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省应急管理厅 

关于推进安全生产分类分级监管执法的 

指导意见（试行） 

 

为进一步促进全省安全生产依法治理体系的完善和治理能

力的提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共中央 国

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国务院关于加强

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指导意见》和《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等规

定，现就推进全省应急管理部门安全生产分类分级监管执法工作

提出以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决策部

署，依法履行日常监督检查、行政处罚、投诉举报核查等职责（以

下统称安全生产执法），积极推进安全生产分类分级执法工作，

着力破解当前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安全生产执法职责同构、重复执

法和存在监管执法盲区等问题，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落细落

实，加强和规范事中和事后监管，促进生产经营单位落实安全生

产主体责任，有效防范和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坚决遏制较大及以

上生产安全事故。 

二、工作目标和基本原则 

（一）工作目标。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严格依法依



规查处违法行为，消除事故隐患，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和社会稳定。确保在 2020 年，实现安全生产执法的分级分类，

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安全监管层级清晰、事权明确，解决多层级重

复执法、选择性执法和执法“宽松软”等突出问题，确保每一家

生产经营单位对应一个层级的监管执法主体，确保重点单位年度

安全生产执法全覆盖，一般单位实现“样本全覆盖下的双随机”，

为实现安全生产执法体系和执法能力现代化提供基础和保障。 

（二）基本原则。坚持先分类、后分级，确保底数清、情况

明，将企业分为不同类别，合理划分省、市、县三级应急管理部

门执法事权，结合执法情况实施动态调整；坚持执法重心下移，

安全生产执法以市、县为主，省厅各相关职能处室要强化督促指

导和重大案件查处；坚持重点单位监管执法全覆盖，优先保证重

点行业领域全对接执法，确保重点单位年度执法全覆盖，一般行

业随机抽取执法，发挥有限执法力量的最大执法效能。 

三、科学分类，摸清底数，建立重点和一般单位名录库 

省厅组织市、县开展辖区内企业基本情况摸排，建立企业基

本信息库，定期予以更新。以安全风险等级为基本依据，结合生

产经营单位行业类别、生产规模及事故统计等因素，将本行政区

域内应急管理部门监管职责范围内的生产经营单位，分为重点和

一般两个类别，建立相应的名录库。 

（一）行业领域和生产经营规模。以《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T4754-2017）为基准，分为煤矿、非煤矿山（含尾矿库）、



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冶金、有色、建材、机械、轻工、纺织、

烟草、商贸等企业类型，其中工贸八大行业详见《冶金有色建材

机械轻工纺织烟草商贸行业安全监管分类标准（试行）》（应急

厅〔2019〕17 号）。 

生产经营规模：以国家有关企业规模划分标准为基准，将生

产经营单位分为大型、中型、小微型等类型（个体工商户纳入小

微型）。同时，根据产权权属划分为中央、省属（含外省省属）、

市属企业和其他类型。 

（二）重点单位和一般单位。根据生产经营单位所属行业特

点、固有风险，将其划分为重点单位和一般单位。原则上纳入安

全许可的危险化学品、煤矿、非煤矿山、烟花爆竹，以及金属冶

炼单位均为重点单位；未纳入安全许可的非煤矿山和建材、机械、

轻工、纺织、烟草、商贸，以及其他冶金、有色等单位为一般单

位。一般单位按规模分大、中、小微型。重点单位根据其固有风

险、专业技术复杂程度和规模分为 A、B、C 三档。 

危险化学品领域：根据《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企业安全风险

评估诊断分级指南（试行）》判定为红＼橙的作为重点单位 A

档，黄的为 B 档，蓝的为 C 档。同时将综合评判为重大风险企

业作为重点单位 A 档，较大风险企业为 B 档，一般风险企业为

C 档。 

烟花爆竹领域：礼花弹、黑火药、引火线生产为Ａ档，小礼

花、双响炮、B 级以上烟花类生产、大型专业仓储单位为 B 档，



其余为 C 档。 

非煤矿山领域：井工矿、尾矿库中的三等以上及“头顶库”

为 A 档，年生产规模 100 万吨（含）以上的露天矿、其他尾矿

库为 B 档，其他露天矿为 C 档。 

煤矿领域：煤与瓦斯突出矿井、或水文地质类型复杂矿井为

A 类，高瓦斯矿井、或水文地质类型中等矿井为 B 类，低瓦斯

矿井、或水文地质类型简单矿井为 C 类。 

金属冶炼领域：大型单位为 A 档，中型单位为 B 档，小微

型单位为 C 档。 

对于无仓储的危险化学品经营单位、不涉及“两重点一重大”

的危险化学品单位和烟花爆竹零售店可以按一般单位对待。对于

涉氨制冷、涉爆粉尘、煤制气、含危险化学品（含中间产品）使

用或储存的工贸领域单位列入重点单位。凡发现存在重大生产安

全事故隐患和近三年发生亡人事故的单位都应当按重点单位纳

入市、县监管执法计划。 

四、合理分级，划分事权，确保重点单位执法全覆盖 

根据本省生产经营单位分类情况及安全生产执法实际，合理

划分省、市、县三级应急管理部门的执法事权，原则上对重点单

位实行重点执法为主，“双随机”为辅；对一般单位实行“双随机

一公开”执法。对辖区内重点单位，省、市、县应急管理部门应

在 1 个执法年度内实现全覆盖，并接受上一级监管部门的监督检

查。原则上重点单位中的 A、B 档只能由市、县承担，个别地区



任务重须下移的，应当在执法计划下达后 10 日内报告省厅。煤

矿的监管执法已细分到每一家煤矿对应一级监管，不再另行分

级。  

（一）关于安全生产执法分级 

1．省级应急管理部门。本级执法：负责指导、协调和监督

本地区安全生产执法工作。负责辖区内中央企业在湘一级分支机

构总部和省属企业总部的监管执法，监督检查其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落实情况，安全管理机构和队伍建设、安全投入、制度体系的

合法合规性和运行情况。组织查办辖区内重大案件、重大事故处

罚案件和跨市州案件（原则上各专业处室年度内重大案件办理不

少于 2 起）。通过随机抽查或交叉执法监督市、县执法：年度内

煤矿、危化、非煤、工贸各随机抽查不少于 5 家省属企业（按独

立法人主体界定，抽查样本覆盖所有省属企业独立法人主体，省

厅直接办案）；每年抽选各市、县执法人员组织交叉执法检查

135 家单位,其中煤矿、危化、非煤、工贸(含重点和一般)各 25

家、烟花爆竹 30 家，中介机构 5 家。纳入交叉执法范畴的工贸

单位需在大、中型企业中随机抽选，行政处罚可以交由具有管辖

权的市或县级应急部门实施，重大、典型疑难案件可以由省级直

接办理。 

2．市级应急管理部门（含市执法支队）。市级执法范围：

负责指导、协调和监督本地区安全生产执法工作。负责辖区内中

央企业在湘二级及二级以下分支机构，省属企业一级及一级以下



分支机构和市属企业的监督检查（除加油站外，中央和省属企业

不得下放县及县以下）和行政处罚。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一

类市州（长沙、衡阳、株洲、湘潭、岳阳、常德、郴州）每年至

少确定 60 家 A 档重点单位作为计划执法对象（A 档不足的可以

选择 B 档，含中、省企业），具体名单由市局商县、区局确定。

邵阳、张家界、益阳、永州、怀化、娄底、湘西州每年至少确定

40 家 A 档重点单位作为计划执法对象。市级不能实现 A 档全覆

盖的，必须报告省厅（省厅在组织交叉执法中要优先纳入）。组

织查办辖区内较大生产安全事故行政处罚案件、跨区县案件，承

接省交办案件和区县移送案件的查处。通过随机抽查或交叉执法

监督县级执法范围：每年检查 150 家（一类市州 200 家）由县级

应急管理部门负责监督检查的企业（行政处罚可参照省级，具体

频次由各市掌握）。 

3．县级应急管理部门（含执法大队）。负责辖区内除纳入

省、市范畴外的所有单位的安全生产执法（优先 A＼B 档），但

不承担中央在湘和省属企业的监管执法，确保辖区内重点单位执

法全覆盖。组织指导部署乡镇及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理机构的

执法。依法查办上级交办的有关安全生产违法行为案件，依法查

办乡镇人民政府以及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理机构移送的违法行

为案件。 

4．其他要求。原则上辖区内重点单位安全生产执法频次一

年不少于 2 次，一般单位不少于 1 次（乡镇一年一次，县局三年



覆盖一次），对存在安全隐患的应根据需要确定检查频次。中央

在湘和省属以外的工贸类一般企业，分别由市、县实行“双随机、

一公开”执法。具体频次由市局在年度监督检查计划中确定。 

（二）关于行政处罚案件办理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县级以上应急管理部门均有行政处罚

权的违法案件，由具体实施监督检查的应急管理部门按照上述分

级实施行政处罚，省级应急管理部门可以将行政处罚案件交由市

级或县级应急管理部门办理，但受托单位不得再行移交。 

（三）关于投诉举报核查处理 

投诉举报一般按照分级管理权限由市、县应急管理部门核查

处理。上级应急管理部门指定下级应急管理部门直接核查处理

的，下级应急管理部门不得再行移交。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分类分级执法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的落细落实措施，是建立完善省、市、县三

级安全执法体系改革的重要内容，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要切实提高

政治站位，牢固树立全省安全生产执法“一盘棋”的思想，建立健

全工作机制，切实加强领导，周密部署，精心组织，积极推进，

确保执法分类分级工作取得实效。 

（二）科学编制执法计划。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要以推进安全

生产分类分级执法为契机，在分类分级基础上科学编制执法计

划，明确具体检查企业名称、重点检查工艺、装备等检查内容，



加强对行政许可下放事项、未遂安全事件和中介机构规范执业中

违法行为的查处。对涉及多部门监管职责的行业，要将联合执法

纳入执法计划。 

（三）推动全面依法履职。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要严格实施执

法计划，着力破解重复执法、选择性执法，防止形成监管盲区，

对计划外执法实行报告制度，对计划不能完成的要向上级机关报

告并说明原因。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确保对重点单位日常

执法检查“全覆盖”。完善执法机制，认真执行行政执法公示、全

过程记录、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等“三项制度”，科学高

效、公开透明，实现有限执法力量的最大执法效能。 

（四）强化监督考核。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要把推进执法分类

分级作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内容，要加大

责任目标和工作绩效考核力度，及时纠正行政不作为、乱作为、

慢作为问题，对工作中存在的推诿、扯皮现象，造成严重后果的，

要依法依规追究相关单位及其责任人的责任。机关纪委和纪检监

察部门要加强执法执纪监督。 

各级应急部门要按照上述分类分级要求尽快制定年度执法

计划，并按程序报批后迅速公布，便于下级应急部门在制订执法

计划时实现有效对接。原则上省级执法计划在上年度 12 月底以

前公布，市、县级执法计划在上级部门执法计划公布后 15 个工

作日内公布。已经制定 2020 年度执法计划的单位要对照本文要

求，有重大出入的应做出补充计划。各市州局执法计划于 2020



年 3 月底前报省应急厅政策法规处备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