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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印发《“十四五”国家安全生产规划》（以下

简称《规划》），对“十四五”时期安全生产工作作出全面部署。为便

于更好理解《规划》，推动《规划》实施，现解读如下：

一、《规划》编制背景

党中央、国务院始终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习近平总书记把安全发展摆在治国理政的高度进行整体谋划推进，

提出了一系列安全生产工作的新思想新观点新思路。在党中央、国务院

的坚强领导和各地区、各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全国安全生产水平稳步提

高，实现了事故总量、较大事故、重特大事故持续下降。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

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党中央、国务院对安全生产的重视

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好发展和安

全两件大事，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国家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构建新发展

格局，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

展，为做好新时期安全生产工作指明了方向。

但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安全生产工作正处于爬坡过坎、着力突破

瓶颈制约的关键时期。安全发展基础依然薄弱，安全生产工作在不同地

区、行业和企业之间进展不平衡，各类事故隐患仍然突出，存量风险尚

未完全化解，增量风险仍在不断涌现，传统风险与新兴风险交织叠加，



安全风险更加集聚，不确定性明显增加。鉴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长期性、

艰巨性和复杂性，迫切需要继续坚持全国一盘棋，紧紧抓住安全生产工

作的突出问题，在国家层面统筹谋划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的目标任

务，促进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

为此，按照国家“十四五”专项规划编制工作的统一部署和应急管

理领域“1+2+N”规划体系布局（“1”即《“十四五”国家应急体系规

划》，为“十四五”时期应急管理领域最上位规划；“2”和“N”即安

全生产、综合防灾减灾规划和消防、矿山安全、防震减灾、装备发展、

应急力量建设等规划），应急管理部于 2019 年 7 月牵头启动了《规划》

编制工作，选调专业力量成立了《规划》编制专班，与《“十四五”国

家应急体系规划》及其他规划同步部署、同步研究、同步编制。

二、《规划》编制过程

《规划》编制主要包括 3 个阶段：

一是专题研究阶段。围绕深化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

述的学习认识，开展了 30 个安全生产重大课题的研究工作；组织开展

了“十三五”规划总结评估，“十四五”规划顶层设计、形势预判分析、

目标指标设置、重大工程布局，形成了“四个清单”（问题清单、措施

清单、愿景清单、工程项目清单），提出了《规划》基本思路。

二是调研摸底阶段。克服疫情影响，坚持开门问策、集思广益，在

应急管理部官方网站开设了建言献策专栏，在相关媒体发布了意见征集

信息，与基层应急管理部门、有关生产经营单位、科研院所进行了线上



线下交流座谈与专题调研，广泛倾听各方意见，形成了《规划》文本初

稿。

三是论证完善阶段。召开了多次《规划》专家咨询论证会，征询了

32 个省级应急管理部门意见；书面征求了国务院安委会成员单位和国家

监委、中央组织部、中央编办、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意见，并达成一致。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做好与国家“十四五”规

划《纲要》、《“十四五”国家应急体系规划》及安全生产相关重要文

件的衔接，经反复修改，形成了《规划》（送审稿）。

三、《规划》编制的总体考虑

《规划》从服务服从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着眼安全生产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全局出发，重点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

在规划思想上，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

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

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足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从根本上解决问

题，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在规划重点上，聚焦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系统回答“十四五”

时期“谁来防控风险”“怎么防控风险”“防控哪些重大风险”“用什

么防控风险”等安全生产工作的基础性问题，处理好综合监管与行业监

管指导、政府安全监管与企业安全管理的关系。

在规划布局上，坚持目标、问题、结果导向相结合，生产安稳、生

活安定、生命安全相统一，谋划好重大工程项目、重大政策、重大改革



举措，解决好当前安全生产最现实、最紧迫的突出问题及短板，为事业

长远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四、《规划》的主要内容

遵循专项规划通用体例，《规划》共包括十一个章节，主要分三个

板块。其中：

第一板块，属于《规划》的总论，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总结了“十

三五”期间取得的进展和成效，分析了“十四五”时期面临的重大机遇

与严峻挑战，明确了“十四五”时期全国安全生产工作的指导思想，确

定了“系统谋划、标本兼治，源头防控、精准施治，深化改革、强化法

治，广泛参与、社会共治”的基本原则，提出到 2025 年安全生产形势

趋稳向好、到 2035 年基本实现安全生产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奋斗目标，以及“十四五”时期要实现的 6 项具体指标。

第二板块，属于《规划》的分论，是《规划》主体结构，包括第三

章至第十章，按照“目标指引任务、任务引导工程”的原则，提出了 7

个方面的主要任务（织密风险防控责任网络、优化安全生产法治秩序、

筑牢安全风险防控屏障、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强化应急救援处置效能、

统筹安全生产支撑保障、构建社会共治安全格局），凝练了 6 类重大工

程（重大安全风险治理工程、监管执法能力建设工程、安全风险监测预

警工程、救援处置能力建设工程、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教

育实训工程）。



第三板块，属于《规划》的保障措施，即第十一章，从明确任务分

工、加大政策支持、推进试点示范、强化监督评估等 4 个方面，提出了

建立健全规划实施保障的机制与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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