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闽应急厅办〔2023〕18号

福建省应急管理厅办公室转发
应急管理部办公厅关于安全生产培训“走过场”

专项整治工作情况通报的通知

各设区市应急管理局，平潭综合实验区综合执法与应急管理局：

现将《应急管理部办公厅关于安全生产培训“走过场”专项

整治工作情况的通报》（应急厅函〔2023〕85号，以下简称《通

报》）转发给你们，请认真学习贯彻落实，持续加强安全生产培

训考试工作属地监管。

一、常态化整治安全培训乱象

各设区市级应急管理部门要对照《通报》和《福建省应急管

理厅关于安全培训“走过场”专项整治工作督导检查情况的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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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应急〔2022〕89号）中发现的主要问题，常态化开展安全生

产培训“走过场”专项整治，严厉打击安全培训机构、考试机构

（考试点）、企业3类主体19项违法违规行为，净化安全生产培训

环境。

二、持续推动考试点优化建设

各设区市级应急管理部门要严格按照《福建省应急管理厅关

于印发<福建省安全生产“三项岗位人员”考试与证书管理实施细

则>的通知》（闽应急〔2020〕2号）要求，加大政府投入，持续

推动考试点优化布局与达标建设，积极推动电工、焊接与热切割、

高处作业等通用性强的工种使用实物实操考试设备，防止考试过

度虚拟化；重点加强危险化学品、矿山、煤气作业和烟花爆竹等

实操考试点的规划布局工作。

三、严厉打击制售特种作业假证

各设区市级应急管理部门要与公安部门建立常态化联合打假

工作机制，持续严厉打击假冒政府网站、制售假冒安全生产证书

等违法违规行为。对发现的问题线索，要坚持一查到底、深挖彻

查，进行全链条打击，切实遏制假证危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

福建省应急管理厅办公室

2023年5月10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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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管理部办公厅关于安全生产
培训“走过场”专项整治工作情况的通报

应急厅函〔2023〕8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应急管理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应

急管理局：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安全生产培训管理，确保培训质量，切

实提升从业人员安全素质和技能，预防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应急管理部自2021年 11月起在全

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了安全生产培训“走过场”专项整治（以下简

称专项整治）。各地应急管理部门高度重视，层层压实责任，落

实整治措施，实现了“整顿一批、淘汰一批、查处一批、曝光一

批”工作目标，培训乱象得到有效遏制，培训考试管理更加规范，

培训质量得到逐步提升，专项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果。现就有关情

况通报如下：

一、主要做法与成效

（一）突出政治站位，以高度责任感全力推动专项整治。应

急管理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将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摆在首

位，把坚决整治当前安全生产培训方面暴露出的培训走形式、考

试把关不严，甚至涉嫌考试作弊等突出问题，作为为民惠民的一

项务实举措高位推动。部主要负责同志对专项整治工作作出批示、

提出要求，部分管负责同志亲自部署、审定专项整治方案，在安

全执法和工贸监管局设立工作专班，通过定期调度、编发工作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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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召开视频会议、开展督导互查等方式强力推进专项整治，并

将专项整治工作纳入2022年省政府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考核。3

2个省级应急管理部门均成立以厅（局）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的

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设立工作专班，并结合实际印发了专项

整治实施方案。河北、江苏、浙江、山东等10个省份应急管理

厅（局）还组织召开专题会议强力推动专项整治。

（二）坚持执法和服务并重，培训秩序得到进一步规范。各

地坚持采用专项执法、联合执法、交叉执法等方式对培训、考试

机构进行全覆盖执法检查，对高危行业企业进行抽查检查，并寓

服务于执法全过程，为机构和企业排查整改提供帮扶指导。应急

管理部组织开展对辽宁、江苏、陕西等10个省份的督导互查，

推动专项整治走深走实。山东在市县两级执法检查基础上，对本

省所有培训机构和考试机构（含考试点，下同）开展了1轮全覆

盖督导检查。吉林组织执法骨干和培训专家，采取“执法+专家”

方式对7个地级市的83家培训、考试机构进行执法监督指导，

新发现并指导解决206项问题。河北、山西、福建、四川、贵州

等省份在执法检查基础上开展了“回头看”督查，巩固专项整治

成效。截至2022 年 12月，各地执法检查培训机构4171家，发

现问题1.1万项，淘汰清退315家、停业整顿299家、责令整改

2445家；检查考试机构2213家，发现问题5748项，取消考试点

212家、停考整顿153家、责令整改997家；抽查企业28.1万家，

发现问题12万项，行政处罚6.1万家、罚款27877万元，培训

考试乱象得到初步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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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措并举加强监管，严管培训考试成为社会共识。各

地应急管理部门持续加强对安全生产培训考试工作属地监管。天

津、辽宁、浙江等18个省份建立培训、考试机构退出机制，实

行动态监管。北京和重庆对培训机构实施分级管，定期对标评分

并分类定级，对等级低的培训机构采取加强日常执法检查频次等

措施进行重点监管。河北、江西、四川等省份建立培训、考试机

构自律承诺签约机制，在律师见证下，机构答署承诺书，接受社

会监督，引导市场化条件下公平竞争。黑龙江利用信息化手段对

考试机构实施“鹰眼”精准监管，通过“鹰眼”远程视频监控巡

考7000余场次，警告、取消考试成绩1400余人次。浙江、山东、

广西等18个省份实施“逢查必考”试点，促进企业培训质量提

升。安徽马鞍山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市人社局对近三年全市6000

余条工伤数据与92018人次特种作业人员安全培训取证数据进行

筛查分析，协调相关部门对工伤高发工种、易发工伤年龄段学员

以及工伤高发的企业、培训机构、劳务派遣公司等加强培训监管，

探索事前预防新路径。专项整治以来，应急管理部通过央视新闻

频道、人民网、新华网等主流媒体对专项整治进行宣传报道，公

布一批培训“走过场”执法案例；各地通过政府网站、报纸、杂

志、微信公众号等地方媒体介绍整治举措和成效、宣传安全培训

考试法规和政策，曝光872个执法案例，引起了较好的社会反响

和广泛关注，形成了持续严管严查的高压态势。

（四）坚持注重标本兼治，培训考试基础工作持续加强。一

是加强标准规范引领。有 26个省份以专项整治为契机，制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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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了85项标准规范和制度，如辽宁出台了《安全培训机构条件

规范》（DB21/T3569-2022），江西制定了《安全生产“三项岗位

人员”网络培训平台管理规范》（DB36/T1707-2022），北京出台

了《北京市安全培训机构综合监管合规手册》，安徽制定了《安

徽省安全生产考试考务管理暂行办法》等，持续规范培训考试服

务。二是加强考试机构建设。有24个省份持续推动考试点优化

建设，不断提升软硬件水平，如江苏对考试人数较少、培训资源

欠缺的7类26个实操项目的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考试进行全省统

筹规划，整合优质培训考试资源，优化高危行业类别实操考试基

地布局；浙江着力推进市直属考试点建设，2022年在湖州市、嘉

兴市、丽水市创建全市统一的考试中心；重庆投入5000 余万元

资金对考试点进行整改提升。三是加强信息化建设。部分省份利

用大数据赋能，助力安全生产培训考试工作，如河北建立从业人

员安全培训考试全流程监管平台，运用信息化大数据实现培训考

试全流程监管；山东开发“学习强安”应知应会平台，实现企业

全员定向培训；贵州开发建设集培、考、管、推、服等功能为一

体的“贵州安全”线上培训平台，为企业从业人员培训、各级监

管部门随机抽考等提供支持。四是优化安全生产考试服务。湖南、

重庆等28个省份加强政策宣传引导，督促指导考试机构、考试

点等基层单位提供窗口咨询、热线咨询、在线解答等多元化服务。

二、主要问题及不足

（一）主体责任落实有差距，专项整治有待深入。经过专项

整治，各机构和有关企业都有不同程度的整改提升，但仍在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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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存在培训责任落实不到位、整治不深入不彻底的问题。从

整治情况看，一些培训机构仍存在管理不规范、师资力量不足、

实操设备欠缺，甚至为节约成本不按大纲施教、擅自压缩学时、

档案记录造假等问题；一些考试机构存在制度执行不到位、不按

计划组织实施考试，理论考试监考和实操考评不严格等问题；一

些企业培训仍停留在形式上，培训投入不足、学时不够、内容不

实，培训质量难以保证，甚至仍有企业安排未经培训合格的人员

上岗作业。

（二）执法检查偏软偏弱，执法规范化有待加强。从整治情

况看，部分地区培训执法检查工作浮于表面，查不出问题，或者

只查表面问题，如督导组到陕西督导检查发现，抽查到的一些培

训机构和考试点仍存在培考不分、培训档案作假、考场监控有盲

区等问题，而地方应急管理部门两轮次执法检查仅指出“现场安

全警示标识不齐全”“灭火器配置不规范”等表面问题。部分地

区对培训、考试机构执法只检查不处罚，仅作出责令改正的处理；

部分地区将教师无实践工作经验、培训学时严重不足、档案造假

等问题简单归结为档案资料不规范的问题，对严重违法违规行为

不敢动真碰硬，执法处罚偏轻偏软，起不到震慑作用。通过各地

报送的执法案例看，部分地区基层执法工作还存在收集违法违规

行为证据不足、执法处罚依据不充分、执法流程不规范等问题。

（三）培训考试基础建设滞后，难以适应新形势新要求。涉

及安全生产培训的规章和标准修订滞后，尤其是培训机构缺少可

操作性的基本条件依据，考试机构缺乏准入退出、建设及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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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要求，导致部分违法违规行为查处难。不少地区考试点的

考试设备，尤其是电工类、焊工类、高处作业类考试设备，以虚

拟、仿真为主，内置的考题简化甚至固定成几道题目，无法有效

满足实操考试的要求。湖南、贵州、云南等省份考试基础薄弱，

投入不足，还存在依托安全培训机构建设考试点、培训机构人员

与考试管理和监考人员混用等现象，导致“培考不分”。

三、下步工作要求

（一）扎实开展“回头看”，巩固深化专项整治成果。各省

级应急管理部门要督促问题隐患尚未完全整改到位的地区，全力

推动整改落实，跟踪整改问效，确保培训、考试机构和有关企业

隐患整改到位，实现闭环管理。要对专项整治成效不明显、执法

宽松软虚、培训考试工作不放心的地区开展“回头看”，加强监

督指导，压实属地责任，督促深挖安全生产培训考试深层次问题，

采取针对性措施，持续深化专项整治。

（二）加强基础能力建设，促进培训考试质量提升。各省级

应急管理部门要结合实际，及时制修订安全生产培训及考核发证

配套的实施细则或地方性法规、标准，加快完善培训考试制度体

系。要进一步优化考试点布局，加大经费投入，加强考试点的“考

场标准化、考务管理规范化、考务队伍专业化、实操考试场景化”

建设，推动现有考试点升级达标，并建立健全考试点淘汰退出机

制，持续促进考试点整体水平提升。要推动电工类、焊工类、高

处作业类等通用性强的特种作业工种使用真实设备进行实操考

试，充分发挥考试“指挥棒”作用，以考促培，推动培训工作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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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走实。要规范对考试点的监管，加强巡查巡考，严肃考风考纪，

确保考试质量。

（三）持续加强监管执法，助推培训考试良性发展。各地应

急管理部门要将培训、考试机构纳入年度执法计划，加强日常监

督和执法检查，依法严厉查处违法违规行为，综合运用约谈、罚

款、通报、媒体曝光、联合惩戒等多种手段，促进培训、考试机

构建立自我约束、持续改进内生机制。要将企业安全生产培训尤

其是高危行业企业安全生产培训纳入执法检查内容，紧盯企业“一

把手”依法履行安全生产培训职责情况，督促企业加强和规范安

全生产培训管理，推动企业从业人员持证上岗和培训合格上岗。

要依托与公安部门建立的常态化联合打假工作机制，持续打击假

冒政府网站制售假证违法违规行为，坚持发现一起打击一起，维

护安全生产培训秩序。

特此通报。

应急管理部办公厅

2023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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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应急管理部安全执法与工贸监管局。

福建省应急管理厅办公室 2023 年 5月 10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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