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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汽车运输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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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近年来安全管理的实践出发，以各类交通事故的统计分析为依据，提出了安全管理的新思路以

及安全教育的侧重对象、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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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arting off the practice of safety management in recent years, the new mind of 

safety management, the major objects of safety education, the contents, the way and the 

methods of education are brought up judging by the statistic analysis of various traffic 

acci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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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全生产管理的重要性  

  安全生产管理是企业生产管理的基础性工作之一。搞好安全生产管理，防止各类事故的发生是各类企业

管理者的基本职能。 

  生产过程中的安全是生产发展的客观需要。尤其当生产与安全发生矛盾时，生产要服从安全；生产任务

越忙时，越要注意重视安全，否则会导致工伤或交通事故，既妨碍了生产，又影响了安全，这就是“安全第

一”的含义。 

  安全生产是企业管理的一项重要原则。没有安全，生产就不能顺利进行，安全和生产都是为了人，两者

的目的是一致的。生产是为了满足职工的文化和物质需要，而安全是为了保护职工的生命和健康，关系到职

工的切身利益。安全搞好了，职工在良好的劳动条件下生产，可以更好地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 

2 汽运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的特点 

2.1  工作环境复杂多变 



  汽运企业的主要生产设备是汽车，它不象其它生产企业，操作人员面对的是固定的或相对固定的单机或

流水线，作业环境是不受天气直接影响的明亮的车间，汽运企业只有将汽车行驶在公路上才能体现出运输生

产在进行。它不仅与车辆本身的安全技术状况有关、与驾驶员的安全可靠性有关，而且与运行的道路状况

（包括道路等级与道路上的行人、车辆的多少和秩序）、天气状况也有密切关系。这决定了汽运企业设备作

业环境的复杂多变性。 

2.2  操作人员具有流动性  

  道路和车辆是客观的、无意识的，而人是主动的、有意识的。交通安全问题的关键在于人，驾驶员是交

通安全的核心，驾驶员的工作是流动的、分散的，企业不便于随时对驾驶人员进行安全教育，不便于组织生

产经验交流。另外，许多汽运企业临时向社会招聘驾驶员，使在用驾驶员社会化，工作单位不稳定，变动频

繁，这也给汽运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带来很大的难度。 

2.3  牵扯面广、影响大  

  交通安全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幸福和安宁，交通事故每死伤1人，一般地讲要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5～10个

家庭，涉及到2～3个以上单位，造成多大的损失也就可以估算了。客运企业的交通事故牵扯的范围更大。 

3  汽运公司交通事故统计分析  

  济南鲍德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简称汽运公司）对近几年来所发生的交通事故案例进行了收集和整理，如

图1～3和表1所示。从收集的1995～1998年汽运公司发生的同等责任以上交通事故案例137例的统计整理结果

来看，发现驾驶员的年龄结构、文化程度、事故的地点区域、事故的类型等因素间存在着规律性的联系，也

可以看出交通事故的倾向性。根据这些规律性和倾向性，探讨安全管理的新思路和工作方向，制定年度安全

工作计划，确定安全教育的侧重对象和侧重内容具有现实意义。 

3.1   驾驶员年龄结构分析  

  应认真抓好31～35岁年龄段驾驶员的安全管理与教育。这部分驾驶员基本上有十余年的驾龄，驾车技术

较熟练，遇到情况反映较快，但缺乏的是不能很好地控制车速和车距，多数驾驶员开车快、跟随前车近，容

易造成追尾交通事故（这部分人员占追尾事故起数的40％）。因此，在安全教育中，应多教育31～35岁年龄

段的驾驶员，如何控制车速、如何掌握前后车的安全距离。 

图1年龄与事故数量的关系 



图2年龄与事故经济损失的关系 

图3交通事故发生区间分布 

表1事故原因统计 

3.2  诸多环节失误导致交通事故  

  多种原因造成的其中某一环节失控、失衡，势必影响相关的环节。预防交通事故，强化安全管理要着重

综合治理，完善一条牢固的安全防护链，包括开车、管车、带车、派车、装车、封车、卸车、修车等诸多环

节。这些环节可以概括为：出车准备环节、货物装载环节、车辆维修环节、途中监控环节、后勤保障环节、

家庭安全环节等。 

3.3  违章驾驶造成的事故  

  在所统计的事故原因中，因车辆原因引起的事故只有2起，其余135起事故均是驾驶员违章造成的，不是

违反《交通法规》，就是对车辆违章操作。因此，预防交通事故，人的因素起决定性的作用，尤其是减少驾

驶员的违章行为，作用更大。强化对驾驶员的交通安全教育，是预防事故最有效的手段之一。为此，汽运公

司通过事故分析会、安全行车经验交流会等多种形式，培养驾驶员树立遵守交通法规的自觉性，养成良好的

交通意识和职业道德。 

  因车速快发生事故是违章中最突出的现象，在所统计的案例中，占事故总数的42.3％。可见车速快是交

通事故的主要原因，而且在40岁以下的人员中占的比率较大，对此应采取坚持不懈的说服教育，强化驾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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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车速的能力。 

4  几点建议  

  (1) 突出安全行车、经济车速的教育和训练，引导驾驶员控制自己的安全行为，提高行车过程中的注意

力。 

  (2) 突出驾驶员预见性的教育和训练。 

  (3) 按不同年龄段，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和教育内容。如对21～35岁的驾驶员应多进行注意力集中的教

育和训练。 

  (4) 在对驾驶员进行安全行车教育的同时，必须进行车辆日常维护、节油技术的教育以及安全性制动的

运用、驾驶基本功的训练，总之，应开展内容丰富，而且多样化的思想、技术、安全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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