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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关于印发《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

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管理办法》的通

知 

交运规〔2024〕1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交通运输厅（委）： 

现将修订后的《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

排查治理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交通运输部 

2024年 11月 9日 

 

（此件公开发布）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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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规范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

患排查治理工作，全面提升安全生产整体预控能力，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城

市公共交通条例》《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

发展的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障城市轨道交通安全运行的

意见》《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

治理及其监督管理工作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

治理工作坚持目标导向、全面覆盖、科学施策、闭环管理的原则。 

第四条  城市轨道交通所在地城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者

城市人民政府指定的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主管部门（以下统称城市

轨道交通运营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运营单位运营安全风险

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对跨城市运营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由线路所在城市的城市

轨道交通运营主管部门按职责协商实施运营安全风险分级管控

和隐患排查治理的监督管理工作。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单位（以下简称运营单位）承担运营安全



 

交通运输部行政规范性文件 

   

交通运输部发布      

 

- 3 - 

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主体责任，逐级分解责任，确

保责任落实到部门和岗位。 

第五条  运营单位应建立健全运营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

患排查治理工作制度，保证经费投入，将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

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纳入年度安全工作计划并组

织实施，确保运营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得到有

效落实。 

 

第二章  风险分级管控 

 

第六条  本办法所称风险分级管控是运营单位对城市轨道

交通运营过程中存在的安全生产风险点进行辨识，评估确定风险

等级，采取相应管控措施，实施风险动态管理的活动。 

第七条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风险按照业务板块分为设

施监测养护、设备运行维修、行车组织、客运组织、运行环境等。 

（一）设施监测养护类风险：桥梁、隧道、轨道、路基、车

站、控制中心和车辆基地等方面的风险； 

（二）设备运行维修类风险：车辆、供电、通信、信号、机

电等方面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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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车组织类风险：调度指挥、列车运行、行车作业、

施工管理等方面的风险； 

（四）客运组织类风险：车站作业、客流疏导、乘客行为等

方面的风险； 

（五）运行环境类风险：生产环境、自然环境、保护区环境、

社会环境等方面的风险。 

各业务板块主要风险点及风险描述见附件。 

第八条  运营单位应根据所辖线路设施设备配置及运行环

境、安全管理水平、运营险性事件及相关经验借鉴等情况，对本

办法附件所列风险点及可能产生的风险作进一步补充及细化，形

成本单位运营安全风险数据库（以下简称风险数据库）。风险数

据库内容至少包括业务板块、划分单元、风险点描述、风险点位、

风险等级、风险管控措施、责任部门、责任岗位及其负责人等。

其中，风险点位应细化到具体场所、设施设备部位、工作环节、

操作步骤等。 

风险等级从高到低划分为重大、较大、一般、较小四个等级，

风险等级由风险点发生风险事件可能性和后果严重程度的组合

决定。风险等级采用定性或定量的风险评估方法确定，具体评估

标准另行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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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管控措施应从监测预警、关键岗位人员操作、设施设备

状态监测和维护、运行环境保障、管理制度健全和职责落实等方

面提出，并符合设施设备运行维护、行车组织管理、客运组织管

理、从业人员管理、保护区管理等有关规定及运营技术规范，及

时纳入本单位相关管理制度、作业标准或应急预案。主要风险辨

识及管控措施指南另行制定。 

第九条  运营单位每年对所辖线路开展一次风险全面辨识，

持续发现未知安全风险，并及时更新风险数据库。城市轨道交通

新线投入初期运营和正式运营时，运营单位应同步组织开展风险

全面辨识。初期运营期间，可视情增加辨识频次。 

遇到以下情况之一的，还应对特定领域、特定环节、特定对

象开展风险专项辨识： 

（一）运行环境发生较大变化； 

（二）运营单位部门分工进行较大调整； 

（三）发生运营险性事件； 

（四）新设备、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投用； 

（五）车辆、信号、通信、供电、站台门、自动售检票等关

键系统，以及车站、轨道和路基、桥梁、隧道等设施大中修和更

新改造后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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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发生较大变化； 

（七）需开展风险专项辨识的其他情况。 

第十条  运营单位应按照“分级管控”原则建立健全风险管

控工作机制。对于重大风险，应由运营单位负责人牵头组织制定

管控措施并督促落实；对于较大风险，应由专业部门负责人牵头

组织制定管控措施并督促落实；对于一般风险及较小风险，应由

专业部门负责人或相关专业技术人员组织制定管控措施并由班

组负责人督促落实。 

运营单位应对重大风险编制监控方案和专项应急措施，并对

涉及重大风险的相关人员组织开展安全防范、应急逃生避险和应

急处置等的宣传、培训和演练。运营单位应按照有关规定建立重

大风险公告制度，并向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主管部门报告。 

第十一条  风险管控措施弱化、失效、缺失发生运营险性事

件的，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后，应及时对相关工作进行评估总结，

对管控措施进行完善改进。 

因人员、设施设备、作业环境、管理等因素变化，台风、洪

涝、冰雪等气象灾害和地震、山体滑坡、地质塌陷等地质灾害，

或其他因素引起安全风险上升、管控效果降低、安全问题凸显时，

运营单位应及时将风险预警和管控要求通知到相关管理和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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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并完善风险数据库有关管控措施。 

 

第三章  隐患排查治理 

 

第十二条  本办法所称隐患排查治理是运营单位对城市轨

道交通运营过程中风险管控措施弱化、失效、缺失等，进行排查、

评估、整改，消除人的不安全行为、物的不安全状态、环境的不

安全因素、管理上的缺陷的闭环管理活动。 

隐患分为重大隐患和一般隐患两个等级。重大隐患是指可能

直接导致安全生产事故或列车脱轨、列车冲突、列车撞击、列车

挤岔、重点区域火灾、土建结构和基础严重病害、车站和轨行区

淹水倒灌、大面积停电、通信网络瘫痪、信号系统重大故障、车

辆重大故障、乘客踩踏等运营险性事件发生的隐患，且一般具有

危害和治理难度大、易造成全线/区段停运或封闭车站、关键设

施设备长时间停止运行、需要较长时间治理方能排除、本单位自

身难以排除等特点。一般隐患是指除重大隐患外，其他可能影响

运营安全的隐患，一般具有危害或治理难度较小，能够快速消除

等特点。 

第十三条  运营单位应对照风险数据库，逐项分析所列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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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控措施弱化、失效、缺失等带来的隐患，并按照“一岗一册”

的原则分解到各岗位，形成各岗位的隐患排查手册，明确排查内

容、排查方法、排查周期等内容。隐患排查手册还可参照《城市

轨道交通运营安全隐患排查规范》JT/T 1456完善相关内容。 

第十四条  隐患排查包括日常排查、专项排查等方式。日常

排查是指结合班组、岗位日常工作组织开展的经常性隐患排查，

其中，班组负责人至少每周组织排查 1次，专业部门负责人至少

每月组织排查 1次，排查范围应覆盖日常生产作业环节。专项排

查是运营单位在一定范围、领域组织开展的针对特定隐患的排

查，可与运营单位专项检查、安全评估、季节性和关键时期检查

等工作结合开展。遇到以下情况之一的，应开展专项排查： 

（一）桥梁、隧道、轨道和路基、车辆、信号、通信、供电、

站台门、自动售检票等关键设施设备大中修和更新改造； 

（二）以防汛、防台风、防火、防高温、防寒等为重点的季

节性隐患排查； 

（三）重要节假日、重大活动等关键运输节点前； 

（四）重点施工作业进行期间； 

（五）发生重大故障或运营险性事件； 

（六）根据政府或有关管理部门安全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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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需开展专项排查的其他情况。 

第十五条  隐患排查过程中，发现情况较为紧急的，运营单

位应立即采取划定隔离区域、工作人员现场盯控等防范措施，并

及时告知相关人员，防范事态扩大；情况特别紧急的，应视情采

取人员疏散、停止作业或停用有关设施设备、封锁线路或关闭车

站等安全控制措施，确保运营安全。 

第十六条  对于排查出的一般隐患，运营单位应立即组织消

除，并加强源头治理，避免问题重复发生；无法立即消除的隐患，

应分阶段细化整治措施，未整改完毕前应制定可靠的安全控制和

防范措施。 

一般隐患整改完成后，由运营单位部门负责人或相关专业技

术人员复核确认销号。 

第十七条  对于排查出的重大隐患，运营单位应立即上报城

市轨道交通运营主管部门，由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主管部门挂牌督

办，督促有关责任单位制定并实施严格的隐患治理方案，做到责

任、措施、资金、时限和预案等落实到位。隐患治理方案应自排

查出重大隐患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报送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主管

部门。重大隐患未整改完毕前应制定可靠的安全控制和防范措

施，整改完成后，由运营单位负责人组织验收销号，形成明确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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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结论，并于 3个工作日内报送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主管部门。城

市轨道交通运营主管部门收到验收报告等重大隐患销号材料后，

应在 7 个工作日内对验收结论及程序进行确认，通过的予以销

号，不通过的责令继续整改。必要时可组织专家论证和现场检查

确认。 

对于治理难度大、影响范围广、危险程度高、涉及部门多、

难以协调整治的重大隐患，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主管部门应及时报

告城市人民政府协调解决。 

第十八条  运营单位应建立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台账，记录隐

患排查治理情况，内容至少包括：隐患内容、排查人员、排查时

间、隐患等级、主要治理措施、责任人、治理期限、治理结果、

未能立即消除时的临时措施等。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定期向相关

工作人员通报。 

 

第四章  综合要求 

 

第十九条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主管部门应将运营单位运营

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情况纳入年度监督检查

计划，重点检查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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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运营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制度建设

情况； 

（二）风险数据库、隐患排查手册建立情况； 

（三）重大风险管控措施落实情况； 

（四）重大隐患治理情况。 

第二十条  运营单位应结合隐患排查、事故经验教训等，对

风险管控措施的有效性进行跟踪，掌握风险状态和变化趋势，补

充新辨识的风险，补强和完善风险管控措施，并及时更新风险数

据库。 

新增或更新的风险管控措施及时修订到本单位的相关管理

制度、作业标准或应急预案。其中，重大风险管控措施应在 3个

月内修订完成。 

第二十一条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主管部门和运营单位应依

托智能管理系统，实现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的信息化管

理和信息共享，提高运营安全管理水平。 

第二十二条  运营单位应按年度对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

查治理情况进行分析，总结工作开展情况，研判风险演变趋势和

隐患升级苗头等问题。运营单位应在每年 3月底前将上一年度分

析情况书面报送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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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条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主管部门和运营单位应主

动畅通渠道，接受其他单位和个人对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隐患

的情况反映。接到反映后，应按照权限要求及时组织核实和治理。

运营单位应按照有关规定建立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机制。 

第二十四条  运营单位未按照规定落实风险分级管控和隐

患排查治理工作的，按有关规定处理。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

排查治理工作中涉及其他部门职责，或关于网络安全、消防、特

种设备等另有规定的，按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交通运输部关于

印发〈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管理

办法〉的通知》（交运规〔2019〕7号）同时废止。 

 

抄送：太原、呼和浩特、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南京、

无锡、徐州、常州、苏州、南通、淮安、镇江、杭州、宁波、温

州、嘉兴、绍兴、合肥、芜湖、福州、厦门、南昌、济南、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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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洛阳、武汉、黄石、长沙、广州、深圳、南宁、三亚、成

都、贵阳、昆明、红河、文山、西安、咸阳、兰州市（州）交通

运输局（委），石家庄市轨道办，东莞、佛山市轨道交通局，天

水市、乌鲁木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部科学研究院，部法制司、

运输服务司、安全与质量监督管理司、科技司、应急办，中央纪

委国家监委驻交通运输部纪检监察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