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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我国电梯产业快速发展，电梯产量不断增加，

电梯保有量稳步提升，电梯的应用更加广泛，成为最贴近人

们日常生活、使用频率最高的一类特种设备，给人们的日常

生产生活带来了巨大的便利。与此同时，由于电梯造成的安

全事故也层出不穷，给电梯的安全管理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挑

战。因此，对其安全管理进行深入的探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电梯特种设备安全现状

特种设备特指直接涉及人民生命安全且危险性较大的设

备，我国特种设备主要包括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电梯、

起重机械、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和场（厂）内专用机动

车辆等八大类。

电梯是一种典型的特种设备。统计数据表明，到 2020 年

为止，我国特种设备总量已经超过 1600 万台，其中电梯 786
万台，占比为 47.7%，几乎占据了特种设备的半壁江山。可见，

电梯的安全管理是特种设备安全管理的关键。

从 2010 年到 2014 的五年间，由于电梯数量的剧增，电

梯安全事故的死亡人数总体攀升。2015 年以来，随着国家对

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制度的完善和监管工作的加强，电梯安全

事故数量和死亡人数开始逐步下降。但数量依然较大，电梯

安全管理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2 电梯安全事故原因分析

电梯安全管理不仅涉及到电气系统的运行维护等技术问

题，还与电梯的日常使用和管理制度息息相关，任意一个环

节出现麻痹大意，都有可能酿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从近几年

的电梯安全事故案例统计情况来看，电梯安全事故的原因主

要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在使用或管理环节出现问题，占比

在 70% 以上，其中违章作业、操作不当、维护缺失、管理不

善等是主因；二是在设备制造或维修环节的质量问题导致事

故发生，占比约为 25% ；三是其他次生原因，占比不足 2%。

2.1 电梯设计缺陷

随着时代的进步，为了更好地保护人们的出行安全，全

国各个电梯厂家对其制造的产品都会“升级换代”，这其中必

然会发现以前制造的某型号电梯在设计之初就存在一定缺陷，

如若没有及时汇报和修复，可能会造成不可挽救的悲剧。近

年来比较典型设计缺陷案例主要有：

（1）自动扶梯盖板受力结构与其盖板电气保护装置设计

不合理，导致扶梯“吃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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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电梯鼓式制动器松闸顶杆材质设计缺陷，导致制动

器动作卡阻电梯“冲顶”事件；

（3）电梯未设计封星接触器应急救援时，电梯速度过快

导致伤人事件；

（4）扶梯附加制动器设计缺陷，逆转时未能“动作”导致“倒

溜”伤人事件；

（5）部分老旧电梯未设计轿门门锁、或者防扒门装置，

导致可能存在乘客因救援不当跌落井道事故。

因此，电梯设计缺陷会成为电梯安全事故的一个直接诱因。

2.2 使用不当或违规应急救援操作

电梯作为一种特种设备，频繁使用于人们的出行。但是

大多数使用者对于其结构、运行原理、安全保护装置等知识

均知之甚少，导致人们在使用时可能发生各类安全事故。近

年来，此类案例主要有：

（1）未提前确定轿厢位置违规使用电梯三角钥匙，导致

救援人员坠落井道底坑；

（2）维修保养、应急救援、检验检测未提前设置安全警

示标志电梯意外移动，导致电梯剪切事故；

（3）易燃易爆设备与乘客同时乘坐时，发生意外导致伤

人事故；

（4）超载运行电梯倒溜，导致伤人事故；

（5）被困电梯轿厢未按厢内紧急救援步骤强行扒层轿门，

导致乘客意外坠落井道事故；

（6）随意对轿厢内控制面板喷洒消毒液、厢内小便，导

致电梯电气系统损坏电梯骤停事故。

因此，无论是使用不当还是违规应急救援操作，都会成

为电梯安全事故的重要诱因。

2.3 设备使用损耗、安全部件失效

电梯在平时的使用过程中，其各个部件难免会出现损耗，

而电梯的安全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安全部件来保证的。因此，

设备使用损耗和安全部件失效是电梯事故发生的重要因素之一。

统计数据表明，机关事业单位、医院、企业等单位建筑

物内的电梯较少出现故障，安全性能相对较高；而住宅小区

的电梯故障率明显较高，且安全事故概率也较大。这主要是

因为小区中的电梯使用频率高、使用人数多、大多属于高层

且速度较快电梯，使用过程中主要由电梯维保公司和物业公

司对其安全部件的使用损耗进行评估，而物业公司为了控制

成本，通常会自主采购质量较差、价格低廉的电梯部件，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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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电梯可以恢复运行即可，至于后续的安全问题则相对较少

考量。但是机关事业单位、医院、企业等单位建筑物内的在

用电梯，维修保养单位、检验单位如若告知其使用单位，该

电梯机械、电气部件存在使用损耗或者安全部件失效的情况，

一般会引起足够重视，在经济成本的控制上通常不会有太多

限制，故安全性能相对较高。

2.4 安全管理、维护保养不到位

电梯作为一种经常高负荷运行的损耗品，其零件磨损比

较严重，需要在一套完善的管理制度下经常性地进行安全检

查和维护保养，而这些工作又经常被忽视。

一方面，电梯在安装完成并投入使用后，其管理维护工

作就正式落到了物业公司和维保单位头上，但在实际管理维

护过程中，很容易在电梯管理制度和维护费用等方面激发矛

盾，各方相互推托，电梯的一些故障和安全隐患问题往往长

期悬而不解，为事故的发生埋下了祸根。

另一方面，由于目前普遍存在物业费用收缴困难，使用

单位在面对电梯使用过程所产生的高额电费、维修保养费用、

配件损耗更换费用时不得不考虑经济因素，导致安全管理、

维护保养不到位，从而存在很多安全隐患。

2.5 安全监管力度不足

安全监管通常由政府相关部门来承担，近年电梯的数量

在连年增长，但政府的监管部门不可能无限地增加人手。而

且，监管人员一般不只是从事电梯类特种设备监察，往往是

对所有类别特种设备进行监管，导致在电梯安全监管的精力

比较分散。

另外，我国目前将电梯监督检验、定期检验和行政监

察分开执行。经核准的检验机构依据相应检验规范检验，其

主要考虑设备本身和技术性问题。政府执法部门依照特种设

备安全法实施监察，其必须要考虑民生问题。双方信息沟通

交流必然存在一定的滞后、双方工作重心也存在一定偏差。

从而可能导致没有充分发挥出检验机构的专业性和权威性，

以及监察执法机构在安全监管环节的强制性和法律性。

3 电梯安全管理措施研究

3.1 建立安全管理制度

电梯安全管理制度的实施主体是物业管理公司，尤其是

住宅小区的物业管理单位，必须制定一套完善的电梯安全管理

制度。在电梯的维护保养环节，为了确保有足够的专项资金，

物业公司可以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将电梯的日常运行维修费用

应纳入预收的物业管理费中，电梯的维护费用要以专项维修资

金进行列支。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可以向业主说明情况并筹

集专项资金，也可以向相关部门申请补建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但专项资金不得挪作它用。对于个人操作不当或有意损坏电梯

设施的，维修费用由当事人承担，并处于相应的惩罚措施。

3.2 提高电梯产品质量

国内在电梯的设计和生产方面已有许多强制性的规定，

但制造商为了压缩生产成本，难免会尽量降低电梯产品质量，

依靠制造商的自律和自觉来提高电梯产品质量是不现实的。

根据《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十九条：特种设备生产单位应当

保证特种设备生产符合安全技术规范及相关标准的要求，对

其生产的特种设备的安全性能负责。政府监管部门可以通过

行政的方式要求所有电梯制造商明确公示对其主要部件（如

制动器、曳引机、安全钳）免费检测计划，并在电梯销售时

一并收取保证费用，后续的电梯主要关键部件的维修工作均

由制造商来负责。这种管理模式一方面可以提高电梯维修的

专业性、安全性，解决维护过程中各方扯皮推诿的问题，另

一方面也可以促使制造商努力提高产品质量以降低电梯的故

障率，从而控制后期的维修成本。

3.3 加强安全监察力度

安全监察的实施主体是政府监管部门，监管部门不仅要

对电梯产品质量进行严格的监管，而且要对电梯使用过程中

的检修进行有效监管。监管部门要定期或不定期派出专业技

术人员，对辖区内的电梯进行检查，督促相关单位排除安全

隐患，并对不符合规定的电梯使用单位进行处罚。

在当前电梯数量连年增长的背景下，为了解决人手不足

的问题，监管单位应努力提高工作效率，不断引进资源，要

求各级监管单位严格配足电梯安全监察和检验人员，进一步

规范电梯制造和维保市场，落实使用单位的安全责任主体，

依法查处违反相关安全技术规范的使用单位。

3.4 开展电梯知识宣传

电梯的安全管理不仅仅是政府监管部门和物业公司的

事，它与所有的使用者都息息相关，只有全体用户加强电梯

安全使用意识，共同爱护电梯公共设施，在日常生产生活中

做好电梯的保护工作，才能降低电梯的故障率。但电梯的安

全使用有许多关键的要点，需要通过电业化的宣传或培训才

能形成正确的操作习惯。因此，相关部门一方面要做好电梯

相关的法律法规、相关知识和典型案例的宣传，使相关部门

强化安全主体责任。另一方面要做好电梯值班表和知识的普

及，通过学校、电视、网络或宣传栏等渠道宣传电梯乘用安

全知识和自救知识，使人们可以正确掌握电梯的使用和应急

方法，形成良好的电梯操作习惯。

4 结语

近年发生的电梯安全事故应成为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警

钟，不断促进电梯安全管理工作制度的完善，从电梯的生产、

使用和维护等环节着手，采取切实可靠的措施，保障电梯在

全生命周期的运行安全。本文对电梯安全事故的原因进行分

析，并提出了一些可靠的安全管理措施，对于电梯特种设备

的安全管理工作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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