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年上海市特种设备安全状况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特种设备安

全监察条例》的规定,现将 2023 年上海市特种设备安全状况

公布如下:

一、特种设备基本情况

（一）特种设备使用情况

截至 2023 年底，全市办理使用登记的特种设备总量达

773677 台（套），其中在用特种设备 656865 台（套），同比

增长 4.85%。在用设备中，锅炉 4267 台、压力容器（不含气

瓶）148089 台、电梯 325653 台、起重机械 69911 台、场（厂）

内专用机动车辆 108695 辆、客运索道 2 条和大型游乐设施

248 台（套），另有各类气瓶约 463 万只（不含长期未流通的）

和压力管道约 1.6 万千米。全市特种设备使用单位为 6.91

万家，特种设备作业人员和安全管理人员持证数 413950 张。

（二）特种设备生产单位情况

截至 2023 年底，全市特种设备生产单位(含设计、制造、

安装、改造、修理以及移动式压力容器、气瓶充装单位)共

持有特种设备许可证总数 2339 本，与 2022 年底相比增加

0.3%。其中，市局颁发的许可证 2197 本，总局颁发的许可

证 142 本。

（三）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及检验检测情况



全市现持有各类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证的单位 115

个。其中，综合性检验机构 22 个（包括市场监管部门所属

检验机构 10 个，行业检验机构和企业自检机构 12 个），持

有无损检测机构证的单位 23 个，气瓶检验机构 31 个，安全

阀专业校验机构 30 个，起重机械检验机构（含“两工地”）

4 个，电梯检测机构 5 个。

2023 年，全市各类特种设备检验机构对 376501 台（套）

在用特种设备进行了定期检验(另检验气瓶 940029 只和压力

管道 4980.088 千米)，对 38394 台（套）特种设备的安装、

改造和重大维修过程实施了监督检验（另安装监督检验压力

管道 689.894 千米），对 124015 台（套）特种设备进行了

制造过程的监督检验（另制造监督检验各类气瓶 115628 只

和压力管道元件 153304 批）。

二、特种设备安全状况

（一）事故总体情况

2023年，全市共发生特种设备事故7起（均为一般事故），

死亡 4 人，受伤 4 人，直接经济损失约 639.5 万元，事故数

同比增加 2 起，死亡人数同比增加 1 人。事故数低于近五年

平均数（2019 年以来年均 7.2 起）。其中，电梯事故 1 起，

受伤 2 人；起重机械事故 2 起，死亡 1 人，受伤 1 人；场（厂）

内专用机动车辆事故 4 起，死亡 3 人，受伤 1 人（详见图 1）。



图 1 2023 年各类特种设备事故数和死亡人数

2023 年全市万台特种设备死亡率为 0.06（详见图 2）。

全年未发生特种设备较大以上事故，安全形势状况总体平稳

可控。

图 2 近 5 年特种设备万台死亡率

（二）事故主要特点

1.事故设备类别。2023 年特种设备事故全部为机电类设



备事故。其中，电梯和起重机械事故数量同比持平，场（厂）

内专用机动车辆事故数量增加 2 起。（事故比例详见图 3）

图 3 2023 年各类特种设备事故比例图

2.事故发生环节。全年 7 起事故全部发生在使用环节。

3.事故发生区域。数据统计表明，1 起电梯事故发生在

中心城区，起重机械事故和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事故全

部发生在郊区。2023 年所发生的特种设备事故共涉及到 7 个

区，分别为浦东、黄浦、嘉定、金山、松江、青浦和崇明。

（三）事故原因分析

1.电梯事故。主要原因是使用单位未严格落实特种设备

安全主体责任，日常隐患排查流于形式；电梯维保单位对电

梯维护保养不到位，未能及时发现扶手带驱动力不足等隐患

等。

2.起重机械事故。主要原因是使用单位未严格遵守起重

机械操作规程，未认真开展特种设备风险辨识落实管控措



施；作业现场安全管理存在缺陷，起重指挥人员自身安全防

范意识不到位，使用遥控器操作起重机时未撤离危险作业区

域；起重机械使用单位日常安全检查和维护保养工作缺失，

长期服役后关键零部件安全质量性能下降未能及时检查发

现并加以整改等。

3.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事故。主要原因是使用单位

未认真履行企业安全主体责任，现场安全管理缺失；特种设

备安全管理员履职不到位；作业人员违章违规作业等。

三、2023 年特种设备安全工作主要情况

（一）狠抓责任落实，推进多元共治。召开市特种设备

安全工作联席会议第十次全体会议，并以联席会议名义部署

上海市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 2023 行动。深

入开展“企业主体责任推进年”活动，全面贯彻落实主体责

任“两个规定”，推动全市 1626 家生产单位、近 7 万家使

用单位配齐（质量）安全总监和（质量）安全员并建立“日

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和年内审”工作机制，累计自查发现

并整改各类问题隐患 12149 项次。特种设备双重预防持续走

深走实，全市近 7 万余家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开展了双重预防

工作，对 5.92 万台（套）特种设备实施风险分级管控，辨

识各类风险 12.57 万条并制定管控措施。

（二）加强隐患治理，筑牢安全底线。以特种设备重大

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 2023 行动为统领，着力推进城镇燃



气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2023-2025）和电梯安全筑底三

年行动（2023-2025），深入开展小型锅炉、长输公用燃气管

道、叉车、大型游乐设施、高压气瓶等各类专项整治和化工

企业特种设备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百日攻坚”行动。全市各

级监察机构共计出动检查人员 99404 人次，检查单位 34296

家次，检查设备 48898 台套，开具监察指令书 2738 份次，

发现并整改各类安全隐患及问题 27280 项次，确保了全市特

种设备安全总体稳定可控。

（三）强化证后监管，部署铁拳行动。通报 2022 年度

本市特种设备行政许可证后监督检查情况，依法注销行政许

可 8 家，实施行政处罚 1 家。对本市 7 大类 441 家特种设备

生产和充装单位以及 23 家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开展证后

监督抽查，对发现的问题全部整改闭环。2023 年度本市特种

设备生产单位年报公示 100%。加强电梯领域信用管理，发布

2022 年本市电梯安全状况报告，公布 7 家维保质量和信用评

价较差单位，以及电梯定期检验初检不合格率位列前 10 的

电梯维保单位名单。同时，以民生领域执法查处“铁拳”行

动为抓手，聚焦“使用未登记电梯、超期未检电梯、未按规

定开展电梯维保、违法生产使用小型锅炉”等四类违法行为，

并持续加大特种设备违法违规查处力度。全年共立案查处特

种设备案件 713 起，罚没款 1948 万元。

（四）聚焦智慧监管，注重改革创新。高质量完成《打



造“智慧+信用”新模式，提升电梯安全监管效能—上海电

梯安全监管模式创新研究》《推进智慧监管，强化风险防控，

提升监管效能》课题研究，研究制定特种设备智慧监管暨数

字化转型顶层设计方案，初步构建了特种设备驾驶舱和智慧

气瓶场景。智慧电梯建设持续深化，平台功能全面升级，应

用场景丰富拓展，电梯远程监测覆盖大幅提升，全市 9.23

万台电梯加装远程监测装置并接入智慧电梯平台，住宅电梯

物联网覆盖率达 45.68%。成立上海市电梯应急指挥中心，实

现电梯突发事件实时监测、及时响应、快速处置，全市电梯

困人平均救援时间缩短至 12 分 26 秒。稳步推进电梯按需维

保改革，共计 8501 台电梯实施按需维保。全面推进电梯检

验检测改革，6.3 万台电梯实施检测。

（五）围绕服务大局，优化营商环境。圆满完成第六届

进博等重大活动和重要时段特种设备安全保障任务，实现了

“零失误、零疏漏、零差错”的总体目标。同时，完成金砖

国家新开发银行2023年理事会等保障任务37项。持续推进

“放管服”改革，将特种设备施工告知和作业人员资格认定

事项纳入“智慧好办”并正式上线，简化企业和从业人员办

事程序，优化“一业一证”审批模式，推动“高效办成一件

事”。推动特种设备行政审批网办率提升，本市特种设备全

程网办率达66.08%。

（六）加强制度建设，夯实工作基础。研究出台《上海



市电梯安全管理办法》实施意见，开展宣贯活动 1246 场，

覆盖各类人员 4.8 万人次。高质量完成全国人大《特种设备

安全法》执法检查工作，上海贯彻实施《特种设备安全法》

情况，获得全国人大检查组高度评价。持续完善特种设备安

全管理标准体系，研究制（修）订《特种设备区域风险评价

导则》《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使用管理规范》等一批上海

地方标准、团体标准。强化特种设备监察员取证培训和实务

培训，全市 A 类监察员达 276 名，B 类监察员达 4045 名，A

类监察员考试通过率名列全国第二，万台特种设备持 A 证

3.57，全国排名第四。组织全市特种设备安全监察业务知识

竞赛，开展第一届全市特种设备监察、检验标兵评选和表彰

活动，并向 119 名长期从事特种设备监察、检验工作的人员

颁发纪念奖章及证书。

四、2024 年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工作总体思路和主要措施

2024 年本市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工作的总体思路是：认真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考察上海重要

讲话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人民城

市理念，不断强化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强

责任、除隐患、促规范、提效能”为主线，努力提升本市特

种设备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着力解决涉及

城市运行安全和事关社会民生的突出问题，坚决防范遏制重

特大事故和严重社会影响事件，牢牢守住特种设备安全底



线。

（一）压实各方责任，完善共治体系。一是夯实企业主

体责任。融合推进“两个规定”落实和特种设备双重预防机

制建设，督促特种设备生产、使用单位建立健全“日管控、

周排查、月调度”工作机制并持续有效运行，指导开展特种

设备（质量）安全总监和（质量）安全员培训和抽查考核，

着力提升企业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治理的能力和水平。二是

落实行业主管责任。发挥市特种设备安全工作联席会议作

用，明确和强化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职责。

巩固双重预防和智慧监管在医疗卫生、商业公共场所等重点

行业领域工作成效，深化部门联合检查，协同治理行业共性

问题隐患。三是压实属地监管责任。健全责任约谈、挂牌督

办、督查督导、考核评价等制度，以“四不两直”等方式，

有效运用“三书一函”（挂牌督办通知书、约谈通知书、整

改通知书和提醒敦促函），定期对各区开展督导检查。四是

抓实检验检测责任。开展“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规范化专

业化建设年”活动，加强机构规范管理和检验检测人员执业

整顿，务实推进检验检测改革，更好发挥检验机构技术支撑

作用，高质量完成重大活动保障性检验工作。

（二）锚定隐患排查，筑牢安全防线。一是规范常规监

督检查。全过程应用综合监管系统，严格规范计划制定、检

查实施、隐患整改、监察指令等工作。合理制定常规监督检



查计划，加大重点单位抽查比例。严格计划执行和检查程序，

加强隐患闭环整改，确保计划执行率和隐患整改率均达

100%。二是深化专项监督检查。全面启动市场监管系统安全

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持续推进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三

年行动，巩固深化电梯安全筑底三年行动，推进老旧电梯隐

患治理，强化维保单位监管。开展长期停用设备底数清理行

动和场车安全综合治理行动，做好进博会等重大活动安全保

障工作。三是做实证后监督检查。加大对获证单位证后监督

抽查力度，自我声明承诺换证单位 100％实施抽查。强化后

处理工作，做好检查结果信息公开公示。加强鉴定评审机构、

锅炉能效测试机构和作业人员考试机构的监督检查。四是强

化打非治违行动。以民生领域“铁拳”行动等为抓手，加大

对事故易发高发的起重机械、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和电

梯、大型游乐设施、气瓶、公用燃气管道等特种设备执法力

度，查办一批典型案例，适时组织开展特种设备典型案例评

选。

（三）深化改革创新，提升监管质效。一是推进智慧监

管。优化整合系统，归集全量数据，完善特种设备智能驾驶

舱。深化智慧电梯建设，持续提高电梯远程监测覆盖率；完

善智慧气瓶，推动智慧监管在锅炉、大型游乐设施、场内机

动车辆等设备的拓展应用。二是强化信用监管。发布《电梯

维护保养单位质量与信用评价规范》，优化电梯维保单位信



用评价模型。持续推进生产企业年报工作完成率 100%，定期

公布本市特种设备安全状况。三是推动监管改革。扩大按需

维保范围，加强按需维保质量监督抽查。深化电梯检验检测

改革。加强保险等机制在电梯安全管理中的应用。鼓励应用

网上督查、网上监管等手段，拓展“非接触式监管”新模式。

优化智能申报和审批服务，加强行政许可规范化管理、标准

化服务，提升全程网办率和全程网办结案率。规范实施特种

设备检验检测人员资格认定工作，有序推进电子证照工作。

（四）立足服务大局，保障民生需求。一是聚焦热点服

务民生。夯实推动老旧住宅电梯安全评估，探索电梯安全评

估与定期检验并轨实施。配合推进既有多层住宅和人行天桥

加装电梯工作，协同配合“停车难”综合治理。二是服务保

障重大项目。深化长三角特种设备安全监管合作，开展监察

技能比武和检验能力比对活动，推动特种设备信息互通互

认、数据共享。服务“乐高乐园”主题度假区、上海耀雪冰

雪世界、迪士尼新片区建设等重大项目建设。服务氢能产业

发展。三是助力绿色低碳发展。研究细化《锅炉绿色低碳高

质量发展行动方案》工作举措。持续加强锅炉节能监管，提

高在用锅炉能效测试覆盖率。推动标准修订，提高能效指标，

逐步淘汰低效落后的老旧锅炉。配合生态环境部门实施非道

路移动机械排放标准，定期通报内燃场车环保信息。加强电

梯产品噪声测试，强化噪声污染源头管控。



（五）夯实工作基础，提升履职能力。一是完善法规制

度体系。开展《特种设备安全条例》立法调研。制定发布《上

海市乙类特种设备检验机构核准细则》《上海市智慧电梯信

息管理办法》规范性文件，制修订《电梯维保单位质量与信

用评价规范》《住宅电梯安全评估规范》等地方标准。制定

重大活动特种设备安全保障工作指引，修订发布《特种设备

事故应急预案》。二是加强队伍能力建设。加大特种设备安

全监察员取证力度，注重实务培训，发挥实训基地作用，提

升培训实效。继续开展监察和检验标兵评选，举办特种设备

业务知识竞赛，评选筹建市级监察讲师团，鼓励各级监察机

构建立特种设备导师制。三是强化技术支撑能力。完善特种

设备安全与节能技术支撑体系。鼓励和组织高校、研究机构、

行业协会、民非组织积极承担和参与监督检查、安全评估、

课题研究等，在隐患排查治理、企业指导帮扶、行业诚信自

律、法律宣贯培训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四是大力弘扬安全

文化。组织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喜闻乐见的特种设备

普法宣传活动，拓展宣传渠道，扩大宣传覆盖面，营造“关

爱生命、关注安全”的良好氛围。以《大型游乐设施安全技

术规程》和落实两个规定等为重点，加大特种设备法律法规

宣贯培训力度，提升从业人员的法制和安全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