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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危险化学品的概念及特点

1.1 概念

危险化学品是指具有毒害、腐蚀、爆炸、燃烧、

助燃等性质，对人体、设施、环境具有危害的剧毒化

学品和其他化学品。2015 年 2 月 27 日，国家安监总 

局、交通运输部等 11 部委局公布《危险化学品目录

（2015 版）》，明确了危险化学品种类。

1.2 特点

①品类多。《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 版）》按“品 

名”汉字拼音排序的方式，共列举了 2828 种危险化

学品。其中：序号前 2827 项为单一条目品名的危险

化学品；序号 2828 是类属条目，《危险化学品目录》

中除列明的条目外，符合该条目相应条件的，均属于

危险化学品；②危险性大。危险货物在道路运输和仓

储中危险性很大，容易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所

产生的事故不仅使相关企业受到损失，还会对公众安

全和环境带来严重威胁，因此备受关注；③相关规章、

规定多。危险化学品运输除了必须遵守道路货物运输

共同的规章外，还要遵守许多特殊规定。比如，我国

制定的道路危险货物运输标准，如《危险货物运输保

障通用技术条件》等；行业规定的道路危险货物运输

标准，如《汽车运输危险货物规则》等；④专业性强。

危险品运输除了满足一般货物的运输条件外，还要根

据货物的物理和化学性质，满足特殊的运输条件。在

这方面，国家有专门的规定和限制。比如国家对从事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的经营者、车辆和驾驶员、押运员

和装卸员等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必须符合有关规定

才能从事危险货物运输。

2 危险化学品运输环节各部门监管职责

2.1 源头联合监管

①应急部门负责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综合工

作及生产、储存、使用和经营环节的监管，督促企业

建立健全充装管理制度规程；核发危险化学品安全生

产许可证、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危险化学品

经营许可证等；②市场监管部门负责核发危险化学品

及其包装物、容器生产企业的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

并依法对其产品质量实施监督；③工信部门负责对《道

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内的危险货物运输

车辆生产企业的监管，依法查处违法违规生产企业及

产品。

2.2 准入环节联合监管

2.2.1 危险化学品运输企业的准入

审批部门负责市场主体的准入，核发营业执照、道

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交通运输部门配合审批部门，在

经营许可证核发过程中负责现场勘验，如危货运输企 

业办公场所、停车场地的勘验。以邢台为例，2021 年，

市审批局与市交通运输局联合签发了《审批局交通局

信息共享相互支持密切配合备忘录》，明确了两个部

门行政许可事前、事后的职责分工，行政许可与监管

信息的共享，以及审批服务事项办理分工。两个部门

明确了审批、监管、抄告等工作流程，在申请人承诺

一定期限内达到开业条件的情况下，审批部门先予核

发《营业执照》《经营许可证》，审批信息即时推送

交通运输部门纳入监管，在申请人的承诺期限结束后，

进行复查验收，如达到开业条件则纳入正常的行业管

理；如达不到开业条件，则将信息反馈审批部门，由

审批部门撤销行政许可。

2.2.2 运输车辆的准入

公安交管部门负责运输车辆的安全性能检测、登

记、上牌，核发《车辆行驶证》。交通运输部门负责

运输车辆的综合性能检测、等级评定，核发《道路运

输证》。市场监管部门负责罐式运输车辆罐体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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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罐体检验报告》。邢台市运输车辆准入机制：

经营者购入运输车辆，经检测机构检测（三检合一）

合格后，分别到公安交警部门办理车辆登记、核发《车

辆行驶证》；罐式车辆到市场监管部门进行罐体检验；

到交通运输部门办理《道路运输证》。

2.2.3 从业人员的准入

驾驶员在驾校培训后，经公安交管部门考试合格

后，核发《驾驶证》。驾驶员、押运人员经培训，并

经市级交通运输部门考试合格后，核发《道路运输从

业人员从业资格证》。目前邢台市危险化学品运输车

辆驾驶员、押运人员培训及《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

资格证》的核发由市运输管理服务中心负责；装卸人

员未纳入管理。

2.3 日常联合监管

2.3.1 对运输企业的联合监管

交通运输、公安交管、应急管理、市场监管、生

态环保、邮政、税务等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各自

职责，对道路运输企业、寄递企业、货运场站、物流

企业等进行日常监督检查和部门内部双随机抽查。

2023 年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在做好部门内部随机抽查工

作的基础上，加强跨部门联合抽查，依托“河北省双

随机执法监管平台”和“冀上双随机”APP，主动发

起抽查计划，由市交通运输局牵头，联合市应急管理

局、市市场管理局、市税务局 4 个部门，对市区 4 家

危货运输企业开展了跨部门双随机联合抽查，实现了

“进一次门、查多项事”，以最小监管成本实现最优

监管效果。

2.3.2 对运输车辆的联合监管

在运输车辆日常监管上，公安交管部门负责运输

车辆交通安全管理，车辆安全检测，车辆行驶证的年

审等工作；交通运输部门负责运输车辆综合性能检测

（目前并入三检合一）、等级评定、道路运输证的年

审等工作。在运输车辆动态监管上，交通运输部门负

责对运输企业所属车辆的动态监督以及对违规车辆的

处理，定期对道路运输企业动态监控工作情况进行监

督考核，并将其纳入企业质量信誉考核的内容；公安

交管部门可以依法查处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控系统记

录的交通违法信息；应急管理部门按照有关规定认真

开展事故调查工作，严肃查处违反道路运输车辆动态

监督相关规定的责任单位和人员。道路运输车辆动态

监控的抽查中，根据安全生产方面的要求，行业监管

部门每月抽查车辆总数的 10%。目前邢台市道路运输

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工作，是按照企业监控、政府监管、

联网联控的原则，由交通运输部门、公安交管部门、

应急管理部门依据法定职责，对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

控工作实施联合监督管理。

2.3.3 对从业人员的联合监管

公安交管部门负责驾驶员安全管理，建立客货运

驾驶人从业信息、交通违法信息、交通事故信息的共

享机制，加快推进信息查询平台建设，设立驾驶人“黑

名单”信息库。交通运输部门组织道路运输从业人员

的继续教育，监督运输企业加强对所属从业人员的安

全教育培训。

2.3.4 信用管理

一是依据《道路运输企业质量信誉考核办法（试

行）》《道路运输驾驶员诚信考核办法》，对运输企

业进行质量信誉考核，对驾驶员进行诚信考核。二是

依据 38 部门《失信企业协同监管和联合惩戒合作备

忘录》和《交通运输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对

象名单管理办法（试行）》，对失信对象实施联合惩 

戒。三是对被查处的运输企业进行信用修复，交通部

门对运输企业进行行政处罚后，处罚信息上传信用中

国，超过最短公示期后，失信企业可上传相关整改资

料，申请信用修复，经核查批准后，予以修复信用。

3 危险化学品运输行业交通运输行政执法难点的

分析

3.1 取证难的问题

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受专业领域所限，对危险

化学品介质的认定缺乏专业性，例如在调查取证过程

中认定危险货物属于哪一种品名的介质，交通运输执

法人员没有能力认定，也没有相应资质。如委托专业

机构鉴定，一是较大的增加了执法成本，当前各级交

通运输执法机构普遍存在经费不足的问题，执法服装、

执法装备尚难以解决，再列出一部分资金用于证据的

鉴定，确实比较困难。二是委托专业机构鉴定，则相

应延长了办案时间，也延长了扣押车辆、货物等强制

措施的时间，与当前提倡的罚教结合、柔性执法、优

化营商环境政策不一致。三是不可能针对每一车疑似

违法的危险品货物都委托专业机构鉴定。

3.2 执行难的问题

交通运输执法人员对危货运输企业、运输车辆的

执法普遍存在畏难情绪。一是依据危险化学品、危货

运输相关的法律法规，对违法违规行为动辄处罚数万

元至二十万元，例如未经许可擅自从事道路危险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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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经营的，处 3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托

运人委托未依法取得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资质的企业承

运危险化学品的，处 10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

高额的罚款额度致使行政处罚决定执行极其困难。

3.3 扣车难的问题

交通运输执法人员在路查过程中，对涉嫌违法的

危险品运输车辆存在不愿扣、不敢扣的问题。一是执

法对象不配合调查、阻碍执法人员调查取证、拒不停

车暴力闯卡，甚至开车冲撞执法人员的事件时有发生，

执法环境较差。二是交通运输执法机构没有专业的危

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停车场，即便是扣押了车辆也没地

方停放，如果停放在普通停车场，一旦发生危险化学

品泄漏、着火、爆炸等事故，交通运输执法机构承担

不起责任。

4 加强危险化学品运输行业联合监管的建议

4.1 进一步厘清职责，落实行业监管责任

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改革以来，交通运输部门

内部仍然存在职能交叉、职能重叠、互相推诿的事项，

尚需上一级部门进一步厘清职责分工，切实将行业监

管责任落到实处。

明确行政许可、行政备案、行政确认等事项的执

法主体及具体承办单位。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改革

后，按照新修订的法律法规，行政许可、行政备案、

行政确认等事项的执法主体和相关证件的发证机关均

改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但上述部分事项的具体承办

单位不明确，需进一步厘清。一是普货运输经营许可

仍由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机构实施，并不合适。二是货

物运输场站的备案、生产经营单位应急预案的备案未

落到实处。三是《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发

证机关及证件上的签章为运输管理服务中心、出租车

服务中心，与法律规定不相符。明确安全生产日常检

查、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等与行政处罚无关的行政检查

事项的责任单位。目前，与行政处罚无关的行政检查

事项如安全生产日常检查、定期对道路运输企业动态

监控工作的情况进行监督考核、依据安全生产相关规

定每月抽查不少于 10% 的车辆动态监控等事项，职责

划分不清，部分工作未落实到位。

4.2 加强信用管理工作，打造诚信营商环境

信用管理工作是实现精准化监管、差别化监管的

基础性工作。守信联合激励、失信联合惩戒也是运输

行业放管服改革、推进运输行业健康发展、构建诚信

营商环境的有力措施。

研究制定失信行为部门内部联合惩戒的措施。根

据 38 部门《失信企业协同监管和联合惩戒合作备忘 

录》和《交通运输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名单管理办法（试行）》以及现行的工作机制，目前

部门间的失信联合惩戒已基本落实。但交通运输部门

内部的失信联合惩戒措施尚未完善，例如“道路运

输经营者未按照规定的周期和频次进行车辆检验检测

的”，以前是运输管理中心通过锁定运政系统，禁止

办理其他业务，督促违规经营者及时处理并纠正违规

行为。疫情期间，根据部、厅文件精神运输管理中心

将该功能解锁。现疫情已结束，建议尽快恢复该功能，

对未按照规定的周期和频次进行车辆检验检测的，运

管服务中心锁定停办该经营者的各项业务，执法机构

对违法行为立案查处，完善交通运输部门内部的联合

惩戒措施，落实部门内部的联合监管职责。

落实道路运输驾驶员诚信管理的具体要求。贯彻

落实《道路运输驾驶员诚信考核办法》，推进交通运

输服务中心与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机构信息共享，真正

将道路运输驾驶员安全生产情况、遵守法规情况、服

务质量情况纳入到诚信考核工作中，对诚信考核等级

为不合格的驾驶员，纳入行业重点监管对象，提高监

督检查频次；督促企业依法加强教育和管理；落实继

续教育和诚信考核等级恢复等工作。

4.3 加强部门协调联动，构建联合监管机制

一是加强与行政审批、市场监管、公安交管等部

门的协调联动，组织开展对危险化学品运输行业的联

合整治，对运输企业、运输车辆、从业人员开展全面

排查，凡达不到开业条件或未落实行政许可承诺制的

运输企业予以取缔；凡达不到技术性能、技术等级标

准的运输车辆予以取缔；凡驾驶证被扣 12 分的运输

车辆驾驶员，督促企业予以辞退。二是加强与应急管

理、公安交管部门以及第三方动态监控平台的协调联

动，加强运输车辆的动态监督管理工作，督促运输企

业切实落实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的主体责任。同时，加

强与公安交管部门的路检路查联合行动，深入开展危

险化学品运输领域打非治违整治行动。三是加强与公

安机关等司法部门的协调联动，建立完善行刑衔接，

案件移送的标准和程序，将两法衔接落到实处。

参考文献：

[1] 郭岩 , 孙健 , 侯兴军 , 等 . 基于北斗定位技术的危险
化学品运输安全监管现状与对策研究 [J]. 科技创新
与应用 ,2015(03).

https://xueshu.baidu.com/usercenter/data/author?cmd=authoruri&wd=authoruri:(98bd0073a4429e0) author:(%E9%83%AD%E5%B2%A9) 
https://xueshu.baidu.com/usercenter/data/author?cmd=authoruri&wd=authoruri:(53d1c10c0b5a60cc) author:(%E5%AD%99%E5%81%A5) 
https://xueshu.baidu.com/usercenter/data/author?cmd=authoruri&wd=authoruri:(e97838ca1105cd49) author:(%E4%BE%AF%E5%85%B4%E5%86%9B) 
https://wenku.baidu.com/view/8f0507d7c850ad02df804144?fr=xueshu_top
https://wenku.baidu.com/view/8f0507d7c850ad02df804144?fr=xueshu_top

	_GoBack
	_GoBack
	_GoBack
	_GoBack
	_GoBack
	_Hlk118724197
	_Hlk118924239
	_Hlk119316604
	_Hlk112438494
	_Hlk129888065
	_Hlk129888044
	_GoBack
	_GoBac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