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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矿山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
理工作的若干制度（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强化矿山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严格事故调

查处理，根据《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

理条例》《煤矿安全监察条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重

大事故查处挂牌督办办法》《安全生产约谈实施办法（试行）》

《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等有关

规定，建立健全矿山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工作若干制

度。 

    一、矿山事故信息报告制度 

矿山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

向本单位负责人报告；本单位负责人接到报告后，应当于 1

小时内向事故发生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矿山安全监管部门

报告。发生较大及以上事故，可直接向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

省级局和省级矿山安全监管部门报告。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矿山安全监管部门接到矿山事

故报告后，应当在 1 小时内报告上一级矿山安全监管部门；

设区的市级矿山安全监管部门接到事故报告后，应当在 1 小

时内报告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省级局和省级矿山安全监管

部门。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省级局和省级矿山安全监管部门

接到矿山事故报告后，应当于 1 小时内报告国家矿山安全监

察局值班室，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省级局应当于 48 小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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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事故调查子系统中填报事故信息。接

到较大及以上矿山事故报告，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省级局负

责人应当及时电话报告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领导。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接到较大及以上矿山事故报告后，

应当于 1 小时内报告应急管理部。 

事故报告后出现新情况的，应当及时续报。 

矿山安全监管部门依照上述规定报告事故情况，应当同

时报告本级人民政府。 

    二、矿山事故应急救援制度 

接到矿山事故报告后，矿山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应当立即

启动应急响应。 

（一）一般事故。死亡（被困）1-2 人，县级矿山安全

监管部门主要负责人、市级矿山安全监管部门负责人和省级

矿山安全监管部门、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省级局有关人员，

应立即赶赴事故现场指导救援。 

（二）较大事故。死亡（被困）3-5 人，市级矿山安全

监管部门主要负责人、省级矿山安全监管部门和国家矿山安

全监察局省级局负责人，应立即赶赴事故现场指导救援；死

亡（被困）6-9 人，省级矿山安全监管监察部门主要负责人

和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有关司人员，应立即赶赴事故现场指

导救援。 

（三）重大事故。死亡（被困）10-19 人，国家矿山安

全监察局负责人应立即赶赴事故现场指导救援；死亡（被困）

20-29 人事故，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主要负责人应立即赶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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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现场指导救援。 

（四）特别重大事故。死亡（被困）30 人以上，国家矿

山安全监察局主要负责人立即赶赴事故现场，按照应急管理

部特别重大灾害应急响应有关要求开展事故救援。 

    三、矿山事故通报制度 

矿山事故发生后，矿山安全监管部门和国家矿山安全监

察局省级局应当通过短信、微信、文件或会议等方式，向有

关部门和矿山企业通报事故基本情况和主要教训，就防范类

似事故提出工作要求。 

（一）一般事故，市级矿山安全监管部门应向辖区矿山

安全监管部门和矿山企业通报。 

（二）较大事故，省级矿山安全监管部门、国家矿山安

全监察局省级局应向辖区矿山安全监管部门和矿山企业通

报。 

（三）较大典型和重特大事故，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应

向全国矿山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和矿山企业通报。 

    四、矿山事故调查制度 

（一）煤矿事故调查。 

1. 特别重大事故由国务院或者根据国务院授权有关部

门组织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 
 

2. 重大及以下等级事故由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省级局

牵头组织调查。其中：重大事故由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省级

局主要负责人任事故调查组组长；较大事故由国家矿山安全

监察局省级局负责人任事故调查组组长；一般事故由国家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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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安全监察局省级局负责事故调查处理工作的处室主要负

责人任事故调查组组长。 

3. 未造成人员死亡的一般事故，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省

级局可以委托事故发生单位组织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 

（二）非煤矿山事故调查。 

1. 特别重大事故由国务院或者根据国务院授权有关部

门组织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 

2.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省级局参与重大及以下事故调查

处理，监督事故查处落实情况。重大事故由事故发生地省级

人民政府负责直接调查或者授权有关部门组织事故调查，国

家矿山安全监察局省级局负责人参与事故调查；较大事故由

事故发生地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负责直接调查或者授权有

关部门组织事故调查，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省级局派处级干

部参与事故调查；一般事故由事故发生地县级人民政府负责

直接调查或者授权有关部门组织事故调查，国家矿山安全监

察局省级局派员参与事故调查。 

3. 未造成人员伤亡的一般事故，县级人民政府可以委托

事故发生单位组织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 

五、矿山事故查处挂牌督办制度 

（一）重大事故挂牌督办。 

1.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对重大矿山事故调查处理实行

挂牌督办，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负责重大矿山事故查处挂牌

督办具体工作。 

2.事故调查报告初稿形成后，有关省级矿山安全监管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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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部门向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书面汇报或当面汇报，并根据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的意见和建议，组织事故调查组对事故

调查报告进行修改完善，经省级人民政府同意后，以省级人

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正式文件上报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

会办公室审核。 

（二）较大事故跟踪督办。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对性质严重、社会影响恶劣的较大

典型矿山事故查处进行跟踪督办，必要时国家矿山安全监察

局派员赴现场督办。 

    六、矿山事故约谈制度 

    （一）发生特别重大矿山事故或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安全生产重大决策部署不坚决、不到位的，由国务院安全

生产委员会主任或副主任约谈省级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 

（二）发生重大矿山事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国务

院安委会办公室负责人或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有关成员

单位负责人约谈省级人民政府分管负责人。 

1. 30 日内 2 起的； 

2. 6 个月发生 3 起的； 

3. 性质严重、社会影响恶劣的； 

4. 事故应急处置不力，致使事故危害扩大，死亡人数达

到重大事故的； 

5. 重大事故未按要求完成调查的，或未落实责任追究、

防范和整改措施的。 

（三）安全生产不力，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国务院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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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会办公室负责人或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负责人或有关司

室主要负责人约谈市（州）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 

1. 发生重大矿山事故或 6个月内发生 3起较大矿山事故

的； 

2. 发生性质严重、社会影响恶劣较大矿山事故的； 

3. 事故应急处置不力，致使事故危害扩大，死亡人数达

到较大矿山事故的； 

4. 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督办的较大矿山事故，未按要

求完成调查的，或未落实责任追究、防范和整改措施的。 

对约谈情况，原则上在新闻媒体上进行公开曝光，接受

社会监督，发挥警示教育作用。 

七、矿山事故警示教育制度 

按照“谁组织调查、谁开展警示”的原则，对较大以上

矿山事故制作事故警示教育片并开展警示教育，督促地方和

企业吸取事故教训。 

（一）特别重大事故，由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负责制作

事故警示教育片，并开展警示教育。 

（二）重大事故，由负责组织事故调查的国家矿山安全

监察局省级局或省级矿山安全监管部门制作事故警示教育

片，并开展警示教育。 

（三）较大事故，由负责组织事故调查的国家矿山安全

监察局省级局或市级矿山安全监管部门制作事故警示教育

片，并开展警示教育。 

八、矿山事故联合惩戒和“黑名单”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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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组织事故调查处理的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省级局

或矿山安全监管部门应当及时提出矿山企业和有关人员纳

入联合惩戒和安全生产不良记录“黑名单”意见。 

（一）矿山企业及其有关人员存在下列失信行为之一

的，纳入联合惩戒对象。 

1. 发生较大及以上责任事故，或 1 年内累计发生 3 起及

以上造成人员死亡的一般责任事故的； 

2. 瞒报、谎报、迟报事故的； 

3. 发生事故后，故意破坏事故现场，伪造有关证据资料，

妨碍、对抗事故调查，或主要负责人逃逸的。 

（二）矿山企业及其有关人员存在下列失信行为之一

的，纳入生产安全不良记录“黑名单”管理。 

1. 发生重特大责任事故的； 

2. 1 年内累计发生 2 起较大责任事故的； 

3. 发生性质恶劣、危害性严重、社会影响大的典型较大

责任事故的。 

九、矿山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制度 

   （一）评估组织。矿山事故结案后 10 个月至 1 年内，负

责事故调查的地方政府或矿山安全监管监察部门要组织开

展评估。 

1.特别重大事故评估工作由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或安

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组织实施。 

2. 重大及以下煤矿事故评估工作由国家矿山安全监察

局省级局组织实施；重大及以下非煤矿山事故评估工作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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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事故调查的矿山安全监管部门组织实施。 

（二）评估人员组成。评估工作组原则上由参加事故调

查的部门组成，可以邀请相应纪检监察机关按照职责同步开

展工作。 

（三）评估主要内容。评估工作组依据事故调查报告，

逐项对照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重点评估以下内容： 

1. 事故发生单位、相关企业和有关政府、部门落实事故

防范和整改措施采取的具体举措以及工作成效；树牢安全发

展理念，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加

强安全生产工作情况； 

2. 对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行政处罚建议等落实情

况。 

3. 纪检监察机关参加评估工作的，对有关部门处理意见

和有关公职人员责任追究落实情况进行评估。 

（四）评估报告。现场评估工作结束后，评估工作组要

形成评估报告。评估报告主要内容应当包括评估工作过程、

总体评估意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发现的

主要问题和相关工作建议等，并附问题清单、工作建议清单

以及经验做法清单。评估报告起草过程中，应当充分听取参

加评估工作组的有关部门意见。评估报告应当通过媒体或以

政府信息公开方式及时向社会全文公开发布，接受社会监

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