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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安全信誉机制的探索与实践 
——山西晋城煤业集团成庄煤矿安全文化建设调查 

 

按：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庄煤矿是一座国有重

点煤矿，作为高瓦斯矿井，安全生产压力很大。近年来，他们不断创新

安全文化建设机制，积极探索和实践安全信誉机制，以此规范职工的安

全价值观和安全行为，取得了明显成效。本文通过调研，明确了安全信

誉机制的基本概念、主要特点、组织体系、运作方式和应用效果，对于

加强和改进企业安全文化建设，推进煤矿安全管理，具有积极的借鉴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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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庄煤矿（以下简称成

庄矿）是国家“七五”重点建设项目。矿井年设计能力 400 万吨，

1989 年 12 月 20 日开工建设，1997 年 9 月 19 日投产。该矿是高瓦

斯矿井，2005 年绝对瓦斯涌出量鉴定结果为 238.6m3/min。所产煤

炭产品品种齐全、性能优良，具有热稳定性好、发热量高、机械强

度大、低灰、低硫、低挥发份等特性，是化工、冶金、建材、发电

的优质原料和燃料，素有“香煤”和“兰花炭”的美誉，赢得了国

内外用户的广泛好评。该矿先后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状”、“行业

特级高产高效矿井”、“行业级安全质量标准化矿井”等多项荣誉称

号。 

成庄矿从自身实际出发，积极探索基层企业安全文化建设新路，

把信誉价值观念引入安全管理工作，激发了广大职工的安全意识和

安全责任，提高了区队班组和职工安全生产的自觉性和执行力，努

力打造无“三违”班组、无“三违”区队和无“三违”矿井，其安

全基础管理和现场作业管理水平明显提高，其安全生产持续、健康、

稳定发展。截止 2005 年 12 月 31 日，成庄矿已连续三年实现原煤百

万顿死亡率为零的目标，2006 年 9 月 1 日又顺利实现安全生产四周

年。 

一、安全信誉机制实施的背景 

成庄矿作为一个高瓦斯矿井，井下地质条件复杂，安全管理难

度大，安全形势严峻。之前，矿井管理中虽然建立了许多的安全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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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制度，但从实际执行效果看，违章现象和生产事故仍时有发生，

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区队班组和职工有章不循、有禁不止，暴露出

安全基础管理薄弱，现场作业管理松散，干部和职工安全意识淡薄，

安全素质较低等问题，尤其是不讲安全信誉、安全信誉缺失导致安

全管理制度执行效率低、效果差、安全风险增大，使得矿井安全管

理显得被动和不力。 

另外，过去矿上的一些安全管理制度和采取的安全管理措施与

职工的工作、学习及家庭生活等联系不够紧密，其预防性、连续性、

针对性不够强，内化于职工内心的、本质的、自发的东西不多，真

正能够起到内因转变作用的不多，实际上是一种被动的“要我安全”

的管理模式。安全管理模式的相对滞后，与当前职工思想较为活跃

的差距，导致部分基层单位和生产职工对安全工作不重视，安全执

行力差，安全管理效果不佳，迫切需要寻找一种新的安全管理方法

来促进煤矿安全生产工作向更高水平迈进。 

二、建立安全信誉机制的具体做法 

为寻求一种煤矿安全管理的长效机制，切实强化现场安全管理，

提高职工安全执行力，打造无“三违”班组、无“三违”区队和无

“三违”矿井，自 2005 年起，成庄矿把信誉价值观念正式引入安全

管理，围绕安全意识、安全行为、安全环境和安全能力控制，构建

了安全信誉机制。 

简单地说，安全信誉机制就是通过对区队班组和职工在生产活

动中的安全意识、安全行为、安全环境和安全能力进行量化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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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安全信誉度评价，使之与安全信誉警示、安全信誉激励相互联系

和作用，促进区队班组和职工提高安全综合素质和能力的一种管理

制度。 

安全信誉机制主要由组织保障体系、安全信誉评价体系、安全

信誉警示机制和安全信誉激励机制等四部分组成。安全信誉机制组

织保障体系，包括一个领导小组和两个办公室，即安全信誉机制运

行领导小组和运行办公室、评价办公室，是建立安全信誉机制的组

织保证。安全信誉评价体系是安全信誉机制的核心，主要包括评价

对象、评价标准、评价办法及流程和安全信誉度等级确定。评价对

象分区队、班组和个人三个类别，并按其工作环境、工作性质不同，

安全风险不一样，又划分为不同的级别。评价标准分安全意识、安

全行为、安全环境、安全能力四个项目，制定了具体的考核内容和

标准，及相应的时效性。按照评价标准对区队、班组和个人进行动

态打分，即时评价，根据分值大小，确定区队、班组和个人的安全

信誉度等级，最高为五星级，最低为一星级。所有评价结果全部载

入安全电子信息档案。通过安全电子信息档案，可以随时了解和掌

握每个区队、班组、个人的安全信誉度情况。安全信誉警示是对低

星级的区队、班组和个人进行安全信誉提示性警示或限制性警示，

给予强制性培训或在工作中限制其部分行为，从而有效发挥安全信

誉预警作用，起到超前预防、超前控制。安全信誉激励分为正激励

和负激励。正激励就是给予一定的表扬和奖励，负激励则是受到一

定的约束和限制。这种正负激励不同于一般的、一次性的奖励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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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而是与每个区队、班组以及每名职工的切身利益等连续的、一

系列的影响和变化直接挂钩。此外，安全信誉机制还明确了安全信

誉电子信息档案的建立、管理和有效使用等。 

三、安全信誉机制的新特点 

与以往的煤矿安全文化创建和安全管理制度相比，安全信誉机

制具有以下特点：1、安全信誉机制是矿井安全文化的延伸和拓展。

安全信誉机制把信誉观念引入安全管理，使其不仅具有强制执行力，

还具有道德约束力。2、安全信誉机制实现了量化考核，使安全管理

考核评价更加直观、具体。3、安全信誉机制实现了安全管理的连续

性和持久性。它克服了“一罚了事”的缺点，有效解决了“好了伤

疤忘了疼”的问题，起到了长期、持续的长效作用。4、安全信誉机

制实现了安全管理与现代信息技术的有效结合，既公开、透明，又

快捷、实用。5、它是煤矿推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和加强安全文

化建设的重要载体。6、它是煤炭企业追求诚信的有效途径，有助于

矿工树立良好的诚信意识，进而打造煤矿诚信品牌，以适应市场经

济发展要求。 

四、安全信誉机制的实施效果 

成庄矿安全信誉机制实施一年多来，已为矿上广大职工所理解

和接受，其优越性正在逐步发挥，并取得了良好效果。 

首先，职工安全意识明显增强。作为安全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

部分，2005 年 7 月，他们在全矿推行了安全信誉机制，并举行了盛

大的启动仪式，制作了安全信誉形象卡通——“赛福”（英文“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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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谐音），为安全信誉机制在职工心中扎根奠定了基础。如今一年两

次全矿安全信誉机制统考和安全信誉幸运抽奖活动已成为该矿独具

特色的安全文化，“安全信誉、价值体现”等各种安全理念成为指导

职工思想和行为的准则，“安全光荣，违章可耻”已成为一种精神风

尚。同时，通过对职工安全信誉度的考评并发放安全信誉鼓励奖，

将安全信誉度与职工安全结构工资、安全抵押金返还和安全生产经

营效益奖挂钩，与职工的工作、学习、生活、家庭、福利诸方面紧

紧结合起来，让职工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安全就是效益”、“安全

信誉度高时时受益，安全信誉度低处处受制”，区队、班组对对安全

工作更加重视，职工对安全工作更加关切，“安全信誉、价值体现”

的安全价值理念正在逐步深入人心，全矿上下呈现出“关注安全，

关爱生命，争当五星级职工”的良好局面。 

其次，职工生产操作行为逐步规范。推行安全信誉机制以后，

职工的现场操作行为和自身利益紧密相联，促使生产岗位人员自觉

规范操作行为，上标准岗，干标准活，各类违章行为和事故发生率

大幅降低。如 2005 年 7—12 月份全矿各区队“三违”数统计逐月减

少，其中 12 月比 7 月份减少 267 起，降幅达 35.6%；2005 年 7—12

月份全矿各类事故总数呈现逐月减少，其中 12 月比 7 月份事故减少

8 起，尤其瓦斯、顶板等多发事故的防范与控制措施在生产作业现

场得到有效落实。 

其三，现场作业环境不断改善。该矿完善了隐患排查制度，加

强各系统小分队、业务人员、领导干部下井检查隐患的按期整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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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各单位建立了覆盖头面的隐患排查网络，现场隐患得到及时

排查，及时整改。对采、掘、机、运、通等六大专业安全质量标准

化进行细化分解，加强对各专业标准化的现场检查考核；规范区队、

班组评估的内容，对区队、班组工程质量进行上尺上线检查，矿井

现场工程质量和文明生产得到有效的落实和控制，安全作业环境进

一步改善。在 2006 年晋煤集团组织的矿井安全质量标准化竞赛中，

成庄矿一、二季度排名均为第一，并成为集团公司唯一一个达到企

业一级标准的矿井。 

其四，安全生产能力得以逐步提升。安全信誉机制对区队、班

组安全信誉度的评价与考核，促进其更加注重内部管理，基层区队

和班组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主动性明显增加，安全管理也由“管

罚并重”向“正向激励”转变，安全基础管理和现场作业管理得到

进一步夯实。同时，职工通过转变思想观念，持续学习与改进，人

人开始重视安全信誉，达到了内化于思想、外化于行动的目的，其

业务素质与操作技能也都在不断提高，整体文化素质和安全意识不

断增强。经过一年多运行，截止 2006 年 10 月，全矿共有单位（区

队）84 个中，先后有 6 个单位（区队）申报了“无三违区队”，四

星级以上单位（区队）76 个，占总数的 90.48%；全矿共有班组 139

个，四星级以上班组 132 个，占总数的 90.22%，全矿共有五星级职

工 2594 人，占职工总数的 41.21%，四星级职工 2795 人，占职工总

数的 44.40%，三星级职工 829 人，占职工总数的 13.17%，二星级

职工 77 人，占职工总数的 1.22%。一批区队和班组已成为“无三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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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队”和“无三违班组”，一批“优秀班组长”和“安全信誉明星”

正在全矿各基层单位和生产作业现场发挥示范引领和榜样作用。 

山西晋城煤业集团公司成庄矿建立安全信誉机制的实践和探索

充分说明：基层企业是安全文化创建活动的重要载体，区队班组和

职工是安全文化创建活动的坚强主体；安全文化建设只有贴近基层、

贴近现场、贴近职工，才能焕发出巨大的创造力和生命力；安全文

化建设只有与企业安全管理有机结合，不断创新形式和内容，才能

促进企业安全生产，推动企业安全发展。 

 

（安全监管总局宣教中心安全文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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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自治区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机构，各省级煤矿安全监察局，各直属单位。 

网站查询：www.chinasafety.gov.cn\调查研究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政策法规司编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