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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使用安全治理行动方案

我国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以下简称场车）数量多、增长快，

使用环境日趋复杂，违章作业问题突出，事故起数在特种设备中占

比较高。为有效遏制场车事故易发多发态势，按照《市场监管系统

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 年）》总体要求，制

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细化落实使用单位主体责任、园区安全管理责任，完善使用管

理制度，提高作业人员安全意识及操作技能，加强作业环境管理，

提升设备本质安全水平，规范检验工作，推动场车安全状况明显

改善。

二、重点任务

（一）落实安全主体责任

1. 完善使用管理制度。使用单位要依法依规建立岗位责任、

隐患治理、应急救援等安全管理制度，制定安全操作规程，安全操

作规程至少包含《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安全技术规程》（TSG 81

—2022，以下简称场车规程）规定的基本内容。依据《特种设备使

用单位落实使用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制定《场车安全风险

管控清单》，建立健全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制度和机制，在

单位内有效传达、严格落实。

2. 明确安全责任人员。使用单位要根据本单位场车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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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使用环境等情况，配备安全总监和足够数量的安全员，并明

确每台场车负责的安全员。建立主要负责人全面负责，安全总监、

安全员分级负责的安全责任体系，落实使用安全责任制，保证场车

安全运行。

3. 落实园区管理责任。工厂厂区、旅游景区、游乐场所、港口

码头、铁路货场、物流园区等园区经营者，要将场车使用作为安全

管理重要内容，纳入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租赁合同等，对区域内

生产经营单位使用场车情况进行监督。要当好“守门人”，规范场

车进出园区的核查，防止未办理使用登记、未经检验或检验不合格

的场车进入园区作业。要记好“园区账”，统一建立园内在用场车

台账，对流动作业的场车，及时做好流入、流出登记。要管好“园内

车”，结合园区安全检查开展场车使用安全日常巡查，对无证作业、

违章作业等行为予以制止，并将违法违规线索报告园区行业主管

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

（二）强化人员教育培训

4. 提高安全意识。使用单位要强化场车司机和作业相关人

员安全意识，最大限度消除“人的不安全行为”。严禁超载、超速、

货叉载人等场车规程明令禁止的违规作业行为。对可能进入场车

作业区域的单位员工及外来人员进行必要的安全教育。提倡以

“晨会”等形式充实日管控内容，利用班前 10 分钟左右时间对作业

人员开展安全提醒 、技术交底。定期组织观看场车事故案例视

频，对容易引发事故的高危作业行为进行风险解析，发挥警示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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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鼓励使用单位开展“随手拍”等常态化的安全隐患排查活动，

引导员工广泛参与场车安全管理。

5. 提升操作技能。使用单位要持续对场车作业人员进行安

全技能培训，至少包括正式上岗前、转驾不同车型前和有计划的在

岗继续教育培训，培训内容应当涵盖场车作业基本安全知识（如载

荷曲线识读、搬运载荷评估、复杂环境行驶、紧急情况处置等）、基

本安全操作规范（如发车先检查、动车多瞭望、停车拉手刹、离车拔

钥匙、不擅改用途等）、本单位安全操作规程、作业风险识别与防

范，促进作业人员养成良好操作习惯，杜绝各类违章作业行为。

（三）加强作业环境管理

6. 完善安全设施措施。对旅游景区等公众聚集场所的非公

路用旅游观光车辆，使用单位要按照场车规程要求完善行驶线路

的安全设施、措施。重点是在临崖、临沟、临水路段设置防护能力

与车辆相匹配的路侧护栏，在陡坡、急弯、交岔口等点位严格采取

限速措施，并将乘车须知、安全标志等置于醒目处，同时做好乘客

安全宣讲和乘用安全检查，防止群体性伤亡事故。观光列车使用

单位还要落实跟车安全员配备要求。

7. 做好作业区域划分。使用单位要做好场车作业区域和一

般区域的划分，规范场车活动范围，并对可能进入作业区域的单位

员工和车辆进行有效安全管理。对情况复杂、人员流动性较大的

作业环境，要在作业区域入口及周边采取预防性隔离或者管控措

施，防止无关人员和车辆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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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加强作业环境危险源辨识。使用单位要根据本单位场车

作业特点开展环境危险源辨识，分析环境因素风险（如路面状况、

气象条件、照明条件、环境噪声、爆炸性环境、交叉作业等），纳入

《场车安全风险管控清单》管理，提出针对性的防范措施。

（四）提升设备本质安全

9. 管好质量安全源头。生产单位要严格按照场车规程要求

规范制造、改造、修理活动，不得生产不符合安全性能要求的场车。

对于因生产原因存在危及安全的同一性缺陷的，生产单位要主动

召回。使用单位要使用取得生产许可并经检验合格的场车，严禁

使用非法生产或者存在安全隐患的场车。

10. 加强设备维护保养。使用单位要对场车进行经常性维护

保养和定期自行检查，保障设备安全状况和性能。维护保养和检

查的内容、频次不得低于场车规程的要求。检查中要重点排查安

全带、观光车辆安全拉手等部件缺失，制动性能降低，轮胎过度磨

损，报警、警示装置失效等问题。对存在故障或者安全隐患的场

车，要按照场车规程要求及时进行修理。

11. 推动设备与管理更新升级。鼓励生产单位加强场车转弯

限速、司机坐（站）姿状态感知、权限信息采集、安全带佩戴检测、主

动防撞等装置和功能的研发。鼓励使用单位购置新场车时选择具

备更多安全功能的产品，有条件的使用单位可以自主选用智能网

联型车辆管理系统，将使用安全管理融入日常经营管理。

（五）规范检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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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落实检验要求。检验机构要充分发挥技术支撑作用，依

法依规开展检验工作，要严格按照场车规程规定时限受理检验申

请、确定检验时间和出具报告。在当地负有保障职责的检验机构，

不得以法定条件之外的理由拒绝受理检验申请。

13. 规范检验行为。不得借推动设备与管理更新升级工作之

机，指定产品、服务供应商，不得以智慧监管等名义强制收费或变

相加重使用单位负担。对已按场车规程规定配置司机坐（站）姿状

态感知和权限信息采集装置的车辆，不得在相应项目的检验中擅

自提出有别于场车规程的合格判定要求。

（六）严格作业人员考核

14.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试机构要严格按照《场（厂）内专用

机动车辆作业人员考试大纲》的要求，认真组织开展场车作业人员

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技能考试，严肃考试纪律，把好场车作业人员

考试发证关。

三、工作要求

（一）自查整改

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将本方案及时传达到场车使用单位和相

关单位，指导企业结合实际推动落实并开展自查自纠。对于自查

发现的问题，企业应于 2025 年 8 月 31 日前完成整改。工作中要

注重对小微企业分类施策并予以帮扶，同时加强宣传引导。鼓励

在使用登记、监督检查和检验等环节，免费发放场车使用安全管理

宣传材料，提高使用单位安全认知。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开展“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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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安全日”、场车安全知识竞赛、技能比武等活动，加大场车安全公

益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安全氛围。

（二）监督检查

自 2025 年 9 月 1 日起，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强对本方案落

实情况的检查，重点检查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人员持证上岗、作业

环境管理等情况。同时，加大场车使用违法案件查处力度，严厉打

击使用未经检验合格、未办理使用登记的场车以及场车作业人员

无证上岗等违法违规行为。

（三）分析总结

各省级市场监管部门要及时总结治理行动经验，有关情况及

存在问题按照《关于加强市场监管领域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

动特种设备工作调度的通知》（市监特设（司）函〔2024〕77 号）要

求，报总局特种设备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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