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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关于加强危险品运输安全监督管理的若干意见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厅（局、委），中远、中海、招商局、

中交建设、中外运长航集团，部属各单位：  

  近年来，危险品运输安全生产重特大事故时有发生，特别是山西“3·1”特别重大道路

交通危化品燃爆事故、浙江杭州桐庐县境内化学品泄漏事故以及湖南“7·19”特别重大道

路交通运输事故，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和社会广泛关注。为坚决遏制危险品运输安

全生产事故的发生，现就加强危险品运输安全监督管理提出以下意见：  

  一、严格危险品运输市场准入  

  （一）严格企业准入管理。严格危险品运输资质许可，认真审核申请企业的安全生产和

经营条件。一是 2015年底前，暂停审批道路危险品运输企业。做好“挂而不管、以包代管、

包而不管”安全责任不落实车辆的清理，实现道路危险品运输企业全部车辆公司化经营。二

是 2017年底前，暂停审批内河水路油品、化学品运输单船公司。三是严格新建、改建、扩

建的港口危险品罐区（储罐）、库（堆）场、危险品码头和输送管线项目的安全设施设计审

查和验收，凡未通过安全生产条件审查的，一律不得开工；未通过项目验收、取得危险品码

头作业附证的，一律不得运营生产。落实工程质量安全终身责任制。四是危险品运输企业未

取得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证书的，限期予以整改，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仍未达标的

企业不得新增运力和扩大经营范围；水路危险品运输企业未按规定取得 DOC证书的，不得从

事运输经营。  

  （二）严格运输工具准入管理。一是严格道路危险品运输车辆准入前材料审核和年度审

验，禁止不合格车辆准入。二是自 2015年 1月 1日起，无紧急切断装置且无安全技术检验

合格证明的液体危险品罐车，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不予通过年审，并注销其道路运输证。

三是加强危险品运输船舶准入，严格船舶检验，未取得船舶检验证书的，不得从事运输经营。

四是逐步淘汰“两横一纵两网十八线”的内河单壳散装液体危险品运输船舶，自 2016年 1

月 1日起，长江干线全面禁止单壳化学品船、600载重吨以上的单壳油船进入，危险品运输

船舶船型标准化率达到 70%。  

  （三）严格从业人员准入管理。一是严把道路水路危险品运输从业人员考试与证件发放

关，严禁考试和发证过程中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等行为，一经发现严肃处理。二是从事道路

危险品运输的驾驶员、押运员，从事水路危险品运输的船员、装卸管理人员、申报人员、集

装箱装箱检查员必须持相应的资格证上岗。三是按照有关规定建立和落实道路运输（危险品）

经理人从业资格制度和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制度。四是严格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及时掌握驾

驶员的违章、事故记录及诚信考核、继续教育等情况，对于记分周期内扣满 12分的驾驶员，

要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吊销其从业资格证件，三年内不予重新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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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强化危险品运输安全监督管理  

  （四）加强危险品运输作业过程监督管理。一是严格危险货物车辆联网联控系统的接入

管理，凡应接入而尚未接入的车辆、已装监控系统但不能正常使用的车辆以及故意损毁、屏

蔽系统的，责令其整顿，未按要求进行整改的，按照《安全生产法》和《道路运输车辆动态

监督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予以从严处罚。二是港口危险品罐区（储罐）、库（堆）场、危

险品码头应按相关规定配备消防、防雷电、防静电、防污染等相关设施设备，并做到监测监

控全覆盖，安排专人实时监控。三是加强船舶载运危险品进出港口申报管理，加强对进入船

舶交通管理中心控制水域的载运危险品船舶的跟踪监管。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禁止通过内河封

闭水域运输剧毒化学品以及国家规定禁止通过内河运输的其他危险品；除上述以外的内河水

域，禁止运输国家规定禁止通过内河运输的剧毒化学品以及其他危险品。四是从事危险品运

输的企业要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按照运输车船的核定载质量（重量）装载危险品，不得

超载、谎报和瞒报。  

  （五）加强危险品运输督查检查。一是定期深入企业、深入基层、深入现场开展督查检

查，重点检查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和基层一线安全生产措施落实等情况。二是严格查处危

险货物托运人未依法将危险货物委托具备危险货物运输资质的企业（车船）承运危险货物的

行为。三是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交通运输安全生产约谈、重点监管名单、挂牌督办等相

关规定，严厉查处违法违规从事危险品运输的企业、车船和从业人员，对未按约谈、挂牌督

办要求整改的或纳入重点监管名单仍然违法违规运输的应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并从严追究责

任。  

  （六）深化危险品运输安全专项整治行动。针对道路水路危险品运输、港口危险品罐区

和油气输送管线等重点领域，开展危险品专项整治行动，建立健全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对重

大隐患实行挂牌督办，凡整改仍达不到要求的，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停产停业整顿。严

厉打击危险品运输非法违规行为，重点打击无证经营、越范围经营、超速超载、疲劳驾驶、

非法改装和非法夹带危险品运输等行为。  

  三、推进危险品运输安全生产风险管控  

  （七）开展危险品运输风险防控。一是建立安全生产风险管理制度，开展风险源辨识、

评估，确定风险等级，制定具体控制措施。二是细化落实重大风险源安全管控责任制，建立

风险源数据库，并按照有关规定做好重大风险源报备工作，实时掌握重大风险源变化情况，

采取有针对性的管控措施，实现全过程控制。  

  （八）加强危险品运输事故应急处置。一是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要完善道路水路危险

品运输事故应急预案，纳入地方政府事故应急处置体系，建立应急联动机制，并按规定开展

应急演练。二是危险品运输企业要编制具体的危险品运输事故应急预案和操作手册，并发放

到相关车船和一线从业人员。三是加强应急救援能力建设，配备应急装备设施和物资，加强



3 
 

专兼职应急救援力量建设，有条件的应建立专业应急救援队伍。  

  四、加强从业人员培训和监管队伍建设  

  （九）强化从业人员教育培训。一是督促企业健全并落实安全教育培训制度，切实抓好

从业人员岗前培训、在岗培训和继续教育。二是重点要强化危险品运输企业主要负责人、安

全管理人员、驾驶员（船员）、装卸管理人员、押运人员等人员的教育培训。三是各级交通

运输管理部门要严格执行考培分离制度，严把考试发证质量关，凡符合考试条件要求的可不

通过培训直接考试。  

  （十）加强危险品运输安全监管队伍建设。一是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特别是负有港

口危险品罐区监管职责的管理部门，要加强危险品运输安全监管队伍建设，配备具有专业知

识的监管人员。二是部、省交通运输管理部门要建立危险品运输安全生产专家库，让专家参

与技术咨询、督促检查和参谋决策等工作。  

  五、严肃危险品运输安全生产事故调查处理  

  （十一）加大事故查处力度。一是切实做好水上危险品运输安全生产事故调查处理工作，

依法严格追究相关责任单位、责任人的责任。加强对事故调查处置情况的监督，确保事故调

查处理从严、据实、及时结案。二是积极主动参与和协助公安、安监等部门做好危险品道路

运输、港口储运和装卸作业等安全生产事故的调查处理工作。  

  （十二）加强事故的警示教育。一是按时上报危险品运输事故信息，及时发布事故警示

通报。二是加强事故统计、分析，深度剖析典型事故案例，总结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制定

有效措施，防范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六、建立危险品运输安全生产长效机制  

  （十三）加强危险品运输安全生产法规建设。一是认真梳理并进一步完善危险品运输安

全生产法规制度，及时废止不必要的法规。二是各地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和海事管理机构要结

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加强与地方人大、政府及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加快危险品运输相关法

规的制修订工作。  

  （十四）加强危险品运输安全生产技术和信息化应用。一是充分发挥全国道路危险品运

输联网联控信息系统的管控作用，提高联网联控系统在过程管理、监管执法、信息共享等方

面的应用水平。二是加快推进长江危险品运输、港口危险品码头和港口危险品罐区监测监控

等信息系统建设和完善。三是加强物联网、车联网、船联网等关键技术在危险品运输安全监

督管理工作中的应用，加大危险品运输防泄漏、应急处置等关键技术研发和应用力度，积极

引导使用安全技术性能高的运输工具和设施装备。四是建设全国重点监管企业、车船、人员

信息数据库；积极推进道路水路危险品运输重要信息与路网、通航信息以及相关重要监督管

理信息跨区域、跨部门的共享。  

  （十五）加强区域和相关部门协作配合。加强与公安、安监、环保、海关、质检等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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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和周边地区的沟通协作、密切配合，进一步建立健全协调联动工作机制和应急反应机制，

特别要在当地政府统一领导下，加强对港口危险品罐区、库（堆）场和油气输送管线，道路

危化品和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以及剧毒和放射性物质运输等领域的联合执法，切实解决

危险品运输安全生产方面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交通运输部（章）  

2014年 10月 13日 

抄送：国务院应急办，国务院安委办，部内有关司局，部办公厅文秘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