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通部在线访谈《常压液体危险货物罐车治理工作方案》解读

中物联危化品物流分会昨天

为规范常压液体危险货物罐车（以下简称罐车）生产、登记、使用和检验，集中整治罐车

运营中的各种乱象，提升罐车安全运营水平，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减少道路交通安全事故，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2021 年 4 月 8 日，交通运输部、工业

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等四部门联合印发了《常压液体危险货物罐车治理工

作方案》（简称《方案》）。

https://mp.weixin.qq.com/javascript:void(0);


11 月 23 日上午 09:30，本期访谈邀请到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韩敬华副司长介绍罐车治

理工作相关情况。

以下为采访内容↓↓↓

主持人：我国为什么如此注重罐车治理？

韩敬华：这主要是从安全角度考虑的。近年来，我国危险品物流行业规模持续扩大，罐车

保有量逐年增长，在支撑我国石油、化工等产业的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大量不符合国家

标准要求的罐车进入物流行业并“带病运行”。从统计数据和初步摸底情况看，全国罐车保

有量 18 万辆以上，部分罐车存在不同程度的安全隐患，成为引发道路交通安全事故的重

要原因。一方面，存在“大罐小标”、结构和材料安全性能不满足强制性标准要求、罐体厚

度不达标、关键安全附件缺失等严重安全隐患，极易引发安全事故；另一方面，存在罐体

使用不符合标准的安全附件、不满足介质需求、跑冒滴漏、焊接质量不过关等安全隐患，

在发生交通事故时易引发“二次事故”，加大事故危害。

近年来发生的重特大危险品道路运输事故大都与罐车缺陷有关，如 2012 年包茂高速延安

段“8·26”事故（36 人死亡）、2014 年晋济高速岩后隧道“3·1”事故（40 人死亡）。同时，

不合规罐车大量运行造成罐车制造行业、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行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等逆

向淘汰现象，极大地影响了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今年是建党 100 周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也是加快建设交

通强国和实施“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抓好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工作，防范化解行业重大

风险，对于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具有高度重要性。危险货物运输是行业安全风险管控

和治理的重中之重。为防范化解罐车重大风险、提升罐车安全运行水平、促进行业规范有

序健康发展，亟需对罐车进行集中治理，加快推进罐车的合规化、标准化、现代化发展。



主持人：党中央、国务院对罐车治理工作做了哪些要求？

韩敬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交通运输、消防、危险化学品等重点领域安全生产

治理，遏制重特大事故的发生”。李克强总理在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电视电

话会议上指出：“要守好安全和质量底线。疫苗、药品、特种设备、危险化学品等领域，

关系到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不能仅仅依靠随机抽查、飞行检查，必须实行全主

体、全品种、全链条的严格监管，落实监管责任，把好每一道关口。”常压罐车同时涉及

交通运输及危险化学品，关系到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存在这么多安全隐患，必

须多措并举，下大力气坚决予以整治，切实加强生产、登记、使用和检验的全过程监督。

近年来，国务院多次对罐车治理工作作出部署。2018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推进运输

结构调整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要求“稳步开展危险货物运输罐车治理工

作”。2019 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交通运输部等部门关于加快道路货运行业转型升级促

进高质量发展意见的通知》，再次提出要“开展常压液体危险货物运输罐车专项治理”。2020

年，国务院安委会印发《全国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计划》，进一步明确要部署开展

常压液体危险货物运输罐车专项治理。

主持人：是哪些具体因素导致常压液体罐车市场失范？

韩敬华：四部门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常压罐车安全隐患突出的原因，主

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在制造环节上，部分罐车制造企业违规生产罐车，片面迎合运输企业的违法违规需求，

对罐车安全配置上“偷工减料”，使用劣质或减配的安全附件，导致罐体出厂就存在安全隐

患，将风险流入道路运输行业。



二是在检验环节上，存在少数罐体检验机构把关不严的问题，部分检验机构在不具备能力

的条件下开展检验，检验流于形式，违法违规出具检验报告，甚至存在虚假检验、违规检

验等情况。

三是在使用环节上，部分运输企业单纯追求经济效益，违规选购和使用罐车时，要求罐车

制造企业违规生产满足其要求，运营中出现罐车跑冒滴漏或安全附件损坏等问题时，不进

行及时维修保养。

四是在管理方面，各部门依职责均只负责罐车某一环节的管理，只解决管理链条中的局部

问题，由于信息不通、衔接不畅，造成管理上的制度缺失和漏洞，未能形成全链条协同监

管体系。

主持人：罐车治理工作的核心措施有哪些？

韩敬华：《方案》以“问题导向、标准引领，标本兼治、疏堵结合，协同推进、联动治理”

为原则，对罐车生产、登记、使用和检验的全过程监督作了统筹部署。

一是强化治理，严把增量。《方案》规定，要严格罐车设计制造、检验检测、注册登记、

营运准入管理，严把准入关口，确保市场中新增罐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标准要求。

二是综合施策，消化存量。《方案》明确，应由专业检验检测机构对存量罐车分批次进行

检验，检验合格的允许正常使用；检验不合格的立即停止使用并限期整改及复检，复检仍

为不合格的依法依规更换同类型罐体或者予以报废。对于缺陷罐车产品，责令生产企业进

行召回处理，强化生产源头治理。

三是疏堵结合，优化管理。《方案》指出，要落实国家标准要求，纠正部分地方采取的“一

罐一品”等不当做法，允许罐车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运输特性一致的货物，提高罐车利

用效率。



四是加强执法，促进共治。《方案》要求，综合运用行政监督、信用监管、信息化监管等

手段，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切实形成监管合力。同时，充分发挥检验机构专业优势及协会

自律作用，促进罐车管理社会共治。

主持人：罐车治理工作的节奏是怎样的？

韩敬华：《方案》设定了 4 个时间节点。一是今年 6 月 1 日起，新进入市场的罐车应当按

照新要求进行检验、登记、办理道路运输证，实现新罐车合规。二是 2022 年 5 月 31 日

前，完成对所有存量罐车的检验。三是 2022 年 11 月 30 日前，全面完成罐车整改。四是

2022 年 12 月 1 日起，全面禁止存在重大安全风险的罐车运行。请大家按照时间节点倒排

工期，特别是运输企业要合理安排存量罐车委托检验，以及新罐车购置或者租赁计划，避

免工作积压和延误。

主持人：罐车治理于今年 6 月 1 日正式启动，现已过去近半年时间。请问咱们交通运输部

门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韩敬华：我们着重开展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开展公益宣贯活动。联合工业和信息

化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指导相关单位，组织开展了治理方案及相关技术标准的线上

公益宣贯活动。二是完善配套管理制度。配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细化了罐车管理

相关管理制度，印发《关于转发具备常压液体危险货物罐车罐体检验资质的检验机构名单

的通知》，明确了具有可移动罐柜、集装箱检验资质的机构，经核准的特种设备（RD7）

检验机构，和取得 CMA 资质认定的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及容器（罐体产品）相关检验检测

机构名单。三是开发专门信息系统。为做好治理进度追踪，保障罐车治理的要求落实到每

一辆罐车上，我们组织开发了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管理系统信息系统，该系统具有

罐车治理信息管理、治理情况查询和检验信息公开等功能。四是建立基础数据库。组织各



地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督促运输企业将罐车信息填报至平台，并完成了审核，形成了存量

罐车基础信息数据库，实行逐一排查、逐一销号。

主持人：在不合规罐车淘汰过程中，社会上会有不理解的情绪，该如何化解？

韩敬华：最重要的是要客观看待不合规罐车淘汰。治理过程中，将会逐步消化淘汰市场中

现存的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罐车，涉及的运输企业和车主短期内可

能会有一定的投入或损失。但请大家一定认识到，放任不合规罐车从事运营，不仅不安全，

还会导致这些企业因对安全运营的投入少而压低整体运价，造成逆向淘汰和恶性循环。通

过开展集中治理，对于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保障运输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定程

度上也会促进运价合理回归，惠及整个行业及社会。

需要给大家提醒的是，今年 4 月 30 日，交通运输部印发了《交通运输执法领域突出问题

专项整治行动方案》，着力改进执法方式、转变执法作风、优化服务水平。今年 11 月 16

日，交通运输部又印发了《关于建立交通运输行政执法规范化长效机制的意见》，确保严

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切实维护交通运输从业人员合法权益。建议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将罐车治理工作与执法规范化长效机制建设进行有机结合，既要严厉打击严重违法违规行

为，也要保障企业及从业人员合法权益。同时，要在地方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依法加

强罐车停放、洗消等管理，强化政策保障，妥善化解矛盾，确保治理工作健康、规范、有

序推进。

来源：交通运输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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