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期各地频频发生电梯事
故。7月28日，记者就此采访了国
家质检总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局
相关部门负责人。

电梯事故多数因违规使用、维
保不到位

据这位负责人介绍，随着我国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电梯数量每年
以20％左右的速度增加，这一趋势
仍将持续。

这位负责人表示，2003年以来，
电梯事故每年的起数和伤亡人数均
比较平稳，但由于电梯数量增长，因
此电梯万台事故率和死亡人数等相
关指标是下降的。据统计，去年全国
共发生49起电梯事故，死亡37人。

根据对事故的分析，在死亡的
37人中，18人是电梯作业人员和管
理人员，其余是乘客。49起事故中，
21起是违规使用造成，比如违规使
用三角钥匙4起，死亡4人；电梯故障
后，乘客应在轿厢里等待救援，但乘
客违规扒开轿厢，9起事故死亡8人；
由于设备本身造成的事故8起，多集
中在制动器、扶梯驱动链条失效等。

这位负责人表示，日常保养十
分重要，按照规定应每15天维护保
养一次，但目前维护保养市场受低
价竞争影响，服务质量低下。

电梯安全存四大隐患
这位负责人同时表示，虽然事故概率并不算大，

但电梯发生故障的情况比较频繁。根据各地质检系
统已建立的96333电梯应急处置平台信息，今年上半
年建成运行的11个城市共覆盖了53万台在用电梯，
处置故障23000多起，平均每天解救乘客120多人。

他分析，电梯的安全隐患主要有四个方面：
——老电梯制动器存在问题，2003年，国家对制

动器提出新标准，此前的制动器质量隐患较多。
——门驱系统问题，一些毛坯房在装修过程中装

卸装修材料对门驱系统影响较大。
——平衡系数问题，一些宾馆、饭店里的电梯轿

厢装修过度，如贴大理石等，破坏电梯的平衡关系。
——扶梯使用条件恶劣，如地铁、公交等场所扶

梯使用量太大，有些扶梯大多数时候满载运行，使用
强度比欧盟等高得多。

特别是，由于我国2003年以后新增加的电梯比较
多，这些集中增加的电梯将集中老化。北、上、广等地
老化电梯持续增多，届时安全风险会更大。

“令人头疼的是，老旧住宅电梯责任主体不明确，
设备老化没钱修理。”他说。

加大排查力度 提高市场准入
今年初，质检总局部署了电梯安全监管大会战，

对在用电梯进行排查，促使长效机制的建立。截至6
月底，全国电梯使用和维护保养单位自查电梯共计
236.9万台，发现存在隐患的电梯11.1万台。存在隐
患的电梯中，已整改7.9万台。下一步是重点督查阶
段，如果不能及时整改，将建立问题电梯档案，督促及
时整改。对无法整改的由政府挂牌督办。

这位负责人说，质检部门将依法实施市场准入，对
电梯制造、安装、维修等实施准入管理，目前正在修改相
关许可规则。针对维护保养低价竞争的情况，质检总局
提出构建公开透明的竞争环境，要求企业提高维护保养
质量水平。电梯制造企业应向服务业发展，更多的为使
用者提供安全正常使用的设备，保障后期服务。

他表示，质检部门将加快在全国推广建设电梯应
急处置服务平台，一旦乘客困梯，在拨打物业、维保企
业电话无果的情况下，可以拨打公共服务电话96333，
由平台工作人员指挥就近的联合救援站实施救援。

同时，要提高电梯检验的科学性和有效性，电梯
的使用维保单位的主体责任必须落实，光靠检验机构
一年一次的定期检验不够。要优化法定检验，每年一
次的检验对重点项目如制动器等关键环节强化，政府
要加强抽查。

此外，他建议推广电梯责任保险制度，如果电梯
故障导致人员伤害，保险公司将先行赔付，然后向责
任方追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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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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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州市安监局7月27日将荆州
扶梯卷人事故定性为安全生产责任
事故。面对这一惨剧，人们不禁追
问，自动扶梯等生活设施本应予人
便利，何以竟成噬人凶器？“吃人”的
电梯拷问着公共安全维护能力。

近年来，因自动扶梯而引发的
安全事故并不鲜见。上海、北京等
地的地铁站，都出现过上行扶梯突
然逆向下行的事故。在荆州惨剧
发生后，北京朝阳区、广西梧州等
地又先后出现幼童被扶梯“咬住”
的报道。

诱发事故的原因可能有很多，
但归根结底是责任心问题。审视
荆州这起扶梯惨剧，在事故发生5
分钟前，商场工作人员已发现电梯
盖板有松动翘起现象。如果能及
时关闭运行电源，如果能在扶梯入
口安排专人值守或摆放安全警示
标志，如果能利用商场广播等广而
告之，如果能坚持扶梯的日常维护
与巡检……惨剧或许就不会发生。

相关安全生产法规和制度落实
不严也是重要原因。《中华人民共和
国特种设备安全法》明确规定，电梯
等为公众提供服务的特种设备的运
营使用单位应当对特种设备使用的
安全负责；特种设备出现故障或者
发生异常情况时，特种设备使用单
位应当对其进行全面检查，消除事
故隐患，方可继续使用。负责特种
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应当对
商场等公众聚集场所的特种设备实
施重点安全监督检查。不知在湖北
荆州安良百货商场，这些“应当”究
竟落实了几分？

更令人遗憾的是，今年5月中
旬至6月上旬，国家质检总局对11
个省区市展开“电梯安全监管大会
战”的督察调研，湖北省位列其
中。督察真正起到作用了么？这
个追问也无法回避。

责任心与制度接连失守，会让
无辜百姓惨遭不幸。几天来，有关
自动扶梯避险的科普文章，在微信

朋友圈等社交媒体广为传播，反映
出公众对这一公共安全问题的焦
虑。面对电梯、扶梯支撑起的高楼
广宇的都市生活，城市管理者需要
拿出行之有效的安全防范措施，更
需要拿出细致入微的责任心和监
管作为。

应对事关公共安全的拷问，
厘清责任、严肃追责不容回避。
惨剧既已定性为安全生产责任事
故，就要将责任一追到底、不留死
角，逐一梳理电梯运行保养维护
的全流程，严惩直接责任人。同
时追根溯源，彻查事故背后安全
生产监督监管职责疏漏，对可能
涉及的失职渎职人员，应移交司
法部门严肃处理。

生命既逝再难挽回，亡羊补牢
为时未晚。解决问题，靠的是从严
从实真抓实干。只有从荆州惨剧
中真正汲取血的教训，抓好电梯安
全，一丝不苟落实现有法规制度，
才能避免类似惨剧一再上演。

电梯“吃人”拷问公共安全
新华社记者 萧海川 吴振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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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妈妈向柳娟在湖北荆州
7·26电梯事故中不幸离世，引起公
众对电梯安全的高度关注。

近年来，电梯事故已成为经常发
生的安全事故。在特种设备监管体
系中，电梯因涉及乘客、物管、维保
等多方因素，所处地位尤为特殊。

在现实运营中，电梯由于所有
权、使用权、物业管理权、技术管理
权（维修、维保、检验权）和具体使用
者涉及多个主体，往往造成安全责
任链条不明晰。一旦发生事故，围
绕谁来赔付，物业、开发商及维保公
司往往互相扯皮、推卸责任。

维保是确保电梯日常安全运行
的重要一环。然而，当前电梯维护保
养属于完全市场化竞争的行业，现行
特种设备安全法又偏重于对电梯制
造、维保单位进行事前资质管理，而
对日常工作并没有考核机制，部分维
保单位通过降低服务质量，从中获取
不正当利益，导致“质次价低”的维保
公司充斥市场，形成“劣胜优汰”效
应。一些物业公司出于降低成本的
考虑，倾向于选择价格更低的维保公
司，对电梯维保缺乏监督动力。

对电梯进行定期检验是各地质
监部门的法定职责。但如果电梯通

过了年检却出现问题，地方质监部门
就面临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
的尴尬。政府监管“大包大揽”也造
成电梯管理单位、使用单位没有压力
和动力去承担电梯安全工作，产生

“政府依赖症”“年检依赖症”。特别
是随着特种设备数量的快速增长，特
种设备安全监察人员数量却明显不
足，传统监管模式已
渐渐走入“死胡同”。

来自质检总局
官方网站的信息显
示，截至2014年底，
我国电梯总量已达
360万台，并以每年
20％左右的速度增
长，电梯保有量、年
产量、年增长量均为
世界第一。但与此
同时，我国的电梯由
于维修、保养、零部
件等环节存在的诸
多问题，老化的时间也更快。

电梯公司通过对故障事故的总
结发现，电梯故障存在“三高三低”现
象，三高为：电梯关人故障率高、电梯
能耗高和维持原有性能的成本高；而
三低为运行效率低、备件及时供应率

低和用户满意率低，
而因此造成的故障呈
逐年上升趋势。

实际上，由于原
厂维保具有规模大、
技术力量雄厚、信誉
度高等特点，欧美发
达国家原厂维保率非
常 高 ，美 国 高 达
80％，而我国原厂维
保率仅占20％左右，
生产厂商无法成为维
保市场的主体力量。
为了扭转这一局面，

有关部门有必要将电梯维保工作纳
入电梯制造单位售后服务范畴，构建
以制造单位为主的维保体系。

针对政府监管职能错位问题，地
方质监部门应在定期检验的基础上，
建立监督抽检检验机制，工作重点从
定检转向按比例实施的监督抽查，完
成从“运动员”向“裁判员”的角色转
变。以广州为例，广州市、区两级财
政每年共安排1900万元专项抽查资
金，重点安排监督抽查举报投诉较
多、使用年限较长及公众聚集场所等
电梯，覆盖电梯制造、维保、使用各个
环节，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立案查
处，并定期向社会通报。

电梯事故发生后，往往涉及人身
伤害带来的大额经济赔偿。我国绝
大部分电梯维保企业、物业管理企
业均属小微企业，动辄百万元的经
济赔偿很可能让企业破产。而受害
者由于未能及时获得赔偿，延误治
疗现象时有发生。作为垂直交通工
具的电梯，可效仿机动车交强险，建
立起电梯事故责任保险制度。在广
东试点中，参保主体只需为每台电
梯年投保100元，便可享受每台电梯
累计300万元，每人累计100万元的
保险保障。

实际上，电梯监管改革涉及多方
责任，在政府转变职能、简政放权的
大背景下，电梯监管体制改革应充
分发挥协会、企业、社会等多方力
量。只有通过“多元共治”，充分发
挥市场力量，才能建立起有效的电
梯安全监管体系。

电梯安全责任链条亟待“大修”
■新华社记者 周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