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布单位】国家安全监管总局 
  【发布文号】安监总厅统计〔2008〕126号 
  【发布日期】2008-09-10 
  【生效日期】2008-09-10 
  【失效日期】----------- 
  【所属类别】政策参考 
  【文件来源】国家安全监管总局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生产安全事故信息报送工作的通

知 

 
(安监总厅统计〔2008〕12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各省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以下简称《条例》）实施以来，大部

分地区、部门和单位，能够按照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的有关规定和要求，认真贯彻落实，及时报送各类

生产安全事故信息。但是，仍有少数单位存在较大、重大事故迟报、漏报，事故信息要素不完整，事

故跟踪不及时等问题，特别是部分单位对重大涉险事故的危害性认识不足，反应不灵敏，报送不及

时，甚至漏报，给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的事故处置工作带来影响。为确保国家安全监管总局能够及时了

解和掌握各类生产安全事故信息，及时启动应急预案，有效地处置生产安全事故，现就进一步加强和

改进生产安全事故信息报送工作通知如下：  

  一、积极采取措施，完善事故报告方式，提高生产安全事故报告的时效性  

  各单位接到重特大事故和重大涉险事故报告后，无论事故情况是否完整，事故性质是否明确，要

立即逐级报送事故概况，事故的详细情况要抓紧了解，尽可能快地在续报中予以体现，确保重特大事

故和重大涉险事故信息及详细情况在最短时间报送至国家安全监管总局。  

  必要时，启动事故信息越级上报程序。特别重大事故和性质严重的重大涉险事故发生后，有关市

（地）安全监管部门和煤矿安全监察分局，在向省级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报送事故信息时，可同时直

接抄报国家安全监管总局。  

  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事故信息报送方式和方法，努力提高事故报告效率。各单位要结合本地区的

实际，针对本地区事故信息报送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改进事故报送方式和方法，进一步缩短事故报告

时间，确保重特大事故和重大涉险事故发生后，立即逐级上报。  

  二、增强责任意识，高度重视和加强重大涉险事故信息报送工作  

  重大涉险事故波及范围广、涉险人员多，社会影响大，而且极易引发重特大事故。各地区、各部

门、各单位要高度重视，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切实加强重大涉险事故信息的报

送工作。凡发生紧急疏散人员500人以上和住院观察10人以上的事故，因生产安全事故对环境（人员密

集场所、生活水源、农田、河流、水库、湖泊等）造成严重污染的事故，危及重要场所和设施（电

站、重要水利设施、核设施、危化品库、油气站和车站、码头、港口、机场及其他人员密集场所等）

安全等社会影响重大的涉险事故，要按照重特大事故信息报告的要求，及时逐级报送。同时，要密切

关注互联网、新闻媒体披露的事故信息，发现重大涉险事故，要立即通知有关部门、有关单位迅速核

查，一经核实要立即上报。  



说明:本库所有资料均来源于网络、报刊等公开媒体，本文仅供参考。如需引用，请以正式文件为准。 

  三、严格执行事故报告制度，全面报送生产安全事故信息  

  各级安全监管部门和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要严格执行《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调整生产安全事故调

度统计报告的通知》（安监总调度〔2007〕120号）精神，按照规定的事故报告范围、内容和要求，及

时报送工矿商贸、火灾、道路交通、水上交通、铁路交通、民航飞行、渔业船舶、农业机械等各行业

（领域）事故快报信息，做到事故报告报送迅速，事故要素完整，事故情况清晰。  

  四、加强事故跟踪调度，及时续报事故要素和事故救援进展情况  

  各级安全监管部门和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要重视加强生产安全事故续报工作。要在事故快报的基

础上，按照事故报告内容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及时对事故要素不完整、事故情况不清的进行跟踪调

度，尽快续报。特别是发生重特大事故和重大涉险事故后，要尽快跟踪调度发生事故单位基本情况

（企业性质、生产规模和能力、证照情况等）、事故情况（事故类型、事故经过及事故原因初步分析

等）、事故现场人员伤亡和涉险人员情况、事故抢险救援进展和采取的对策措施等情况，及时向国家

安全监管总局续报。重特大事故、社会影响重大和重大涉险事故，要每天续报2次事故抢救进展情况；

较大事故每天续报1次事故抢救进展情况，直至事故抢救工作结束。  

  五、建立事故信息联动机制，进一步扩展生产安全事故信息渠道  

  各级安全监管部门和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要加强与当地政府有关部门、主流新闻媒体的联系和协

调，充分发挥政府值班室、公安部门指挥中心、交通海事部门、铁路部门和主流媒体记者站的资源优

势和信息传递快的特点，研究建立生产安全事故信息联动机制，开展生产安全事故信息的沟通和交

流，借助有关部门和新闻媒体的力量，扩展生产安全事故信息渠道，及时、全面掌握各类生产安全事

故信息，为提高事故信息快速处置能力提供保障。  

  六、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切实做好生产安全事故信息报送工作  

  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高度重视生产安全事故信息报送工作，认真贯彻落实《条例》和国家

安全监管总局的有关规定，加强组织领导，认真落实生产安全事故报告领导负责制和部门责任制，建

立健全安全生产应急值守和事故信息处置制度，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本地

区、本单位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制度，采取有力措施，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生产安全事故信息报送工作，

为及时、有效地处置各类生产安全事故提供信息保障。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   

二○○八年九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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