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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38/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5_AE_89_c62_638656.htm 一、保持清醒头脑，看准条件

报考。 注册安全工程师在生产经营企业、安全中介机构中的

地位日益提高，就业前景乐观，收入也将提高。越来越多的

人都会努力去取得这一执业资格。在这种情况下，想取得注

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者千万不要盲从，要牢记参加考试的

报名条件。如果没有从事安全生产相关工作的经历，没有中

专以上学历，就不要报考。 二、牢记政策优惠，正确选择科

目。 目前，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科目为《安全生产

法》及相关法律知识、安全生产管理知识、安全生产技术、

安全生产事故案例分析。 《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实

施办法》规定，凡符合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报名条

件，且在2002年9月3日前已评聘为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并从

事安全生产相关业务工作满10年的专业人员，可免试安全生

产管理知识和安全生产技术，只参加《安全生产法》及相关

法律知识和安全生产事故案例分析的考试。同时，考试科目

的成绩有有效期。因此，应考人员要根据自身条件和已考过

的科目正确选择考试科目。对可以免考有关科目的，应利用

政策，提供相关证明，到相关部门确认免考资格。 对当年考

试四科未能全部通过的人员，要确认通过科目的成绩是否依

然有效（有效期为两年） 今后，考试科目可能会有所变化，

应考人员要及时查阅相关规定，以防止错报科目。 三、牢牢

把握大纲，优选备考书籍。 根据《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

制度暂行规定》，国家安监总局负责拟定考试科目、编制考



试大纲、编写考试用书、组织命题、统一规划考前培训。应

考者必须使用国家安监总局编写的考试大纲，不能使用其他

部门、机构等编制的考试大纲。对于考试用书，国家安监总

局可以组织编写、出版和发行，其他部门和机构则不能编写

、出版和发行。 四、选好优势专业，科学安排复习。 安全生

产涉及的专业众多，在国家安监总局编写的注册安全工程师

考试/考 试大/大纲和相关教材中， 《安全生产法》及相关法

律知识、安全生产管理知识、安全生产事故案例分析没有专

业划分，任何专业人员都必须全面掌握。 而安全生产技术却

进行了专业划分，即将当前各行各业划分为机械电气、防火

防爆、危险化学品、特种设备、矿山、交通运输、建筑工程

施工、水利电力和冶金安全生产技术九大专业。而在实际工

作中，每个行业又都是多专业并存。因此，在注册安全工程

师考核大纲和辅导教材中，在每一专业技术章节中都单列了

各专业的安全生产基础知识和通用安全生产基础知识，对于

这部分内容，任一行业、专业的应考人员都必须认真学习，

牢记并掌握。为了顺利获得执业资格，应考人员不应拘泥于

当前所从事的专业，应充分根据自己既有的知识状况，选择

一个自己最熟悉的专业，这样就可用最少的精力，获得最好

的学习效果，拥有最大的取胜把握。 根据首次注册安全工程

师执业资格考试的结果看，考生不能通过的科目主要集中在

安全生产技术和安全生产事故案例分析两门，为了确保安全

生产技术顺利通过，要避免下列三个错误。1.只复习自己当

前所从事专业的安全生产技术知识，而没有去复习其他专业

的基础知识和通用知识。这样即便将本专业复习得再好，但

没有很好地掌握其他专业的基础知识和通用知识，要顺利通



过考试也不容易。 由于不理解政策，错误地认为要选的专业

就是当前自己所从事的专业，没有根据自己既有的知识状况

，选择自己最拿手的专业。特别对于那些从事不易按大纲所

列九大专业进行划分的“边缘性”专业的应考人员，更要认

真掌握自己的知识结构状况，选准自己最擅长的专业，复习

起来才能得心应手，事半功倍。 五、把握重点难点，突出案

例分析。 根据第一次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的情况看

，考生最难通过的科目是安全生产技术、安全生产事故案例

分析，其中不能通过安全生产事故案例分析的人更多，这科

甚至成为许多从事多年安全生产工作的“老安全”的拦路虎

。该科必须引起应考者的高度重视。不能通过安全生产事故

案例分析的主要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这也是广大考生应注

意克服的。 1.缺乏实际工作经验。 有些人是从事安全生产相

关工作的，平时却没有事故调查处理的经验；有些人虽然从

事安全生产管理，但是经验不足；有些人所在单位安全生产

形势一直很好，很少、甚至没有发生过事故，使得相关人员

本应熟悉的事故调查处理方法、程序，反而因安全生产形势

好而弱化了。存在上述情况的人，应在了解事故调查处理的

相关法规、标准、规定的基础上，努力多增加一些经验，参

与一起事故的调查处理，比学习半个月的标准、规定效果更

好。 2.事故调查处理的相关政策法规掌握不好。 造成这种情

况的主要原因如下：在实际工作中，安全生产管理岗位也分

综合管理、现场检查、锅炉压力容器管理、教育培训、劳动

保护等，并不是每个人都要经常学习事故调查处理相关法规

标准，因此，对相关的法规标准也就掌握得不好。 当前的某

些政策法规和教材中存在一些表述混乱的问题。譬如，对重



伤的判定，《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中规定：重伤指损失

工作日等于和超过105分钟的失能伤害。而《企业职工伤亡事

故报告和处理规定》中则规定：重伤仍按原劳动部（60）中

劳护久字56号《关于重伤事故范围的意见》执行；在《企业

职工伤亡事故报告统计问题解答》（劳办发（1993）140号）

中规/考 试大/定：重伤指造成职工肢体残缺或视觉、听觉等

器官受到严重损伤，一般能引起人体长期功能障碍，或劳动

能力有重大损失的伤害。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教材

《安全生产事故案例分析》在编写中，对相关内容没有进行

很好的整理分类，基本只是相关法规的简单组合，在一些内

容的表述上，前后内容衔接不好，条理性、逻辑性差，在一

些定义的表述上不规范，对本应该答案明确的问题，在书中

却有多种不同的答案。 例如，对于事故调查组的职责，在《

安全生产事故案例分析》（2004版，下同）第41页，按照企

业职工伤亡事故调查分析规则列了7条职责；而在第44页，又

规定了火灾事故调查组的职责为5条；在第47页，再次规定了

事故调查组的职责为4条。上述事故调查组的职责各有不同，

到底让人以哪个为准呢?对于有事故调查处理经验的人来说，

还可以分辨出最好的；对于不熟悉的人来说，肯定是一头雾

水了。 3.缺乏相关法规和专业知识。考生对安全法规标准及

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得不好，在事故分析中也就很难分析得系

统规范。把安全工程师设为首页，尽情收藏你的好资料！ 更

多信息请访问：百考试题安全工程师网校 安全工程师免费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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