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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事故报告与调查处理制度（试行）

一、目的

为建立公司有效的安全事故处理机制，对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

安全事故，做好安全事故报告、调查和处理工作，并采取有效预防措

施，防止安全事故扩大和减少安全事故损失。

二、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生产安

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

三、适用范围

适用于公司范围内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造成人身伤亡或者直

接经济损失的生产安全事故的报告和调查处理。

四、职责

在公司统一领导下，坚持“分级响应、分级管理”的原则，公司

安委会负责公司各类生产安全事故的组织、协调，并按规定程序向上

级主管部门和省级监管部门进行沟通、协调、报告。管理中心分安委

会负责管理范围内各类生产安全事故的现场组织调查和应急处置工

作，负责与市、县级政府相关部门沟通联系，协助配合属地相关工作。

五、管理规定

（一）安全事故划分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以下简称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或者直接经

济损失，事故一般分为以下等级：

1.特别重大事故，是指造成 30人以上死亡，或者 100 人以上重伤

（包括急性工业中毒，下同），或者 1 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2.重大事故，是指造成 10人以上 30人以下死亡，或者 50 人以上

100人以下重伤，或者 5000万元以上 1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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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较大事故，是指造成 3 人以上 10人以下死亡，或者 10人以上

50人以下重伤，或者 1000万元以上 5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

故；

4.一般事故，是指造成 3 人以下死亡，或者 10人以下重伤，或者

1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将一般事故细分为一般 A 级事

故、一般 B 级事故、一般 C 级事故。

（1）一般 A 级事故：3 人以下死亡；或 3 人以上、10 人以下重

伤；或 100 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

（2）一般 B 级事故：3 人以下重伤；或 20 万元以上，100 万元

以下直接经济损失。

（3）一般 C级事故：2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

本条所称的“以上”包括本数，所称的“以下”不包括本数。

（二）安全事故报告程序和方式

1.事故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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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事故发生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向本单位负责人、公

司安委办报告，安委办接到报告后应立即向公司值班领导、主要负责

人报告。每级上报时间不超过 10 分钟，自事故发生至上报到公司主

要负责人时间不超过 20 分钟。

情况紧急时，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可直接向公司值班领导、主要负

责人报告。

②公司值班领导、主要负责人接到事故报告后，应首先核实事故

后果。对一般 B 级及以上安全生产事故应立即向交投集团公司报告和

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报告。

2.报告时限

（1）需要上报交投集团公司的，从事发到上报集团公司不得超

过 30 分钟，信息掌握不全、来不及文字报告的，可先通过电话报告

交投集团公司，并在 20 分钟内补齐书面信息。

（2）对于重大及以上安全生产事故，力争在事发 10 分钟内通过

电话形式和 15 分钟内通过书面形式报告。

（3）需要上报当地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和省交通运输厅的，从事

发到上报不得超过 1 小时，原则上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报告。

3.事故报告内容

事故报告应当准确、完整，应包括下列内容：

（1）事故发生单位概况；

（2）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事故现场情况；

（3）事故的简要经过；

（4）事故已经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的伤亡人数（包括下落不明的

人数）和初步估计的直接经济损失；

（5）已经采取的措施；

（6）其他应当报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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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事故反馈与续报

（1）接到上级有关部门要求核报的事故信息，应按规定时限和

形式进行反馈；

（2）回复。自事故发生之日起 30日内，事故造成的伤亡人数发

生变化的，应当及时补报；

（3）道路交通事故、火灾事故自发生之日起 7 日内，事故造成

的伤亡人数发生变化的，应当及时补报；

（4）公司内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对事故不得迟报、漏报、谎

报或者瞒报；

（5）事故发生后，报告人在报告的同时，应迅速采取有效措施

组织救援，防止事故扩大、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三）事中处置

事故发生后，报告人在报告的同时，应迅速采取有效措施组织救

援，防止事故扩大、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在现场处置和应急救

援过程中，现场救援人员应当妥善保护事故现场以及相关证据，任何

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事故现场、毁灭相关证据。因抢救人员、防止事

故扩大以及疏通交通等原因，需要移动事故现场物件的，应当做出标

志，绘制现场简图并做出书面记录，妥善保存现场重要痕迹、物证。

（四）安全事故分析

1.确定事物的直接原因、间接原因、主要原因、次要原因。

2.事故责任分析。确定事故中的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

（五）安全事故调查

1.由政府或上级相关部门组织进行事故调查时，公司各部室、各

管理中心、各基层单位应配合协助调查，提供相关文件、资料，公司

主要负责人和相关人员在事故调查期间不得擅离职守，应当随时接受

事故调查组的询问，如实汇报有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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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于一般B级安全生产事故由公司主要负责人或指定人员牵头

组织调查，十五日内形成事故调查报告，报公司安委会。

3.对一般C级安全生产事故，由公司主要负责人指定相关部门或

各基层单位自行组织调查，调查结束后填写《事故调查报告表》，于

事发起十日内报公司安委办。

（六）安全事故处理

1.交通事故、灾害事故由各管理中心、各基层单位根据公安机关

的事故调查报告提出处理意见和防范措施建议，报公司安委会研究决

定。

2.事故处理应按照“四不放过”（事故原因分析不清不放过、事故

责任者和群众没有受到教育不放过、没有防范措施不放过、责任者没

有受到处理不放过）的原则进行处理。对一般C级事故或事件，由公

司安委办根据事故调查报告提出处理建议，交公司安委会批准实施；

对一般A级、B级事故或事件，由公司安委会研究决定。对于上级调

查处理意见，由公司主要负责人组织执行处理意见。

3.公司安委办对已经结束的事故处理结果，应以通报形式下发各

部门，达到事故预防的目的。

4.公司任何单位、部门和个人不得阻挠和干涉对事故的依法调查、

对事故责任的认定以及对事故责任人员的处理。

（七）处理

1.对各个生产岗位、各生产环节、全体职工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

工作情况进行检查监督，发现危及安全生产的行为及时制止，对危及

职工生命及单位财产安全的事故隐患提出纠正意见；情况严重者，可

令其暂停作业，并向本单位安全生产领导小组汇报。

2.违反安全规章制度的，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停职检查、

待岗、行政处分（警告、记过、记大过、留用察看、开除公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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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劳动合同等处理，触犯法律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

3.对安全工作落实不到位，发生重大刑事、治安案件和灾害事故

的单位，实行一票否决，不能评为先进单位，单位的领导不能参加先

进个人评比和提拔晋级。

附表：《重大突发事件信息》

《安全生产事故统计表》

《事故调查报告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