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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常州市特种设备安全状况

2021 年度常州市特种设备安全状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等相关规定，现将 2021 年度常

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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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底，全市共有办理使用登记的特种设备 183618 台，其中在

用设备 167579 台，停用设备 16039 台。

按设备类别：锅炉 1502 台、压力容器 36927 台、电梯 64198 台、起重机

械 52687 台、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 28115 台、大型游乐设施 186 台、

图 1：全市特种设备数量（截至 2021 年底，单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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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运索道 3 条（见图 1）。另有压力管道 6413.57 千米，实施条码登记管理的

各类气瓶 182.13 万只（见图 2），其中液化石油气瓶 1158445 只、其他类焊

接气瓶 56099 只、无缝气瓶 538781 只、溶解乙炔气瓶 58878 只、低温绝热气

瓶 1813 只、车用气瓶 7283 只。

按使用区域：溧阳市 21155 台、金坛区 18134 台、武进区 48183 台、新北

区 41615 台、天宁区 18933 台、钟楼区 15819 台、经开区 19779 台（见图 3）。

图 2：全市各类条码气瓶数量分布情况（单位：只）

图 3：全市特种设备区域分布图（气瓶、压力管道除外，单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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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全市新增办理使用登记的特种设备共计 2.21 万台，共有 7796

台特种设备办理注销（报废或移装外地）手续，全市特种设备保有量同比增

加 14332 台，同比增长 8.47%。锅炉方面，全年新增锅炉数量同比略有增加，

开始呈正增长态势，新增锅炉燃料种类主要为燃气；压力容器净增量为 2499

台，注销数量为 2634 台，保有量开始稳步提升；压力管道方面，工业管道

使用登记数量稳步增加，公用管道定期检验率仍待进一步提升；电梯方面，

2021 年全市净增电梯 4544 台，同比增长 7.62%，由于基数增大等因素，增速

较往年有所降低；起重机械保有量较上一年度增加近两千台，继续保持稳定

增长；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方面，2021 年净增 5168 台，增量为所有设

备之最；大型游乐设施方面，花谷奇缘、新龙生态林等游乐场所新增设备共

计 18 台，游乐设施保有量保持稳定增长；客运索道方面，溧阳南山竹海景区

2021 年新增客运索道一条、报废（注销）客运索道一条，客运索道数量继续

与往年持平。

（二）特种设备生产单位情况

 1. 特种设备制造单位概况

图 4：全市特种设备制造单位数量（单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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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1 年底，全市拥有持证特种设备制造单位 317 家，其中锅炉制造

单位 17 家、压力容器制造单位 117 家、压力管道元件制造单位 128 家、电梯

制造单位 3 家、起重机械制造单位 45 家、场 ( 厂 ) 内专用机动车辆制造单位

7 家（见图 4）。

2021 年全市实施制造监督检验的特种设备共计 28484 台（不含气瓶、压

力管道元件），主要为锅炉、压力容器等承压类特种设备，同比增长 3.54%。

2. 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单位概况

截至 2021 年底，全市共有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单位 430 家，其中锅炉

安装改造修理单位 27 家，压力容器安装改造修理单位 9 家，压力管道安装改

造修理单位 68 家，场（厂）内机动车辆修理单位 5 家，起重机械安装改造修

理单位 64 家，大型游乐设施安装改造修理单位 2 家，电梯安装改造修理单位

255 家（见图 5）。在全市 105 家从事电梯维护保养的电梯安装修理公司中，

江苏安迅电梯工程有限公司等 10 家单位被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评定为五星

级电梯维保单位，另有四星级电梯维保单位 9 家、三星级电梯维保单位 29 家、

二星级电梯维保单位 27 家。

图 5：常州市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单位数量（单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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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气瓶和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单位概况

截至 2021 年底，全市共有气瓶充装单位 119 家（个），其中液化石油气

充装单位 26 家、工业气体充装单位 46 家，另有 CNG（车用压缩天然气）充

装站 16 个、LNG（车用液化天然气）充装站 17 个，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站

14 个（见图 6）。

（三）特种设备检验情况

2021 年，全市综合性特种设备检验机构 --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

验研究院常州分院（以下简称“常州特检院”）共对 28484 台特种设备（不

含气瓶、压力管道元件）实施制造过程的监督检验，共对 8506 台特种设备（不

含压力管道和大型游乐设施）实施安装、改造和重大修理过程的监督检验，

共对 102781 台特种设备（不含气瓶、压力管道）实施定期检验，各类设备定

期检验率均在 98% 以上。

1、制造监督检验：共对 28484 台特种设备实施了制造过程的监督检验，

其中锅炉 1134 台、压力容器 27350 台。另有实施制造监检各类气瓶 13175 只

和压力管道元件 9322 批次，各类零部件（主要为封头）100413 件，各类设

备的一次监检合格率均在 98% 以上。监督检验过程中共发现并督促企业整改

图 6：全市各类气瓶充装单位分布（单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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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隐患 262 个，下达联络单 135 份，发现的主要问题有：现场管理不规范、

部分作业环节符合设计文件要求、材料复验及标记移植不符合要求、焊接质

量缺陷、对分包的无损检测、热处理项目审核把关不严、检验和试验不符合

要求、检测仪器未按规定进行检定或校准等。

2、安装、改造和重大修理监督检验：共对 8506 台特种设备实施了安装、

改造和重大修理过程的监督检验（安装过程监督检验 8052 台，改造和修理过

程监督检验 454 台），其中锅炉 141 台、压力容器 5 台、电梯 6343 台、起重

机械 2017 台，另有实施安装监督检验的压力管道 224.21 千米。监督检验过

程中共发现并督促企业整改安全隐患 183 个，下达联络单 113 份，整改意见

通知书 476 份，发现的隐患主要有安装改造大修过程中未严格执行质量体系

文件或设备制造单位相关规定、竣工资料不符合要求、现场质量管理与记录

填写不规范、无损检测报告不规范、设备调试和相关试验不规范、控制系统

缺陷、焊接质量缺陷等。

3、定期检验：共对 8410 台在用承压类特种设备实施了定期检验，定检

率均在 98% 以上，其中锅炉 1585 台、压力容器 6825 台，另有实施定期检验

的压力管道 378.63 公里，发现并督促整改各类安全隐患 122 个，发现的安全

隐患主要为设备局部腐蚀严重、安全附件超期未检或失效、承压部件泄漏、

存在裂纹类缺陷、技术资料缺失等。

共对 94371 台在用机电类特种设备实施了定期检验，定检率均在 98% 以

上，其中电梯 51699 台、起重机械 20998 台、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 21674 台，

发现并整改各类安全隐患超过 3589 条，发现的安全隐患主要有电梯制动器故

障、曳引轮轮槽严重磨损、紧急报警装置或紧急照明失效、门系统存在缺陷、

应急救援通道不畅通、缓冲器失效、起重机械起重量限制器失效、高度和运

行限位失效、叉车行车制动和驻车制动失效、后视镜、转向灯以及轮胎存在

缺陷、使用登记资料或安全技术档案缺失等。

4、其他检验情况： 2021 年全市各气瓶检验机构共对 330499 只气瓶进行

定期检验，发现安全隐患 3347 个，经检验判废（销毁）的各类气瓶 2957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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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的安全隐患主要为瓶体腐蚀、安全附件失效、瓶体泄露、表面裂纹、材

质劣化、制造遗留缺陷等。

二、特种设备监察和检验机构情况

（一）全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目前共设市级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机构 1 个、

区县级专职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机构 7 个，基层兼职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机构 59

个；具有行政编制的持证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员 400 人，A 级证 12 人、B 级证

388 人，其中硕士学历 24 人、本科学历 337 人、专科及其他学历 39 人，专

兼职安全监察人员人均监管在用的各类特种设备 517 台，在稽查等其他部门

工作的非从事安全监管持证人员 76 人。

 （二）全市唯一的综合性特种设备检验机构为江苏省特检院常州分院，

共有在职员工 235 人，其中博士 2 人、硕士 16 人、本科 184 人、大专 31 人、

其他学历 2 人；其中研究员级高工 11 人、高级工程师 71 人、工程师 88 人、

助理工程师 42 人，另拥有江苏省 333 学科带头人 1 人，江苏省 121 学科带头

人 2 人，352 学科第二层次培养对象 1 人，第三层次培养对象 1 人；共有 194

人持有检验资格 766 项次，其中检验师资格 235 项次、检验员资格 294 项

次，Ⅲ级资格 21 项次、Ⅱ级资格 208 项次、Ⅰ级资格 7 项次；另有持证的型

式试验人员 1 人。拥有各类检验检测仪器设备 2000 余台 ( 套 ) ，实验室通过

CNAS 认证。承担全市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电梯、起重机械、场（厂）

内专用机动车辆的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以及低温气瓶检验、安全阀校验和

锅炉水质检验等检验检测工作。

（三）其他检验检测单位。全市共有专业无损检测单位 5 家，从业人员

223 人；各类气瓶检验单位 13 家，专职检验人员 92 人。

三、特种设备安全状况

（一）近年事故概况

近年来，我市特种设备安全形势继续保持稳定可控，未发生死亡 3 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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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特种设备较大事故及重特大事故。2014 年至 2021 年的特种设备万台

事故率和万台死亡率见下图。

（二）2021 年特种设备安全检查和事故调查概况

2021 年，常州市市场监管局及各辖市、区市场监管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

部门共计出动检查人员超过 1.73 万人次，现场检查各类特种设备使用单位超

过 7214 家（其中年度计划内单位 1702 家），检查特种设备生产单位 52 家，

针对严重隐患下达特种设备监察指令书 1615 份，针对违法违规行为立案查处

违法行为 245 起，查封（扣押）设备 75 台（套），处罚金额 544.9 万元。现

场检查过程中侧重于九类公众聚集场所使用的特种设备、涉危险化学品特种

设备以及起重机械、叉车等事故易发、多发设备。

2021 年，本市未发生特种设备事故，但发生 4 起涉及特种设备的相关事

故（每起事故各造成 1 人死亡），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与 2020 年持平，相关

事故均完成调查处理并经市政府批复结案。全年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级别的特

种设备事故或相关事故，未发生由事故引发的严重社会影响或群体性事件。

图 7：2014-2021 年特种设备万台事故率和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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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事故特点分析

从 2021 年发生的 4 起涉及特种设备的相关事故的设备种类来看，均为涉

及叉车的安全事故。从事故发生的原因来看，主要原因为叉运货物遮挡前方

视线、叉车司机行驶过程时未注意观察、超负荷装载货物且违规配重、叉车

作业现场相关人员站立位置不当等。通过上述事故发生的原因可以看出，所

有事故均由于作业人员违规违章作业导致，叉车使用单位的安全管理和培训

不到位也是重要原因，因此相关使用单位应制定符合实际的设备操作规程并

督促员工严格执行，加强对特种设备作业人员的安全培训和事故警示教育，

切实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各级监管部门加强安全监管的同时，应当探索新的、

智慧化的监管手段和措施，提升特种设备本质安全水平。

四、特种设备行政许可工作

2021 年，全市各级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机构认真履职，切实做好特种设备

使用登记和作业人员考核发证两项行政许可工作。

图 8：2021 年特种设备使用登记办理情况（单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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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设备使用登记方面，全年累计办理各类特种设备使用登记 22128 台

（套），其中锅炉 334 台、压力容器 5133 台、电梯 5816 台、起重机械 4001 台、

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 6825 台、游乐设施 18 台、客运索道 1 条（见图 8），

另有压力管道 38.72 公里。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培训考核发证方面，全年共培训、考核特种设备作业

人员逾 5.5 万人次，新增特种设备作业人员发证共计 47864 张（含焊工，见图 9）。

五、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和节能监管主要工作

（一）持续探索安全监管创新，争做行业领先

一是气瓶“一充一险”成为全国试点。2021 年 4 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印发《关于巩固液化石油气瓶专项整治成果 持续提升气瓶安全水平的通知》

（市监特设发〔2021〕26 号），将常州列为全国气瓶安全责任险试点地区，

邀请常州参与全国气瓶责任险标准制定。市市场监管局首创的气瓶“一充一险”

模式为全国气瓶安全监管贡献了新经验，取得了新成效。

二是电梯“一维一保”得到有效推广。市市场监管局持续完善电梯“一

图 9：2021 年特种设备作业人员新增发证情况（单位：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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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一保”信息化平台，优化“保险 + 服务”工作机制，截至 2021 年底，全市

共有在保险有效期内的乘客电梯超过 4.8 万台，电梯保险动态覆盖率、出险

赔付率等指标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相关经验做法已在合肥、镇江、徐州等

地全面推广。

三是气瓶区块链追溯平台正式运行。从严把气瓶入口关、充装关、检验关、

报废关入手，推进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气瓶追溯管理平台正式运行，实现了气

瓶底数清、状况明、可追溯。截至 2021 年底累计审核上链气瓶信息 82 万余只，

按照“一瓶一码一档案”要求实现上链充装、动态监管。只有上链气瓶按规

定充装方可生成上链证书，凡是未能生成充装信息上链证书的均为非法充装，

为广泛监督、精准监管提供技术支撑。区块链技术防作弊、防篡改功能极大

地提高了充装、检验单位的安全意识，规范了经营行为。

四是制定全国首部起重机械地方规章。高质量完成《常州市起重机械安

全管理办法》这部国内首个针对起重机械安全管理的地方政府部门规章制定

工作，通过《办法》对起重机械使用单位日常检查、维修单位维护保养、检

验机构定期检验、作业人员安全操作等环节进行有效规范，填补天操改地操、

吊装器具改装、冶金起重机改造等领域的管理空白。

五是构建“专业化 + 数字化”两化融合机制。以“安全责任落实”为导向，

以“专业化 + 数字化”为抓手，在国内首次探索通过“专业化 + 数字化”两

化融合的方式，推进特种设备安全主体责任的有效落实和安全管理水平的全

面提升。全市 539 家 50 台以上特种设备的重点使用单位列为首批试点，2021

年底前已完成“数字化 + 专业化”管理的单位 135 家，正在协调推进的 169 家。

通过专家团队的专业化辅导，辅以信息化平台的数字化管理，推动企业建立

风险隐患双重预防机制，有效消除特种设备安全领域的“盲区死角”。

六是率先开展特种设备安全大讲堂活动。以“诵一段红色经典、接受一

次事故教育、听取一堂安全宣讲、传授一项典型经验、发放一本安全读本、

齐唱一首安全之歌、共同响应一个倡议”的“七个一”方式，在国内率先开

展特种设备安全大讲堂活动，积极探索特种设备安全宣讲大众化、常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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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效化的工作机制，用生动的案例、精彩的讲解、先进的经验，用心感悟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的思想和实践伟力，让“生命至上、安全

发展”的理念在特种设备领域入脑入心，让特种设备安全的主旋律更加响亮。

七是成功举办全省特种设备事故应急演练。为提升特种设备事故应急救

援和处置能力，强化特种设备应急管理体制和应急队伍建设，2021 年 9 月 23

日在市场监管总局和江苏省市场监管局指导下，由常州市市场监管局承办的

2021 年江苏省特种设备事故应急救援演练在常州恐龙园成功举行。本次演练

以模拟大型游乐设施“过山龙”发生高空运行故障为背景，全面检验应急预

案的可行性、应急响应的时效性、应急机制的协调性以及应急队伍的实战能力。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江苏省市场监管局、常州市政府、长三角地区省级市场

监管局相关领导以及长三角地区部分大型游乐设施使用单位负责人出席演练

活动。

（二）深入推进“三年”行动，筑牢安全底线

2021 年，全市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条线紧紧围绕特种设备安全生产专项整

治“三年”行动，在巩固“一年小灶”工作成效的基础上，高质量转入“三

年大灶”专项整治的深入推进。一是安全基础再夯实。截至 2021 年底，累计

向 9766 家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发放《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基本规范》，督

促签订《特种设备使用单位承诺书》9348 家；16.8 万台在用特种设备超期未

检率动态下降至 0.32%，创历史最好水平；举办安全监察人员专业能力提升

班，加强基层一线监管人员业务知识培训，有效提升现场执法检查能力和隐

患；组织特种设备作业人员技能培训考核和事故警示教育，累计超过 2 万人

次各类作业人员通过培训、取证，中天钢铁公司选手代表我市参加全省第二

届起重机司机职业技能大赛荣获个人第二名好成绩；增补特种设备专委会成

员单位，完善工作规则和职责分工，进一步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二是

专项整治再深入。2021 年，全市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条线共计出动检查人员超

过 1.7 万人次，检查特种设备使用单位超过 7000 家次，完成气瓶充装单位检

查 113 家次，完成特种设备生产单位检查 52 家；处理投诉举报 545 起，约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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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49 家；下达监察指令超过 1600 份，立案查处特种设备案件超过 200 起，

处罚金额超过 500 万元。三是隐患整改再落实。按照拉网式排查、清单式管理、

对账销号式落实的要求，全面梳理各类专项整治发现的隐患，强化闭环整改，

检查发现并督促各类隐患整改超过 1.5 万条，督促完成中天钢铁压力管道超

期未检等历史遗留重大隐患的闭环整改。

（三）始终聚焦重点领域，开展专项治理

聚焦重点领域中的重点环节、重点时段、重点设备，加大事故多发易发

特种设备及公众聚集场所的隐患排查治理力度，着力解决影响特种设备本质

安全的突出问题。一是开展重点时段专项检查。在“五一”、“十一”等重

点时段，组织商务、文广旅等行业主管部门，邀请省特检院常州分院专家，

重点抽查以商场、超市为代表的公众聚集场所以及以主题乐园、公园为代表

的旅游、游乐场所使用的垂直电梯、自动扶梯、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等

在用的特种设备的安全管理情况；二是开展液化石油气瓶专项检查。对全市

26 家液化石油气充装站开展全覆盖式的现场检查，共计发现并督促整改问题

隐患 106 项，立案查处 3 起；三是开展电梯鼓式制动器专项整治。重点对在

广东湛江发生的电梯冲顶事故中涉及的相同品牌和相关型号共计 283 台电梯

制动器开展隐患排查，督促维保单位及时开展制动器拆解保养作业，全市共

完成制动器电磁铁拆解保养的电梯 9169 台，更换铁质等导磁材料松闸顶杆的

电梯 960 台；四是开展起重机械专项整治。全市共计组织对起重机械使用单

位检查 896 家次，现场检查起重机械 1416 台数。重点检查桥式、门式起重机

械 “双限位”装置的安装情况，共计发现并督促整改各类安全隐患 307 条，

委托大连锅炉压力容器检验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对全市 50 台在用门式起重

机的检验质量以及 10 家起重机械制造单位进行认真监督抽查，发现检验质量

方面问题 70 余条。对超期未检、非法改造等严重违法行为立案查处 5 起；五

是开展快开门式压力容器专项整治回头看。对全市 108 家快开门式压力容器

使用单位的 704 台容器开展再检查，重点对印染、橡胶、玻璃行业的使用单

位进行现场检查，确保隐患问题整改到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安全联锁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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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功能正常。发现新隐患 24 项，完成整改 16 项，其余 8 项均落实了整改措施；

六是开展燃气管道检验专项推进。湖北十堰“6.13”事故发生后，立即组织

开展全市燃气管道检验情况专项排查，全市 4 家燃气经营单位 4600 余公里压

力燃气管道均按要求制定检验计划，迅速开展整改工作。

（四）重点关注民生安全领域，做好服务保障

一是做好中高考期间全市电梯安全保障工作。针对中高考考场所在学校

以及考生居住宾馆使用的电梯开展针对性地专项安全检查，重点检查电梯的

运行管理情况和维护保养情况，尤其是紧急报警装置完好情况、救援标识牌

张贴情况和维保单位值守响应情况。督促各电梯维保单位在高考和中考前夕

针对相关电梯开展维护保养和隐患排查，在高考和中考期间派员在现场 24 小

时应急值守和安全保障，一旦发生困人故障，力争在五分钟之内响应、十分

钟之内完成救援，坚决杜绝因电梯困人导致考生无法准时到达考场的情况发

生。

二是推进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和老旧电梯更新改造。出台了《既有住宅加

装电梯工作规范》涉及市场监管部门的既有住宅加装电梯保障工作，简化办

事流程，力争为市民群众提供更加便捷优质的服务。推进《常州市住宅电梯

修理、改造、更新费用管理办法》制定工作，规范 15 年以上的住宅小区老旧

电梯的修理、改造、更新工作程序及相关资金的筹集、交存、补助、使用、

管理和监督，推动各级政府进行资金补贴，着力破解老旧电梯修理、改造和

更新难题，力争彻底解决老旧住宅电梯存在的安全隐患。

三是强化疫情防控期间电梯安全保障。通过成立电梯应急救援临时行动

组、适当调整检验周期和维保周期、适当调整电梯维保项目内容、强化人员

防护和沟通协调等措施，解决疫情期间处于管控区域（兰陵街道、永定社区）

范围内、各大医院以及隔离酒店的电梯困人救援和急修难题，电梯应急救援

临时行动组志愿者免费提供全套防护物资，努力保障“防疫安全”和“电梯

安全”两手抓、两不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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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语

2022 年，常州市特种设备安全监察与节能监管工作将继续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

系列重要论述和对江苏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

全会精神和省、市党代会精神，按照省、市两级党委、政府有关安全生产工

作的决策部署以及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省市场监管局有关特种设备监管的工

作安排，围绕提升统筹发展和安全示范区水平，紧扣“争第一、做唯一、创

一流”的总目标和“强监管、优服务、好作风”的总要求，坚持“严”的主

基调，以数智监管为主线，以强化执法为抓手，深化安全生产专项整治，推

进双重预防机制建设，落实“四个必须”，突出“四个主题”，坚决杜绝重

特大事故和重大影响事故，减少一般事故，全力促进全市特种设备安全形势

持续稳定向好，为党的二十大顺利召开营造良好环境贡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