其中，19座电动
运人车累计无人驾驶里程超9500公里，无
人驾驶指挥车累计行驶里程超3700公里，
无人驾驶材料车即将进行测试。“今年，我
们将继续加大智能综采工作面和智能掘
进工作面建设，通过实施智能化项目，建
设更加安全高效的智能综采工作面和智
能掘进工作面。”上湾煤矿矿长张立辉说。

智能化开采不仅是保障安全生产的
重要抓手，也为煤企经营带来实打实的利
益。乌海能源相关负责人给《中国能源
报》记者算了一笔细账：智能化建设实施
以来，公司月进尺提高1.5倍，工效提高3.5
倍；采煤工作面自动化截割率达到60%，工
效提高3倍；固定岗位实现了“一人多机”
操作，功效普遍提高3倍。同时，实现智能
化后，设备使用更加科学，维修量大幅减
少，故障率也大幅下降。

除了新兴技术的助力，对于推进煤矿
安全生产，吴兵进一步指出，系统研究煤
矿安全管理需要的信息，构建针对危险源
和隐患双重管理所需的分类、分级管控体
系，建立针对事故分析、责任落实和人的
不安全行为干预的规范方法，也是当前提
高煤矿安全管理水平的迫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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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以来煤矿百万吨死亡率变化情况

人勤春来早。春节和元宵节刚过，在各
条能源战线，已涌动着奋楫争先的热潮。抢
开工、拼进度、开好局……一派繁忙的景
象。生产再忙，安全不忘。将于5月1日起
施行《煤矿安全生产条例》是我国煤矿安全
生产领域的一部基础主干法规，用法治思维
和法治手段解决安全生产问题，用法治力量
护航安全生产，有望让煤炭生产这一传统高
危行业变得更加安全，更具活力。

事前防范胜于事后补救。很多事故
的发生看似偶然，实则，偶然背后有其必
然。根据海因里希安全法则，在任何一起
严重的事故背后，必然隐藏着几十个轻微
事故和上百个潜在隐患。不着力消除这
些潜在隐患，不从源头上进行防范，重大
安全事故的发生，只是时间问题。

因此，保障煤矿安全生产，须以预防
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从源头上防范化
解重大安全风险。《煤矿安全生产条例》不
仅彰显着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的人文精
神，也处处体现着全链条、全过程、全方位
管理的系统思维。

据统计，90%以上的煤矿生产安全事故
都与人的不安全行为有直接关系。尽管智
能化等新技术的应用，大幅提高了煤矿安
全管理水平，但技术永远取代不了人。对
于安全生产而言，尤其如此，人的因素是第
一位的。只有加强煤矿从业者的安全生产
教育，帮助他们提升安全意识，培养安全习
惯，才能真正筑牢安全底线，夯实安全责
任，为安全生产奠定坚实基础。

安全无小事。作为传统行业，煤炭产
业如今也面临着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
重任。注重细节，立足长远，建立全面、科
学、细致的安全文化，营造浓厚的安全文化
氛围，才是预防安全事故发生的长效做法，
这也是煤炭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依托。

《煤矿安全生产条例》进一步强化了
监管监察职责，提高了企业违法成本，让
法规“长出牙齿”，与此同时，行业仍需持
之以恒，让安全文化在每一个从业者心中
生根发芽。

筑牢安全意识筑牢安全意识
守住安守住安全底线全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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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我国参与国际能源治理的重力我国参与国际能源治理的重
要抓手要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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