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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2017 年度

特种设备安全状况分析报告

2017 年，全省特种设备安全监察与节能监管工作，按照

省委、省政府和国家质检总局的统一部署，在省安委办的大

力指导下，在省局党组的坚强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全国、

全省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和总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工作会议、

全省质量技术监督工作会议等精神，强化“红线意识”，落

实阮成发省长安全生产“认真、严格、严肃”基本要求，狠

抓责任落实，加强监督检查，严格执法，继续开展特种设备

隐患排查和治理，组织开展特种设备安全生产大检查，打好

特种设备安全攻坚战，保障特种设备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向好。

一、全省基本情况

（一）基础数据持续增长。截止 12 月 18 日，全省在册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 60249 家，同比增长 8.28%。使用登记各

类特种设备（不含压力管道和气瓶）267684 台（含停用等设

备），新增特种设备 22900 台，同比增长 9.36%；其中在册锅

炉 17252 台、同比增长 1.37%，压力容器 75166 台、同比增

长 8.41%，电梯 102385 台、同比增长 13.09%，起重机械 55138

台、同比增长 6.59%，厂内机动车辆 16920 辆、同比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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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各类游乐设施 794 套、同比增长 23.29%，客运索道

29 条。另有使用登记压力管道 15040 条，各类气瓶 200 余万

只。

（二）行政许可工作情况。全省累计有 1132 家单位获

得特种设备各类生产许可 1132 证。2017 年，共许可核发各

类特种设备生产许可 311 证，其中取证 60 证、换证 241 证、

增项 10 证。考核（复审）作业人员 4098 人证，其中换发证

2527 人证，取证 1571 人证。组织全省技术机构取换发检验

人员证 183 人证，取换发检测人员证 452 人证。

（三）特种设备安全状况。截止 12 月 18 日，全省接报

特种设备事故 8 起，死亡 5 人，重伤 2 人，轻伤 7 人。发生

特种设备相关事故 2 起，死亡 1 人，受伤 1 人。全省未发生

特种设备重特大事故和社会影响严重的区域性事件。

二、认真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

2017 年度，省质监局在加强安全监管、加强组织领导、

落实工作责任上，着力推进四项工作：一是明确省局党组以

及各级监管部门领导的领导责任。根据《云南省安全生产党

政同责暂行规定》，及时下发相应的实施意见，明确了各级

质监局（市场监管）、省特检院、各综合检测中心单位“一

把手”是特种设备安全监管工作的第一责任人，根据党组领

导变更，及时明确安全生产责任和具体业务分工。二是以责

任书形式明确安全生产工作责任。年初，根据党政同责和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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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安全生产工作目标责任书要求，以签订目标责任书的形

式固化相应工作责任，实行党组书记、局长与各分管副局长

签订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分管安全生产的副局长与安全工

作部门、下属事业机构签订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做到目标

责任层层落实。三是健全安全监管体系。按照三定和法律规

定，全省质监系统 2014 年垂直下划以后，大力健全了安全

监管体系。省级和州市级全部配备了专职特种设备安全监察

机构，县级配备了 110 个专职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机构，全省

特种设备安全监管网络基本形成。四是大力督促落实企业安

全生产主体责任。全省各级按照“三个必须”和属地监管原

则，严格依法督促企业落实特种设备安全和节能责任制度，

认真履行“告知、检查、督察、许可、执法”等法定义务。

三、全面推进各项重点工作落实

2017 年，全省各级按照重点工作部署，在地方政府的组

织领导下，全面开展各项安全监察、专项检查、“打非治违”、

隐患排查等活动，有效保障了特种设备安全。截止 12 月 18

日，全省各级共出动人员 22575 人次、车辆 6561 辆，检查

单位 17622 家，检查各类特种设备 85115 台，发现隐患 8944

条，完成整改 8589 条，整改率 96%，下达《特种设备安全监

察指令书》3194 份，立案查处 180 家，罚没收入 329.2 万元。

全省检验机构共检验 130135 台件，其中监督检验 22900 台，

定期检验 107235 台，综合定检率 8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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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及早谋划安排 2017 年度工作。

一是按照省委省政府安全生产工作重点和《质检总局特

种设备局关于印发〈2017 年特种设备安全监察与节能监管工

作要点〉的通知》（质检特函〔2017〕8 号）要求，结合安全

生产领域改革实施意见、十三五市场监管规划、十三五安全

生产规划等内容，省质监局结合实际，印发《2017 年全省质

量技术监督工作要点》、《2017 年主要工作任务分解表》和

《2017 年全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查(执法)工作计划》专

项，细化了工作内容和目标，以《责任书》的形式严格落实

工作责任。二是为切实把特种安全纳入地方各级政府安全生

产工作工作任务目标同部署同安排同检查，3 月，协调省安

委会办公室以《云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特种

设备安全隐患排查和治理的通知》（云安办〔2017〕18 号）

文件要求在全省范围集中开展特种设备专项治理，并依据

《云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进一步明确省级有关单位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通知》（云安办〔2015〕17 号），依法

将特种设备安全责任落实到各级政府、部门，大力推进“多

元共治、齐抓共管”良好工作格局。

（二）加强节假日和重大活动专项检查，强化督促重点

场所和重点单位落实主体责任。

根据冬春季节、“两节”、“两会”、“清明”、“五一”、“端

阳”、“中秋”、“国庆”等节日和“十九大”等重大活动安全



—5—

生产监管等工作安排，省局及时下发《云南省质量技术监督

局关于继续开展特种设备专项整治抓好今冬明春安全生产

工作的通知》（云质监局函〔2016〕282 号）、《云南省质量技

术监督局关于贯彻国家质检总局特种设备局云南省假日旅

游协调领导小组 2017 年元旦春节期间特种设备安全工作等

文件要求的通知》（云质监办函〔2017〕4 号）、《关于认真做

好两会期间特种设备安全检查及应急有关工作的紧急通

知》、《关于做好 2017 年“春节”、“两会”期间有关工作的

通知》、《云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转发国家质检总局办公厅、

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 2017

年元旦春节期间有关工作文件的通知》、《关于做好 2017 年

清明节放假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关于做好 2017 年“五·

一”劳动节放假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关于做好 2017 年

端午节放假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关于做好十九大和 2017

年中秋节、国庆节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关于贯彻落实国

务院安委办切实做好 2017 年国庆节期间安全生产工作文件

的通知》等关于加强节假日和重大活动安全保障工作文件，

布置全省开展专项检查、落实带班值班工作制度，切实加强

对学校、幼儿园以及医院、车站、商场、体育场馆、公园、

旅游景区等公众人员密集场所，以及重点建设工程建设项目

的特种设备监管和监督检查，加强对非法生产、无证使用、

无证上岗、逾期未检、检验不合格继续使用等违法行为的执



—6—

法查处，大力督促使用单位切实履行特种设备使用安全管理

主体责任。

（三）以开展特种设备隐患排查治理为主线，全面落实

省局党组重点工作部署。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

关于安全生产工作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省委、省政府

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决策部署，进一步加强特种设

备安全监管，省安全生产委员会下发《云南省安全生产委员

会办公室关于开展特种设备安全隐患排查和治理的通知》

（云安办〔2017〕18 号），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开展特种设备

安全隐患排查和治理工作，督促各级政府、安委会、各安全

监管职能部门严格落实阮成发省长安全生产“认真、严格、

严肃”基本要求，认真组织开展特种设备安全隐患排查和治

理。为贯彻落实好隐患排查工作部署，省局及时下发《云南

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关于贯彻落实〈云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

公室关于开展特种设备安全隐患排查和治理的通知〉全面深

化“打非治违”和专项整治工作的实施意见》（云质监局函

〔2017〕59 号），全面组织各州市、县监管机构和各检验检

测机构开展特种设备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1.继续推进油气输送管道检验检测隐患整改。根据《云

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切实做好国务院第八巡查

组巡查发现的隐患和问题整改工作的函》（云安办函〔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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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号）要求，我局发出《云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关于做好中

石油中缅油气长输管道检验隐患问题监督整改的函》（云质

监局函〔2017〕41 号）、《云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关于中国石

油集团西南管道有限公司中缅油气输送管道存在检验隐患

未进行整改的通报》（云质监局函〔2017〕184 号）、《云南省

质量技术监督局关于催报油气管道检验报告》的函（云质监

局函〔2017〕228 号）等工作文件，督促落实各级各部门各

使用单位工作责任，完成定期检验（全面检验）工作。截止

2017 年 11 月 30 日，全省质监（市场监管）部门开展长输油

气管道监督检查 113 次，下达安全监察指令书 26 份。全省

长输油气管道约 4794 公里，在检验有效期内的长输油气管

道为 2696.7 公里，检验率为 56.25%，还未开展法定检验的

长输油气管道为 2097.3 公里。

主要存在问题：中石油建设使用单位对质监部门监管要

求重视不够，问题整改不力。

2.扎实组织开展电梯安全隐患整治“回头看”。全省各

级针对 2015 年开展电梯安全攻坚战以来发现的电梯隐患和

问题，以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为抓手，综合治理电梯使用

管理和维保市场秩序。2017 年 4 月，省局及时下发《关于进

一步加强电梯安全监管做好信息报送工作的通知》（云质监

办函〔2017〕89 号），以及《云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关于对

以“莱茵集团（天津）莱茵克拉电梯有限公司”名义无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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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电梯排查的通知》（云质监办函〔2017〕11 号）、云南省质

量技术监督局关于转发《质检总局特种设备局关于加强自动

扶梯和自动人行道安全隐患排查与治理的通知》等文件，扎

实组织开展电梯安全隐患整治“回头看”工作。截止目前，

全省“回头看”发现新问题电梯 2726 台，完成整改 2609 台，

正在整改 105 台，依法封停 12 台；正在推进建设国家电梯

应急处置服务云南省分平台一个，建立州市电梯应急处置平

台 1 个、覆盖电梯数量 3500 台；昆明、玉溪、昭通等州市

积极组织开展老旧电梯安全评估约 129 台；昆明、楚雄、临

沧、保山等开展电梯安全使用和维护保养公示；昆明、临沧

等地积极推进电梯责任保险试点工作。

主要存在问题：一是电梯维护和使用单位联合应急演练

不及时，突发故障和应急处置缺乏应有经验；二是开发商、

物管、业主之间权责不清；三是各地政府在推进应急处置服

务平台建设力度上不够，资金支持不够。

3.推进落实燃煤锅炉节能减排攻坚战。根据国家质检总

局和省发改、工信、环保等多部门关于推进节能减排工作部

署，配合打好蓝天保卫战。省局下发《云南省质量技术监督

局关于推进落实燃煤锅炉节能减排攻坚战的通知》（云质监

办特〔2017〕60 号）、《云南质量技术监督局关于进一步加强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有关燃煤锅炉监管工作的通知》（云质监

办函〔2017〕165 号）文件，深入推进落实燃煤锅炉节能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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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工作部署，全面开展能效普查、节能测试、锅炉系统安全

节能标准化管理创建、强化安全节能知识培训、配合做好江

湖锅炉整治、大力提升锅炉污染治理、推广高效锅炉使用等

工作任务，做到了任务明确，责任明晰，措施有效，制度健

全，目标清晰，开展到位，取得成效。截止目前，完成 10

吨/小时以上燃煤锅炉 374 台，完成率 100%；完成锅炉设计

文件鉴定 12 套、锅炉节能审查 9 台、锅炉定型产品能效测

试 2 台、在用锅炉节能测试 23 台；完成 5 台套锅炉系统安

全节能标准化管理创建任务，完成率 50%（2018 年底完成

100%）；完成培训全省基层安全监察人员 1405 人，锅炉作业

人员 3022 人。

主要存在问题：一是构建锅炉安全、节能与环保三位一

体的监管体系中，涉及到的相关职能部门的联动有待进一步

加强。二是节能监管缺乏必要的经费支撑。三是全省节能测

试机构的建设滞后。

4.强化旅游市场特种设备隐患排查治理。根据省委省政

府工作部署，为重塑云南旅游形象、加快推动云南旅游产业

转型升级、实现跨越发展，2017 年 4 月，我局将贯彻落实《质

检总局特种设备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

安全监察工作的通知》（质监特函〔2017〕16 号）和《云南

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旅游市场秩序整治工作措施的

通知》（云政发 〔2017〕19 号）、《关于加强旅游市场秩序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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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工作监督执纪问责的通知》（云纪发〔2017〕 7 号）等要

求一并布置全省质监加强对景区景点客运索道、旅游观光车

等游客运载工具和大型游乐设施等设备的隐患排查治理和

安全检查，对存在制度不落实、管理不到位、运行程序不规

范等情况的运营单位，挂牌督办直至整改。截止目前，全省

共出动 126 人次，检查客运索道使用单位 19 家 29 条客运索

道，排查安全隐患 6 处；共出动 364 人次，检查大型游乐设

施运营单位 477 家，发现隐患 73 处，封停 6 台，拆除 1 台；

共出动 2988 人次，检查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使用单位

1700 家 6432 辆。

主要存在问题：一是全省旅游景区景点综合应急能力不

足，应急资源缺乏；二是流动式大型游乐设施综合监管难度

大，尚未形成多部门联合执法监管机制。

5.认真组织开展危化品安全综合治理工作。为贯彻落实

《质检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危险化学品安全综合治理实施

方案的通知》（质检办特〔2017〕91 号）和《云南省人民政

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危险化学品安全综合治理实施方

案的通知》（云政办函〔2017〕17 号）的要求，省局结合《云

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特种设备安全隐患排

查和治理的通知》（云安办〔2017〕18 号）精神，以《云南

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关于贯彻云南省人民政府和质检总局危

险化学品安全综合治理实施方案的通知》（云质监局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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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30 号），成立“云南省危险化学品安全综合治理领

导小组”，组长由省局党组书记、局长杨榆坚担任，副组长

由分管副局长刘光宇、彭琪担任，省局产品质量监督处、省

局特设处分别负责对全省危险化学品及其包装物产品质量、

特种设备安全治理工作的协调指导和监督，全面组织开展危

险化学品相关特种设备安全综合治理工作。昆明组织全市 25

家移动式压力容器使用单位主要负责人、分管安全的责任人

召开动员部署会；大理将危险化学品安全综合治理作为重要

内容组织基层特种设备监管人员开展能力提升培训；曲靖组

织模拟盛装危险化学品的压力容器泄漏事故应急演练，参演

人员达 300 余人等。截止目前，全省共出动 2313 人次，出

动车辆 490 辆次，检查危化品特种设备使用单位 1493 家，

提出整改意见 824 条，下发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指令书 148 份，

对 14 家存在严重违法行为的企业进行立案查处。

6.开展冶金有色行业特种设备事故隐患专项监督检查。

各级特种设备安全监管部门严格按照省安委会关于钢铁行

业安全生产隐患诊断排查通知文件精神，结合全省特种设备

隐患排查工作部署，下发《云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关于认真

开展冶金有色行业特种设备事故隐患专项监督检查的通知》

（云质监办函〔2017〕67 号）布置，要求在重点行业、重点

时段集中开展涉及起重机械专项整治，并加强对冶金有色行

业冶金起重机等特种设备进行督查检查，督促有关企业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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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自查自改，督促企业做到特种设备安全的投入到位、培

训到位、管理到位、应急救援预案措施到位，确保设备安全

使用。截止目前，全省共检查起重机械生产、经营、使用单

位 979 家，共计起重机械 11450 台（次），共发现安全隐患

2649 条。

7.全面布置开展汛期安全大检查。为切实做好汛期等恶

劣天气下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工作，有效防范和处置因自然灾

害等引发的特种设备相关事故，根据省安委会汛期以来关于

开展汛期安全生产攻坚战、加强安全汛期安全生产工作、加

强汛期安全生产应急管理工作等文件布置要求，省质监局及

时制定了《云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关于落实省安委会扎实打

好汛期安全生产攻坚战工作要求的通知》（云质监局函

〔2017〕93 号）、《云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关于转发〈云南省

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转发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进一

步加强汛期安全生产工作文件的紧急通知〉的通知》（云质

监办特［2017］145 号）、《云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关于加强

汛期安全生产应急管理工作的通知》（云质监办函〔2017〕

160 号）文件，全省各级结合暑期和汛期安全生产工作特点，

提出检查的重点和内容，督促各级与特种设备隐患排查治理

等相关工作一并检查、一并督促、一并落实、一并整改。5

—7 月，全省共计出动特种设备安全监管人员 2654 人/次，

检查特种设备使用单位 3898 户，抽查特种设备 7620 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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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问题及隐患 751 项，下达《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指令书》186

份，有效督促特种设备生产经营使用单位落实安全生产主体

责任，及时消除问题隐患。

（四）加强安全宣传教育，开展《特种设备安全法》和

特种设备安全知识宣传。

年初，省局下发《云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关于进一步加

强特种设备安全宣传教育工作的通知》（云质监办函〔2017〕

57 号）要求各级开展特种设备安全宣传教育，明确了宣传教

育重点工作和活动内容。六月安全生产月期间，又先后发出

《云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关于印发《2017 年特种设备监管

“安全生产月”活动方案》的通知》（云质监局函〔2017〕

138 号）、《云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关于转发《云南省安全生

产委员会办公室转发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组委会办公室国

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关于深入开展 2017 年安全生

产应急演练专题行活动文件的通知》的通知》（云质监办函

〔2017〕133 号）等文件通知，布置开展工作。各级结合工

作职责和实际，深入企业、学校、机关、社区、农村、家庭、

公共场合，因地制宜策划组织开展活动。省局援助藏区迪庆

基层监管和重点使用单位 80 余人培训；昆明开展为期 5 天

的“创建文明城市安全文明乘梯”宣传；曲靖统一印制了《特

种设备安全知识》图文并茂，形象生动的 10000 余册宣传画

册进行发放；全省各级积极参加第三届安全发展论坛论文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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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活动，上报论文 6 篇，其中省特检院李锦宏《特种设备企

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研究》论文入选优秀论文；大理、丽江、

迪庆等州市组织了客运索道应急救援演练，德宏、临沧、昭

通、文山、玉溪等州在充装站、医院、商场超市等重点场所

开展电梯、压力容器等特种设备事故应急演练。

（五）强化应急管理，加强应急体系建设。

一是组织修订《云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特种设备事故应

急响应预案（征求意见稿）》，广泛征求意见。同时，通过质

量考核手段，推动全省 9 个州市特种设备应急预案纳入地方

政府综合预案管理，并发布实施；二是强化值班和应急值守

工作，严格落实领导带班、24 小时值班和事故信息“零报告”

制度，明确值班责任和要求，做到责任到人、业务到岗、处

置到位；三是各级全力组织开展应急救援演练工作，演练项

目涉及客运索道、液化石油气瓶、大型游乐设施、电梯等涉

及公共安全的特种设备。

（六）持续推进基层基础能力提升，加强特种设备安全

业务培训。

一是加强特种设备基层监管人员能力提升培训。自 2014

年以来，累计培训基层监管人员达 8732 人。结合全省质监

系统基层“三合一”现状，省局继续推进特种设备业务知识

和能力提升培训。2017 年，继续组织曲靖、昭通、玉溪、楚

雄、红河、昆明、大理、临沧等州市积极组织培训、轮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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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局从师资力量、培训指导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全年共培训

2276 余人。二是强化各类特种设备管理、操作人员考核发证

教育，今年全省累计考核发证 37994 人次。

（七）全面开展安全大检查。

2017 年 7 月，结合《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

南省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方案的通知》（云府办明电〔2017〕

36 号）、《质检总局特种设备局关于开展特种设备安全生产大

检查的通知》（质检特函〔2017〕42 号）等系列文件要求，

针对我省特种设备隐患排查治理、旅游市场特种设备整治、

危化品专项检查、特种设备三个“攻坚战”等重点工作，我

们及时制定下发了《云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关于组织开展特

种设备安全生产大检查进一步加强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通

知》（云质监办函〔2017〕161 号），安排部署全省特种设备

安全大检查行动。

7 月 31 日，在省局党组把安全生产大检查动员部署工作

会同省局党组理论中心组学习一并召开，传达学习全国全省

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对特种设备安全大检查进行再部署、再

安排，确立各个阶段性重点任务。

8 月 9 日，省质监局以《云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关于印

发 2017 年度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督查方案的通知》（云质监

办发〔2017〕15 号）和《云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关于进一步

加强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督查的通知》两个督查检查工作文



—16—

件，启动对全省 16 个州市特种设备安全大检查工作的督查。

成立了省局领导为组长，监察人员、技术专家组成的 5 个综

合督查组，对 16 个州市全覆盖开展督查工作，随机抽查 1-2

个基层监管机构和 2-3 个以上重点企业。截止目前，已完成

了 16 个州市督查工作，发现各类隐患和问题 112 条。

为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对安全生

产工作的一系列部署，省委、省政府、省安委会和国家质检

总局相继下发了关于持续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确

保当前至明年“两会”期间安全生产形势稳定相关通知要求，

省局及时下发了《云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关于切实做好岁末

年初特种设备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云质监办函〔2017〕

282 号）和《云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关于持续做好安全生产

大检查信息报送工作的通知》，布置开展持续开展特种设备

安全生产大检查。

全省特种设备隐患排查和安全大检查，质监系统共出动

执法检查组 911 个，组织企业自查 9013 家，开展执法检查

11601 家；共发现一般安全隐患 5038 项，已落实整改 4836

项，整改率 96%；其中，重大隐患 76 项，整改 76 项，整改

率 100%；行政处罚 181.2 万元。

（八）加强信息化建设，推动“互联网+特种设备”创

新监管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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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4 年以来，省局在特种设备信息化建设方面投入

300 余万元，初步建设完成了“一网、一库、一系统、多平

台”特种设备信息监管框架模式，已完成的有：云南省特种

设备动态监察网、云南省特种设备动态数据库、云南省特种

设备动态监管系统、云南省特种设备移动监管平台（监察、

检验）、云南省特种设备企业服务平台、云南省作业人员行

政审批系统、云南省大质量行政审批（特种设备部分）平台

等建设。下步将继续建设质检总局电梯应急处置数据云南分

平台建设。同时，根据省局党组安排，考虑建设云南省气瓶

电子监管数据分析平台、云南省隐患排查数据分析平台等。

四、存在问题

2017 年，全省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工作，我们想了许多办

法，开展了隐患排查、“打非治违”、专项整治、安全大检查

等工作，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为全省特种设备安全生产营造

了良好的工作氛围。但离上级部门和工作职责要求仍有一定

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全省整体特种设备安全监管信息化水平总体不

高。虽然全省统一建立了“一网、一库、一系统、多平台”

的信息化监管模式，但是，该系统诸多功能与实际监管的需

求还存在矛盾，目前在用的平台依然停留在低层次的工作业

务水平上，安全监管分析、汇总、预警等功能效果提高不大，

大数据应用尚未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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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种设备隐患排查和安全大检查后处理措施跟进

不力。主要表现在质监系统垂直下划后的安全监察执法力度

不同程度存在弱化，处罚不够坚决，有时因人为的不可抗力

导致执法力不从心。另一方面，特种设备行政审批退出机制

设置不完善，撤销、吊销行政许可比新申请行政许可甚为困

难。

（三）部门联合“多元共治”“形成合力”的工作氛围

未完全有效形成，联合执法、联合整治的隐患无法第一时间

整改到位。比如长输油气管道推进法定检验、电梯隐患整治、

大气污染治理中燃煤锅炉节能监管、危化品涉氨企业、城镇

燃气企业安全监管都涉及多地区多部门、多环节，没有强有

力的联合执法、联合整治，很难整改到位。

（四）全省基层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机构监管能力还有待

进一步提升。一是特种设备安全监管责任重、追责力度大，

相比之下，工作中不愿干、不想干的畏难情绪还不同程度的

存在；二是基层机构在安全监管经费投入上有限；三是对企

业主体责任不落实、安全管理漏洞、存在问题整改、隐患排

查治理等监管没有及时跟进，形不成隐患整改闭环管理方面

还有差距。

（五）省、州市对基层的安全监管指导、督促、协调力

度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和提升。

五、下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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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为主线，按照国家、省政

府安全生产领域实施意见和安全生产“十三五”规划，在省

局党组领导下，积极谋划和规划好 2018 年度特种设备安全

生产监管工作。

（二）保持高压态势，在思想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

高度一致，严格落实阮省长工作要求，继续深入推进全国统

一部署的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尤其是对今年检查发现的问

题和隐患“回头看”，确保重复隐患不再发生。

（三）继续推进完善特种设备安全省级应急预案和体系

建设，力争以全省各级特种设备应急预案纳入政府统一管

理、统一发布、统一指挥。

（四）根据省局党组安排，进一步依托信息化技术和大

数据的作用，推进完成国家电梯应急处置服务平台云南分平

台建设，推进部分州市电梯应急处置平台建设，推进部分州

市电梯维护保养公示、星级评定和黑名单管理等体系建设。

（五）积极配合节能、环保等部门，打好“蓝天保卫战”，

全面做好高耗能特种设备节能监管各项工作任务，推进节能

测试机构建设。

云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2017 年 12 月 1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