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应急管理部关于实施

危险化学品企业工伤预防能力

提升培训工程的通知

人社部函〔2021〕168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局）、应急管理厅（局）：

为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法、职业病防治法、社会保险法和《工

伤保险条例》，落实《工伤预防五年行动计划（2021-2025 年）》，

提升危险化学品领域从业人员工伤预防意识和能力，从源头上

预防和减少工伤事故发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应急管理部

决定联合实施危险化学品企业工伤预防能力提升培训工程。现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精

神，紧紧围绕从源头上消除事故隐患，扎实落实工伤预防五年

行动计划，将工伤预防作为工伤保险优先事项，全覆盖高质量

培训危险化学品企业重点人员，切实提升工伤预防意识和能力，

推动落实企业工伤预防主体责任，保障劳动者生命安全与健康，

促进劳动者稳定就业，促进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发展。

二、工作任务

实施危险化学品企业工伤预防能力提升培训工程，通过三

年时间对危险化学品重点企业安全生产分管负责人、专职安全

管理人员和班组长等重点对象（以下简称“三类人员”）开展



全覆盖、高质量培训，提升工伤预防能力，提升安全生产基础

保障水平。

（一）培训对象。将需应急管理部门许可的危险化学品生

产企业、储存设施构成重大危险源的经营企业、使用危险化学

品从事生产的化工企业，以及涉及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构

成重大危险源的精细化工企业和化学合成类药品生产企业安全

生产分管负责人、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和班组长（含车间主任，

下同）作为重点培训对象，2024 年底前实现上述人员培训全覆

盖。根据工伤预防费情况，重点保障重大危险源企业相关人员

培训，可适当扩大或缩小培训范围。

（二）培训内容。重点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

产的重要论述精神，把观看《生命重于泰山》电视专题片作为

必学内容。根据不同类型危险化学品重点企业和三类人员特点

分类开展针对性培训，具体内容由当地应急管理部门会同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确定。

（三）培训方式。采取线上学习与线下培训相结合的方式

开展培训，缓解企业工学矛盾。线上培训一般以安全生产法规

标准和工伤预防基础知识等通识性内容为主，线下培训一般以

互动研讨和实操性内容为主。安全生产分管负责人线下培训原

则上实行不超过 40 人的小班互动教学，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和班

组长线下培训班一般不超过 80 人。

（四）培训时长。各地应根据培训人员、内容、工伤预防

费等情况，科学确定危险化学品企业三类人员培训时长和线上

线下分布。安全生产分管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应当培训

24-48 学时，班组长应当培训 24-72 学时。三类人员线下培训



时长原则上均不得低于总培训时长的 60%，班组长实训类课程

不少于总培训时长的 1/4。

（五）培训机构。危险化学品企业工伤预防培训任务可由

已建立内部培训机构和专兼职师资队伍的大中型化工企业承

担，也可由符合条件的行业协会、专业教育培训机构等承担。

优先选择在技术、人员、课程等方面更有优势的从事危险化学

品培训的机构，鼓励利用能为化工园区提供配套服务的实训基

地承担工伤预防培训任务。

三、组织实施

（一）强化培训项目管理。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

会同应急管理部门研究制定危险化学品企业工伤预防能力提升

培训项目申报实施指引，规范项目申报，逐步建立联合遴选、

专家评审、择优确定项目实施单位机制；要规范服务合同，明

确培训规模、方式、内容、期限、绩效目标、费用、责任等内

容，明确项目实施要求；要建立由工伤预防和危险化学品领域

专家组成的专家库，为培训项目遴选评审和评估验收等提供技

术支撑。

（二）维护资金安全。强化资金保障，科学合理确定工伤

预防项目，充分考虑培训课程开发、教材建设、师资培训、实

训设备配备等基础能力建设成本以及培训场租、培训时长等综

合因素，严防低价竞争。规范经费使用，工伤预防线上培训经

费符合采购招标相关政策和流程的，按照工伤预防费相关管理

规定，应当予以支付。统筹培训效能，鼓励以化工园区（集中

区）为单位申报项目。加强资金监管，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要定

期向社会公开资金使用情况，保障资金安全和效益。对以虚假



培训等套取、骗取资金的，依法依纪严惩。

（三）抓好质量管控。各地要加强培训过程监督，认真审

核培训方案，实施培训实名制管理，利用人脸识别、学习图像

抓拍等技术和随机抽查、培训回访等方式进行筛查，杜绝线上

培训挂课、代学等违规行为，对于培训管理不规范、培训考核

不严格的培训机构，一经发现即予退出，并公开曝光。培训结

业实行闭卷考试制度，鼓励通过国家推荐的工伤预防云平台和

地方安全生产考试点实行统一考试，参加培训并考试合格的，

按规定支付工伤预防费，并可减免相应的安全生产再培训学时。

各地要加强对培训项目质量、施教机构、培训教师的管理评估，

建立培训机构和培训师资的信用体系，及时淘汰评估结果偏差

的培训机构和老师。

（四）培育第三方服务机构。鼓励各地按照政府购买服务

要求，引入第三方机构，承担培训机构能力条件和培训方案审

核、培训过程抽查、培训项目评估验收等工作。各地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门、应急管理部门可面向企业培训中心、行业协会、

专业培训机构等，公开遴选建立具备条件的培训基地及其有能

力实施的培训项目清单，供培训方参考。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协调，注重齐抓共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要在工伤预防联席机制框架下，建立部门密切配合、协调

联动机制，在保障工伤保险待遇支付的情况下，将危险化学品

企业工伤预防能力提升培训工程项目优先纳入工伤预防培训项

目，加强监督管理。应急管理部门要做好企业人员情况摸底、

提出培训方案、项目立项建议、培训组织动员、培训过程监督



和考试评价等工作。化工园区要督促和组织园区内化工企业参

加培训，县级应急管理部门要督促和组织园区外其他企业参加

培训。

（二）制定工作方案，强化督导落实。各地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门和应急管理部门要加强配合,协同推进,根据本通知要

求抓紧制定工作实施方案，并于 2021 年 12 月底前分别报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和应急管理部。一是要摸清底数。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门摸清 2020 年的工伤事故发生率，应急管理部门摸清

应参与工伤预防培训的企业数、人员数。二是要分解任务。各

地要根据危险化学品企业培训目标，合理确定年度培训任务，

确保 2024 年底前实现重点企业三类人员培训全覆盖；2022 年

重点轮训重大危险源包保责任人。三是要明确分工，建立省市

县三级联动、权责清晰的工作机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应

急管理部将按年度调度工作进展情况。对不按要求参加的企业，

地方应急管理部门要强化重点督促检查。

（三）发挥引领作用，落实企业责任。以工伤预防能力提

升培训工程引领带动企业全员工伤预防培训，将现代培训方法

技巧作为能力提升重点内容，大力推动三类人员成为企业工伤

预防内训师。统筹工伤预防与安全生产日常培训，有机结合，

协同安排，避免重复培训。落实企业工伤预防的主体责任，不

以工伤预防能力提升培训代替企业结合自身风险的内部安全生

产培训。

（四）发挥典型引路，广泛发动宣传。各地应将工伤预防

与安全生产宣传“五进”活动相结合，加大工伤预防政策宣传

力度，提升政策公众知晓度，帮助企业、第三方培训机构和劳



动者熟悉了解工伤预防政策，共同促进工伤预防培训开展。注

重发挥工伤预防培训的典型示范作用，两部选取山东省东营市、

江苏省连云港市、宁夏回族自治区宁东基地作为危险化学品企

业工伤预防能力提升培训工程的重点联系点，重点指导推动。

要统筹推进危险化学品安全培训网络建设，充分发挥培训空间

的载体和实训基地的节点作用，探索化工园区工伤预防培训项

目常态化机制，探索建立可操作、可监管、可评价、可推广的

工伤预防工作新模式，切实提高工伤预防费的使用效能。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应急管理部

2021 年 12 月 1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