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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

构： 《安全生产“十一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已

经国务院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各地区、

各部门要将《规划》相关内容纳入本地区、本行业和领域“

十一五”发展规划，抓紧制订具体实施方案，做到安全生产

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工作同步规划、统一部署、协调推进

。负有安全生产监管监察职责的各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

，加强《规划》实施工作的组织指导和协调。对重点工程要

编制工程专项规划，提出建设目标、建设内容、进度安排，

以及国家、地方政府、企业分别承担的资金筹措方案。要研

究建立《规划》实施的中期评估、调整和考核等制度，强化

督促检查，确保安全生产“十一五”规划目标的实现。国务

院办公厅二○○六年八月十七日安全生产“十一五”规划 为

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

进一步强化安全生产基础，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

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依照《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决定》（国发〔2004

〕2号），制定本规划。 一、安全生产现状与问题 安全生产

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改革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大

局，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党中央、国务院始

终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



坚持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把安全发展作为重要

理念纳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战略。国务院把加

强安全生产工作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工作来抓

，多次召开常务会议研究部署安全生产工作，并制定了一系

列强有力的政策措施。国家先后公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等一系列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改革和完善国家

安全生产监管督察体制；在重点行业和领域集中开展一系列

专项治理；增加安全生产投入，制定和实施有利于安全生产

的经济政策；加大安全生产监督、监察执法力度，严肃查处

事故。经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近年来，全国安全生产状况

总体稳定，从2002年开始各类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呈逐年

下降趋势，2005年比2002年减少1.23万人，但形势依然严峻。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安全生产主要存在以下突出问

题：一是事故总量大。近10年平均每年发生各类事故70多万

起，死亡12万多人，伤残70多万人。在各类事故中，道路交

通事故平均每年发生50多万起，死亡9万多人，约占各类事故

总起数和死亡人数的71%、76%；工矿商贸企业事故平均每年

发生1.6万多起，死亡1.6万多人，约占各类事故死亡人数

的13%。二是特大事故多。2001年至2005年，全国共发生一次

死亡30人以上特别重大事故73起，平均每年发生15起；一次

死亡10－29人特大事故587起，平均每年发生117起。特别重大

事故中，煤矿事故起数最多，平均每年发生8起，占58%；特

大事故中，道路交通、煤矿事故平均每年发生42起，各占36%

。三是职业危害严重。据有关部门统计，每年新发尘肺病超

过1万例。目前，全国有50多万个厂矿存在不同程度的职业危

害，实际接触粉尘、毒物和噪声等职业危害的职工高达2500



万人以上，农民工成为职业危害的主要受害群体。四是与发

达国家相比差距大。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发达国家工业

生产中一次死亡3人以上的重特大事故已大幅度减少。而我国

近年来重特大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以及职业病发病人数和

死亡人数，仍是比较突出的国家之一。特别是煤矿、道路交

通领域安全生产状况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五是生产安

全事故引发的生态环境问题突出。近年来，生产安全事故导

致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故日益增多。2001年至2005年发

生的突发环境事故中，由生产安全事故引发的占总数50%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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