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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安全评估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以下简称“危货运输企业”）安全评估的基本要求，以及评

估、评估报告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第三方安全评估机构对危货运输企业开展安全评估，危货运输企业安全自评可参照使

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13392 道路运输危险货物车辆标志

GB/T29639 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

GB/T35658 道路运输车辆卫星定位系统平台技术要求

AQ/T 9007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演练基本规范

AQ/T 9009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演练评估

JT/T 911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企业运输事故应急预案编制要求

JT/T 912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编写要求

JT/T 1045 道路运输企业车辆技术管理规范

《江苏省安全生产条例》（2023年 3月 30日江苏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修订）

《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财资〔2022〕136 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危货运输企业安全评估 safety assessment of dangerous goods transportation enterprises
指通过资料审查、座谈与询问、查看与查证的评估方法，对危货运输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情况进行

审查，提出科学、合理、可行的安全对策措施建议，出具安全评估报告，作出评估结论的活动。

4 基本要求

4.1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应每 3年至少进行一次安全评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进行安全评估：

a) 新成立的危货运输企业满 6个月的；

b) 企业出现重大道路交通事故、严重道路运输违法行为或严重失信行为；

c) 企业被行业管理部门挂牌督办的；

d) 企业认为应当评估的其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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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危货运输企业应按附录 A如实提供相关资料。

4.3 第三方安全评估机构应成立项目组，科学、客观、公正、独立地开展安全评估，并对评估报告的

真实性负责。项目组符合以下条件：

a) 项目组至少 3人，明确项目组负责人；

b） 项目组负责人应取得道路运输专业的注册安全工程师资格，或取得设区市级以上安全生产专家

库成员资格，熟悉危货运输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情况；

c) 项目组其他人员应取得道路运输专业的注册安全工程师资格或交通运输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

员资格，熟悉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标准和规范。

5 评估

5.1 评估过程应采用资料审查、座谈与询问、查看与查证等方法。

a) 资料审查：通过查阅安全生产相关制度、实施记录、档案等资料，核查企业安全管理体系的完

备性和有效性。

b) 座谈与询问：考查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驾驶人员、押运人员等相关人员对安全生

产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知识要求、安全操作技能以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掌握程度。

c) 查看与查证：通过抽查企业设备设施等，核查装备设施等与相关要求的符合性。

5.2 所有涉及抽查、询问的指标，抽查数量为总数的 10%，最低抽查数量为 5。抽查的人员及车辆应

具有代表性，每种类别车辆或人员有抽样。

5.3 安全评估应按附录 B实施细则评估下列内容：

a) 机构设置及人员配备；

b) 安全责任体系；

c) 法规和安全管理制度；

d) 安全投入；

e) 设备设施；

f) 科技创新与信息化；

g) 教育培训；

h) 生产过程管理；

i) 风险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

j) 安全文化；

k) 应急管理；

l) 事故管理。

6 评估报告

6.1 安全评估报告应全面、概括地反映安全评估过程的全部工作，内容全面、重点突出、条理清楚、

评估结论客观公正，文字应简洁、准确，提出的资料应清楚可靠，论点明确，利于阅读和审查。

6.2 安全评估报告的著录项应署明安全评估机构的项目负责人和评估人员信息，均应亲笔签名，并加

盖安全评估机构公章。

6.3 安全评估结论分为合格与不合格。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结论为不合格。

a) 重大隐患评估项目判定为不合格的。

b) 判定的不合格评估项目数超过总评估项目数的 25%。

6.4 安全评估报告至少应包括下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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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封面；

b) 著录项；

c) 目录；

d) 正文；包括：

1） 前言；

2） 企业基本情况；

3） 评估情况分析；

4） 安全评估结论。

e) 附件，包括判定为不合格评估项目的清单、评估依据、整改建议和有关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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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危货运输企业提供资料

危货运输企业提供资料包括以下内容：

a) 基本概况，包括：

1)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等相关证照；

2) 组织机构等相关资料。

b) 从业人员资料，包括：

1) 从业人员台账；

2) 各类管理人员证书及培训记录或证明；

3) 特种作业人员培训考核情况表及证书；

c) 安全生产组织机构，包括：

1) 岗位设置及责任制文件；

2) 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设置和配备文件；

3) 车辆技术管理机构、车辆技术负责人和车辆技术管理人员的设置和配备文件；

4） 专职动态监控人员的设置和配备文件。

d) 安全生产基本情况，包括：

1) 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文件；

2) 操作规程文件；

3) 安全会议记录；

4) 教育培训情况；

5) 安全投入情况；

6) 风险管控与隐患排查情况；

7) 应急管理情况；

8) 事故报告及统计档案。

e) 设备设施资料，包括：

1) 运输车辆台账；

2) 强制检定设备清单及检验报告。

f) 其他证明材料，包括：

1) 重大风险清单及监控措施；

2) 提供资料真实性证明；

3) 一年内无重大处罚、违规、重大事故声明等。



附 录 B

（规范性）

危货运输企业安全评估细则

危货运输企业安全评估实施细则表见表 B.1。

表 B.1 危货运输企业安全评估实施细则表

评估类目 评估项目 评估标准 评估方法 评估结论

机构

设置

及人

员配

备

安全管

理机构

设置

成立以企业主要负责人为领导的安全

生产委员会（或安全生产领导小组）

1.安全生产委员会（或者安全生产领导小组）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

人和各管理部门及分支机构负责人，以文件形式任命；

2.安全生产委员会（或者安全生产领导小组）成员包括主要负责人、

部门负责人等相关人员；

3.安全生产委员会（或者安全生产领导小组）成员明确职责；

4.建立安全生产管理组织结构图

资料审查
□合格/

□不合格

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 设置与企业规模相适应且独立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 资料审查
□合格/

□不合格

安全生

产管理

人员

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按《江苏省安全生产条例》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资料审查
□合格/

□不合格

配备安全总监或者其他专职安全生产

分管负责人

1.从业人员 100 人以上应当设置安全总监或者其他专职安全生产分管

负责人，且应当具有工程师以上相关专业的技术职称或者取得相关专

业的注册安全工程师资格。

2.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要求：

a）从业人员不足三十人的，配备一名以上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

员；

b）从业人员三十人以上不足一百人的，设置专门的安全生产管

理机构，并配备两名以上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资料审查
□合格/

□不合格



评估类目 评估项目 评估标准 评估方法 评估结论

b）从业人员一百人以上不足三百人的，设置专门的安全生产管

理机构，并配备三名以上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d）从业人员三百人以上的，设置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并

按照不低于从业人员百分之一的比例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3.安全总监或者其他专职安全生产分管负责人的日常履职到位

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取得

交通行业安全考核合格证明

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具备与本企业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

动相适应的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知识和能力
资料审查

□合格/

□不合格

车辆技

术管理

机构设

置及人

员配备

设置车辆技术管理机构，配备技术负

责人和车辆技术管理人员

1.按 JT/T 1045 要求，设置车辆技术管理机构，配备技术负责人和车

辆技术管理人员，并明确职责；

2.车辆技术管理人员熟悉岗位职责及车辆技术状况；

3.技术负责人由企业管理层成员或法定代表人授权人员担任，全面负

责本单位车辆技术管理工作

资料审查

座谈与询问

□合格/

□不合格

监控人

员配备
配备运输车辆专职动态监控人员

1.专职动态监控人员经运输企业培训、考试合格后上岗；

2.专职动态监控人员熟悉动态监督管理办法、平台技术要求、车载终

端技术要求等相关法律法规基本知识；

3.专职监控人员配置原则上按照监控平台每接入 100 辆车设 1人的标

准配备，最低不少于 2人

资料审查

座谈与询问

□合格/

□不合格

从业人

员聘用

依法聘用从业人员

1.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有效；

2.从业人员资格条件、安全行车经历及职业健康检查结果符合要求，

驾驶人员的实际驾驶技能通过测试

资料审查

查看与查证

□合格/

□不合格

建立从业人员安全档案

1.建立从业人员档案管理制度；

2.从业人员档案完善，及时更新，信息档案应包括：人员基本信息、

体检表、劳动合同、岗前培训教育、交通事故信息、违法操作信息、

内部奖惩、诚信考核信息、继续教育信息等，一人一档

资料审查
□合格/

□不合格

安全 健全安 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并落 1.层层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 资料审查 □合格/



评估类目 评估项目 评估标准 评估方法 评估结论

责任

体系

全生产

责任制

实到位 2.明确责任人员、责任内容、目标和考核标准，并在适当位置长期公

示；

3.明确各部门、分支机构及其负责人的安全生产责任、目标及考核标

准

座谈与询问 □不合格

安全生

产责任

制考评

落实安全生产责任考核和奖惩，公布

考评结果和奖惩情况

1.全面开展安全生产责任制考核，至少每半年一次；

2.依据安全生产责任制考核结果进行奖惩；

3.公布安全生产责任制考核结果和奖惩情况

资料审查
□合格/

□不合格

法规

和安

全管

理制

度

资质
★企业资质证书合法有效，经营范围

符合要求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合法有效，企业主体

资格一致，经营范围符合要求
资料审查

□合格/

□不合格

法律法

规与标

准规范

及时主动获取安全生产相关的法律法

规标准

每年至少开展 1次识别和获取与本企业相适用的法律法规清单并及时

更新
资料审查

□合格/

□不合格

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

规范标准宣贯

1.记录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范标准宣传培训；

2.及时发放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给从业人员；

3.企业安全生产制度与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范标准要求相符

资料审查
□合格/

□不合格

安全生

产管理

制度

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1.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正式发布；

2.安全生产各制度内容符合规定；

3.按照 JT/T 912 要求，建立安全生产制度，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制度：

a) 安全生产责任制度；

b) 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制度；

c) 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制度；

d) 从业人员、专用车辆、设施设备及停车场地等安全管理制度；

e) 安全生产考核与奖惩制度；

f) 应急救援预案管理制度；

g) 安全事故报告、统计与处理制度；

h) 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制度；

i) 安全生产费用管理制度；

资料审查

座谈与询问

□合格/

□不合格



评估类目 评估项目 评估标准 评估方法 评估结论

j) 隐患排查治理制度；

k) 风险管理制度；

l) 动态监控管理制度；

m) 车辆技术管理制度；

n) 运输作业查验、记录制度；

o) 消防安全管理制度；

p) 职业病防治制度；

q) 文件和档案管理制度

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发放到相关岗位并

组织学习和培训

1.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发放和组织学习培训记录齐全；

2.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组织学习和培训记录、档案齐全

资料审查

座谈与询问

□合格/

□不合格

岗位安

全生产

操作规

程

建立健全操作规程

1.操作规程内容符合规定；

2.根据道路危险货物装卸运输工艺特点、设备设施的特点和装卸运输

货物的种类及危险特性、危险有害因素辨识、风险评估的结果，编制

相应的操作规程，包含但不限于以下操作规程：

a) 驾驶人员操作规程；

b) 押运员操作规程；

c) 装卸管理人员操作规程；

d) 车辆日常检查和维护操作规程；

e) 车辆动态监控操作规程；

f) 其他操作规程，在新工艺、新设备、有特殊作业要求的新货

物投入运营前，应组织编制相应的操作规程

资料审查

座谈与询问

□合格/

□不合格

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操作规程的培训

和学习

1.安全生产操作规程学习和培训记录、档案齐全；

2.从业人员熟悉本岗位安全生产操作规程

资料审查

座谈与询问

□合格/

□不合格

制度和

规程评

审、修

订

定期组织人员对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

规程进行内部评审，并根据评审结论

及时进行修订

1.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操作规程每年进行有效性、符合性评审；

2.每年至少开展 1次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修订的修订工

作

资料审查

座谈与询问

□合格/

□不合格



评估类目 评估项目 评估标准 评估方法 评估结论

执行

情况

定期对各岗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企

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执行情况进行检

查、整改

1.每年至少对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标准规范、规章制度、操作规程的

执行情况进行 1 次检查；

2.制定整改计划或整改措施

资料审查
□合格/

□不合格

安全

投入

资金

投入

编制安全生产费用提取与使用计划 编制年度安全生产费用提取与使用计划
资料审查

查看与查证

□合格/

□不合格

建立制度，并足额提取（列支）安全

生产费用

1.制定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使用和监督管理制度；

2.按《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足额提取（列支）企

业安全生产费用

资料审查
□合格/

□不合格

安全生产经费专款专用

1.根据生产经营实际需要，据实开支符合规定的安全生产费用；

2.按规定提取和使用安全生产费用；

3.安全生产费用使用计划按计划实施，无超范围使用情况；

4.安全生产费用使用情况与台账记录相符

资料审查

座谈与询问

□合格/

□不合格

投保有效期内的危险货物承运人责任

险或安全生产责任险

1.按规定投保危险货物承运人责任险或安全生产责任险；

2.危险货物承运人责任险或安全生产责任在有效期内
资料审查

□合格/

□不合格

费用

管理

建立安全生产费用使用台账，跟踪、

监督安全生产费用的使用情况

1.建立安全生产费用台账，且与实际相符；

2.安全生产费用台账有相应的发票、收据、转账凭证等真实凭证
资料审查

□合格/

□不合格

设备

设施

停车

场地
停车场地符合要求

1. 停车场为自有或者租借期限为 3 年以上

停车场地产权证明材料或租赁协议资料齐全；

2.停车场地所在地属于企业注册地市级行政区域内；

3.停车场地面积符合要求：运输剧毒化学品、爆炸品专用车辆以及罐

式专用车辆，数量为 20 辆（含）以下的，停车场地面积不低于车辆

正投影面积的 1.5 倍，数量为 20 辆以上的，超过部分，每辆车的停

车场地面积不低于车辆正投影面积；运输其他危险货物的，专用车辆

数量为 10 辆（含）以下的，停车场地面积不低于车辆正投影面积的

1.5 倍；数量为 10 辆以上的，超过部分，每辆车的停车场地面积不低

资料审查

查看与查证

□合格/

□不合格



评估类目 评估项目 评估标准 评估方法 评估结论

于车辆正投影面积

停车场地封闭、专用并设立明显标志

1.停车场地封闭、专用；

2.停车场地设有明确标志；

3.停车场地不应妨碍居民生活和存在威胁公共安全

查看与查证
□合格/

□不合格

停车场内配备有关安全防护、环境保

护、消防设施设备，并进行定期维护、

修理

1.停车场按要求配置相应安全防护设施；

2.有安全设施检查、维护、维修记录

资料审查

查看与查证

□合格/

□不合格

运输剧毒化学品、爆炸品的企业配备

专用停车区域，并设立明显的警示标

牌

1.运输剧毒化学品、爆炸品的企业，配备专用停车区域；

2.专用停车场地区域设置警示标志
查看与查证

□合格/

□不合格

停车场地管理

1.停车场应由专门的管理人员负责，不准许闲杂人员出入，做好人员

来访登记，并进行安全检查；

2.不准许随身携带火种和易燃易爆物品，车辆出入停车场应进行登

记，实行准入、准出工作程序；

3.停放的运输车辆为空车停放；

4.停车场地内不应有其他无关车辆停放

资料审查

查看与查证

□合格/

□不合格

车辆设

备的使

用和维

护

车辆配置标识、标志
1.标志灯或标志牌正常；

2.按 GB 13392 要求配置标识、标志
查看与查证

□合格/

□不合格

运输车辆检测和维护

1.所有车辆有综合性能检测报告；

2.车辆有二级维护记录或二级维护出厂合格证；

3.车辆安全设备设施维护记录齐全

资料审查

查看与查证

□合格/

□不合格

★罐体经检验机构检测合格

1.罐体检测报告合格、有效；

2.现场罐体零部件安全状况良好；

3.无不符合国家规定的车辆装备、设施设备等从事经营活动

资料审查

查看与查证

□合格/

□不合格

★运输车辆配备与运输的危险货物性 1.抽查车辆经常性装备正常； 资料审查 □合格/



评估类目 评估项目 评估标准 评估方法 评估结论

质相适应的安全防护、环境保护和消

防设施设备，并对车辆设施设备进行

检查和维护

2.配备安全设施；

3.配备的应急处理、安全防护、环境保护和消防设施设备与所运载的

危险货物相适应；

4.有防止危险货物脱落、扬散、丢弃以及燃烧、爆炸、泄漏等防护设

施或必要措施

查看与查证 □不合格

★运输车辆使用年限或运营公里数符

合规定，严禁使用不符合国家规定的

车辆装备、设施设备等从事经营活动

1.车辆不超过使用年限或不超过国家规定的引导报废运营公里数且

技术状况达到国家规定的安全使用要求；

2.有车辆报废管理制度；

3.《机动车行驶证》《道路运输证》审验有效期正常；

4.使用报废、擅自改装、拼装、检验检测不合格（含未在有效期内）

以及其他不符合国家规定的车辆装备、设施设备等从事经营活动的视

为重大隐患

资料审查

查看与查证

□合格/

□不合格

运输车辆配备相应通信、报警装置、

警示标志
运输车辆按规定配备齐全相应通信工具、安全防护、应急等设备设施； 查看与查证

□合格/

□不合格

★维护、维修作业到认定符合条件的

汽车维修企业

1.维护、维修作业在交通运输管理部门认定的具备道路危险货物运输

车辆维修条件的汽车维修企业进行；

2.所属运输剧毒化学品、爆炸品的专用车辆及罐式专用车辆（含罐式

挂车）在消除危险货物的危害前，到不具备危货车辆维修条件的维修

企业进行维修的视为重大隐患

资料审查
□合格/

□不合格

科技

创新

与信

息化

信息化
建立动态监控平台或使用社会化动态

监控平台对营运车辆进行监控和管理

建设符合 GB/T 35658 要求的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控平台或使用社会

化动态监控平台，对营运车辆进行监督

资料审查

查看与查证

□合格/

□不合格

科技应

用

车辆安装符合要求的卫星定位装置终

端

1.装置终端符合 JT/T794 要求；

2.有卫星定位装置安装使用规定；

3.有车载终端安装使用登记台账；

4.装置出现故障不能保持在线的运输车辆，企业不得安排其从事道路

资料审查

查看与查证

□合格/

□不合格



评估类目 评估项目 评估标准 评估方法 评估结论

运输经营活动

★通过监控平台及时纠正和处理违法

违规驾驶行为

1.及时纠正和处理超速行驶、疲劳驾驶、不按规定线路行驶等违法违

规驾驶行为；

2.所属经营性驾驶员和车辆存在长期“三超一疲劳”（超速、超员、

超载、疲劳驾驶）且运输过程中未及时提醒纠正、运输行为结束后一

个月内未严肃处理，或违法违规信息处置率未达到 90%的，或所属经

营性驾驶员存在一次计 10 分及以上诚信考核计分情形且未严肃处理

仍继续安排上岗作业的视为重大隐患

资料审查
□合格/

□不合格

动态监控数据和违法驾驶信息及处理

情况保存时间符合要求

动态监控数据应至少保存 6个月，违法驾驶信息及处理情况应至少保

存 36 个月
资料审查

□合格/

□不合格

对车辆进行动态监控

1.建立动态监控值班制度；

2.动态监控值班记录登记齐全；

3.保存动态监控台账；

4.企业可委托第三方机构对企业所属车辆进行动态监控，但不因委托

而改变企业动态监控主体责任，第三方专职动态监控人员视同企业专

职动态监控人员配置

资料审查
□合格/

□不合格

教育

培训

及安

全文

化

安全会

议
定期召开安全生产委员会或安全生产

领导小组会议和安全工作例会

1.每季度召开安全生产委员会或安全生产领导小组会议，每月召开安

全工作例会，保存会议记录；

2.拥有 20 辆（含）以下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车辆的企业，安全生产工

作会议可与安全例会一并召开。安全生产委员会或安全生产领导小组

会议和安全例会应有会议记录并建档保存，保存期不少于 36 个月

资料审查

座谈与询问

□合格/

□不合格

教育培

训

从业人员进行岗前安全教育培训

1.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对员工进行岗前安全培训教育；

2.从业人员岗前培训不少于 24 学时。岗前安全教育培训及考核记录

保存至相关从业人员离职后 12 个月

资料审查
□合格/

□不合格

通过现场或网络在线等方式，对企业 1.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和从业人员每月至少接受 1 次 资料审查 □合格/



评估类目 评估项目 评估标准 评估方法 评估结论

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和从

业人员等进行安全教育

定期安全教育。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

作业。

2.可依托互联网技术积极创新、改进安全培训教育手段，开展线上培

训，丰富培训方式。教育培训也可委托具备安全生产培训条件的机构

进行培训，委托培训的，应对培训工作进行监督，并留有培训记录，

保证培训质量，做到可溯源。

3.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

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 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

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并进行阶段性、

特殊时段性、季节性安全生产风险警示教育

□不合格

制定教育培训计划，建立安全生产教

育和培训档案

1.制定安全教育培训制度；

2.根据培训需求制定培训目标、培训计划；

3.定期安全教育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12 个月。

4.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和从业人员每月至少接受 1 次

定期安全教育。

5.培训档案，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时间、内容、参加人员

以及考核结果等情况

资料审查
□合格/

□不合格

培训学时符合要求

1.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初次安全培训时间不得少于

32 学时，每年再培训时间不得少于 12 学时；

2.其他从业人员岗前培训时间至少 24 学时，每年再培训时间至少 8

学时

资料审查
□合格/

□不合格

生产

过程

管理

基本要

求

制定并落实安全生产值班制度

1.制订企业值班制度；

2.安全生产值班计划和安全生产值班记录齐全，重要时期实行领导到

岗带班

资料审查
□合格/

□不合格

运输前对运输车辆及相关设备的技术 1.驾驶人员和押运人员的安全告知记录齐全； 资料审查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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