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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煤矿安全现状及应当采取的对策分析

陶   泽
鼎辉煤炭公司  陕西榆林  719000

摘要：煤炭是重要的不可再生能源，在找到可代替的新型能源之前，煤炭在促进经济发展和工业生产方面的作

用是不可代替的。本文对我国煤矿安全生产现状及改善对策进行了探讨，文章从阐述实现煤矿安全生产的重要性入手，

进一步分析了当前煤矿安全生产存在的突出问题，最后提出了煤矿安全管理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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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煤矿生产无疑是一个高利润行业，但由于企
业煤矿安全生产管理薄弱、煤矿的生产设备以及安全防
护措施相对落后、职工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差、煤
矿从业人员的工作环境比较差等各种主观或客观原因影
响，煤矿生产也存在巨大的安全风险。基于此，企业单
位要采取合理措施，解决此类问题，真正实现安全生产。

1 实现煤矿安全生产的重要性
我国是世界上极其重要的产煤大国，当前经探测

发现的国内煤炭总储量达到 8000 余亿吨，我国的原煤
产量也数世界第一。随着科技的进步，我国的煤炭工业
发达程度不断提升，这为国民经济总量的提升提供了重
要助力。但在煤矿生产过程中，极易出现各种安全隐患
和人员伤亡事故，这对于施工人员生命财产安全和相关
单位的经济效益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基于此，实现煤
矿的安全生产成为该行业的关注重点。有数据显示，
2012 年全国煤炭产量达到 35 亿吨多，千万吨以上煤炭
生产企业达到 47 家，产量占全国煤炭核定生产能力的
63.24%。其中 3000 万吨以上煤矿企业 12 家，并创造了
一批高产高效矿井，各地区、各部门和煤炭企业不断加
深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意识、加大了安全生产管理力
度，使得经济发展呈现总体稳定特征，这是该行业发展
的可喜状况。但不可忽视的是，安全保障水平与发达国
家依然存在较大的差距，例如部分单位罔顾法律要求，
单纯追求高额经济利润等。毫无疑问，这种问题的出现
对于行业的长远健康发展有着巨大危害，必须得到相关
单位的高度关注。

2 我国煤矿生产安全现状
2.1 员工安全意识薄弱

中国的煤炭储量相对丰富，煤炭产业是中国经济建
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然，煤炭生产的劳动力需求量大
且具有行业密集型特征，但是由于煤炭业对体力劳动要
求较高，从业人员部分都是农民出身，受教育程度参差

不齐，安全意识普遍较低，甚至有些人对煤矿的了解少
之又少。同时，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管理机构和监管
单位对安全问题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由于煤炭生产
环境的特殊性，要实现长期发展，就必须增强安全意识
和责任感，促进煤矿的安全稳定发展。
2.2 安全监管力度不够

安全监督是煤炭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一些煤
炭企业存在安全管理问题。例如，安全生产责任主体落
实不到位、职责分工不明确、监督效率相对较低、执行
力不强、现场员工习惯性违章频繁等。这些问题主要是
由于管理人员没有积极主动的来监管实际工作，并且不
了解员工的实际需求。
2.3 安全生产投入成本较少

煤矿生产过程必须投入生产安全成本，才能保证作
业人员安全，重视煤矿安全生产工作，提高整体的生产
效率。然而，在市场经济下，煤矿业通常只重视效率，
忽视了安全生产的实际需要，它将对安全生产产生很大
的影响。如果煤矿生产安全成本的投入不足，那么生产
人员就需要面对更多的不可控因素，这也是导致安全事
故的重要原因。在煤矿的发展过程中，通过降低安全生
产投入来降低总成本，力图获取高额利润的做法不可取，
其在安全生产中造成了严重的问题，直接威胁到了从业
人员的生命和健康，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煤炭产业的
发展。
2.4 受社会环境影响

影响煤矿生产安全的一大重要因素即为社会环境。
煤炭行业相比其他行业具有特殊性，煤炭行业的生产具
有风险性，从业人员对井下工作感到畏惧，也会导致出
现安全问题。受社会环境影响，人们对安全生产的态度
在时刻变化。人们在煤矿发生安全事故时将关注安全生
产，企业也会重视安全问题。一旦生产稳定，煤矿企业
就会放松警惕，有所松懈。针对这种情况，管理机构就
更应该加强对安全风险进行辨识、管控，对安全隐患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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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排查治理，以“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忧患意识
持续做好煤矿安全生产工作，减少社会因素对煤矿安全
生产影响，避免安全问题。

2.5 地质条件及技术设备的限制

目前，我国煤炭分布不均，北方多南方少，西部多
东部少。中国的煤炭行业大部分都属于矿山，而且煤层
埋藏比较深。许多发达国家基本是露天矿，死亡率相对
比较低。受到煤层爆炸性、复杂以上水文地质条件、瓦
斯突出、突水威胁等因素的影响，给开采过程带来很大
的困难。截至 2019 年，中国的机械化煤矿开采率已高
达 96％，当中机械化程度最高的要属国有煤矿。

3 煤矿安全管理的对策
3.1 认真抓好煤矿隐患排查整改工作

各地区煤矿企业都应该从严格的角度来对隐性安
全风险进行深化、精准的识别，必须在第一时间对所确
定的隐性问题和显性问题做出全面总结，如果发现有危
害性较大风险的存在，就必须立即暂停工作运转，将相
关风险全面防控。在具体行动前，应该建立完善的、切
实可行的防控计划，明确防控责任制，建立防控标准。
相关监管人员必须对高风险问题的状态和处理过程进行
存档，并进行持续性的监控，如果有危害性大，风险度
持高不下的安全问题，也必须尽快暂停工作运转，对风
险做出有效防控，倘若防控过程不能实现理想效果，就
需要停止该区域的工作。
3.2 强化安全培训，提高职工素质

煤矿业应该加大对主体人员培训的重视程度，大力
增强主体人员的安全生产技能。尤其是对于矿长、瓦检
员、放炮员等高风险职位人员的安全教育必须加强重视
力度，在具体工作中，应该从严格的角度来对高风险职
位人员证件的完备性进行确认，保证相关人员都具备成
熟的安全操作技能和高度的安全防护意识。要实现这样
的工作状态，就必须保证所开展的培训工作具有相应性
和高度可行性，以充分强化主体人员的自我安保意识和
职责意识。不仅如此，相关监管人员，也需要对安全培
训教育工作和高风险职位安全操作实行全面监控，充分
将培训项目和安全作业政策全面实行。
3.3 加大安全生产投资力度

虽然安全防护措施的实施会消耗企业一定的成本，
但其为企业在安全、长期效益和市场形象上做出的贡献
是不可估量的。企业应该合理分配成本支出，适当将资
金向安全保障方面倾斜，实现安全设施配备的全面化、
立体化，形成更高的更严格的安全生产标准。面对市场
上层出不穷的安全事故和政府在该方面惩处力度加大的
现状，企业需要增强煤矿技术改造力度，切实做好资源
整合重组，引进先进技术，使其为安全生产树立可靠的

技术防线。通过科学的整合措施，企业才能进一步实现
转型升级和集约化开发经营，成为符合时代趋势的现代
化企业。
3.4 提高用人门槛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人员也是煤矿工作中的一个安
全隐患，由于违规操作而引发的安全事故数不胜数，因
此企业每招收一个素质低、经验不足的人员，就等于增
加了一分安全风险。因此，即便是对普通工种也要提高
用人门槛，要求作业人员有一定工作基础和从业经验，
具备较强的应变能力和安全意识，具备紧急情况下处理
危机的能力，并能遵守企业制度，服从领导安排。不允
许违规雇用童工或者年龄在 55 周岁以上、身体素质不
佳及残疾人员。

结论：综上所述，多年以来，在国内煤矿一线工作
现场中，安全问题多发的主要因素是多方面的，如现实
情况的杂乱，主体人员的职能不专业、专业素养不强等。
要想有效改善这样的工作状态，减少安全问题的发生，
就必须对上述问题做出高效处理。加强对我国煤矿安全
生产现状及改善对策的探讨，意义重大。相关工作人员
需要明确实现煤矿安全生产的重要性以及当前煤矿安全
生产存在的突出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煤矿安全管理的
对策，努力提高企业管理人员和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
完善安全生产制度体系，加大安全生产投资力度，加强
科学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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