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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_E5_85_A8_c62_95565.htm 十六、案例分析的难点 1.怎样对

事故责任者进行处理？ 伤亡事故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按

照“四不放过”原则和惩前毖后、依法办事的精神进行处理

。 首先，由事故调查组提出事故处理意见和防范措施建议，

由发生事故的企业及其主管部门负责处理。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对有关事故责任者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

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如重大责任事故罪、交通肇事罪、

违反危险品管理规定肇事罪、玩忽职守罪等。 其次，发生伤

亡事故隐瞒不报、谎报、故意迟报，或故意破坏现场，无正

当理由拒绝接受调查和拒绝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的，由有关

部门按国家有关规定，对有关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

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另外，在调查、处理伤亡事故中玩忽职守、循私舞弊或打

击报复的，同样要受到行政处分，或追究刑事责任。 2.怎样

制定事故防范措施？ 事故防范措施的建议由事故调查组提出

。它是根据事故的原因，提出有针对性的具体措施。这些措

施，既要考虑技术的、经济的可行性，又要注重其有效性、

可*性；既要考虑防止事故发生的措施，又要考虑防止事故扩

大的措施；既要注重设计、制造等技术性措施，更要注意管

理、教育、培训等其它措施。防范措施不能一劳永逸，要随

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而进行科学研究，特别是对尚未认识

的危险因素的科学。 3.怎样进行事故责任分析？ 事故责任分

析就是分析造成事故原因的责任，确定事故责任者。事故责



任者是指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的人。其中包括直接责任者、

主要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其行为与事故发生有直接因果关

系的，为直接责任者。造成不安全状态的人和有不安全行为

的人都可能是直接责任者。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的，为

领导责任者。一般从间接原因确定领导责任。在直接责任者

和领导责任者中，对事故发生起主要作用的，为主要责任者

。 确定事故责任者的原则是： 下述原因造成的事故，应首先

追究领导者的责任： （1）工人没按规定进行安全教育和技

术培训，或未经工种考试合格就上岗操作； （2）缺乏安全

技术操作规程或规程不健全； （3）安全措施、安全信号、

安全标志、安全用具、个体防护用品缺乏或有缺陷； （4）

设备严重失修或超负荷运转； （5）对事故熟视无睹，不采

取措施，或挪用安全技术措施经费，致使重复发生同类事故

； （6）对现场工作缺乏检查或指导错误。 下述原因造成的

事故，应追究肇事者或有关人员责任： （1）违章指挥、违

章作业、违犯劳动纪律； （2）违反安全生产责任制，玩忽

职守； （3）擅自开动机器设备，擅自更改、拆除、毁坏、

挪用安全装置和设备。 绝大多数事故发生在操作者身上，但

事故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有导致事故的直接原因，也有多

层次的间接原因，尤其是安全管理上的原因，要着重考虑领

导原因。在主要责任者中，可能是操作者，也可能是领导责

任者 4.事故处理工作包括哪些内容？ 在事故调查结束后，就

要进行事故处理工作。其中包括确定事故的性质；对属于责

任事故进行责任分析，提出对责任者的处理意见；制订防范

措施；建立事故档案等四项工作。 这些工作的结果是整个事

故调查的成果。它关系着“四不放过”原则能否真正落实的



问题，即广大职工能否从中受到教育，事故能否得到有效遏

止的问题。 5.事故分析应包括哪些内容？ 事故分析是在事故

调查取得确凿证据基础上进行的。按照GB644286 《企业职工

伤亡事故调查分析规则》要求，事故分析包括：受伤部位、

受伤性质、起因物、致害物、伤害方式、不安全状态、不安

全行为、直接原因、间接原因的分析。其中，受伤部位是指

按人体解剖学划分的受伤害的身体位置。如我们习惯上说的

头部创伤应称之为颅脑创伤、眼部创伤或面颌创伤。 受伤性

质是指从医学角度确定的受伤类型，如割伤、扭伤、烧伤等

。如果事故造成多种伤害、可称“多伤害”。 致害物是指直

接引起伤害的物体或物质。在两种以上物体撞击时，选运动

的物体为致害物；若物体都是静止的，选最后接触的物体。

如，人从脚手架上坠落，碰到几次物体落到地面，地面是致

害物。 起因物是指导致事故发生的物体、物质。就是事故原

点中的物质因素。 不安全状态指直接形成或能导致事故发生

的物质条件。包括设备、设施、机械、工具及作业环境潜在

的危险因素。 不安全行为指造成事故的人为错误。包括违章

、违纪行为。它是事故的激发条件。 直接原因指直接导致事

故发生的原因。包括人的不安全行为和物的不安全状态。 间

接原因指间接原因产生和存在的原因。包括技术、设计上的

原因和管理上的原因。 6.事故调查有什么要求？ 事故调查，

首先要明确调查的目的和要求。事故的发生是由于人们违背

了劳动生产过程的客观规律的结果，但事故本身的发生发展

过程却是按照它的必然规律进行的，因此，事故调查也就是

人们对事故的发生发展过程的认识和总结。 事故调查要实事

求是，一切结论都应在调查和验证基础上产生。事故现场存



在的一切物证，是事故发生发展过程的客观显示和对空间作

用的积累。调查人员必须按事故现场的实际进行调查，提取

物证，按物证作出事故结论。因此，调查人员不能怀有偏见

，先入为主，而应随着事故调查的实际情况不断修正和提高

自己的主观认识。 事故调查工作的进展速度和质量，因参与

调查工作人员的工作能力和知识水平而异。因此，调查人员

必须掌握事故调查技术，懂得产品性能、工艺条件、设备结

构、操作技术等科学知识，才能圆满完成这一任务。 7.事故

管理应包括那些内容？ 这里所说的事故管理是指一切与劳动

安全卫生有关的事故。企业的事故管理应从防微杜渐做起，

全面防止事故的发生。其管理对象应包括：设备故障、管理

或操作失误、未遂事故、火灾事故、爆炸事故、伤亡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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