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D

特种设备安全管理人员考试大纲

D1 特种设备安全管理人员含义

特种设备安全管理人员是指使用单位的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负责人和具体负责特种设备使用安全管理的人员。

D2 申请人专项要求

（1）具有中专或者高中以上（含中专或者高中）学历：

（2）具有 2年以上特种设备相关工作经历或者安全管理工作经历；

（3）具有相应的特种设备基础知识、法律法规知识、使用管理知识、应急管理知识等。

D3 考试方式

采取理论知识考试方式，应当采用“机考化”考试，具体考试内容见本大纲附录 da。

D4 理论知识考试内容比例和要求

考试各部分内容所占比例：基础知识占 10%，法律法规知识占 30%，使用管理知识占 30%，应急管理知识占

30%。

理论知识考试，考试题型包含判断题、选择题，考试题目数量为 100 题，考试时间为 60 分钟。

D5 其他要求

鼓励考试机构根据申请人所在单位的设备类别，自动生成针对性强的考试题目。



附录 da

特种设备安全管理人员理论知识

da1 基础知识

da1.1 各类特种设备定义（参考《特种设备目录》）

（1）锅炉的定义及结构组成；

（2）压力容器（含气瓶）的定义及结构组成；

（3）压力管道的定义及组成元件；

（4）电梯的定义及主要部件；

（5）起重机械的定义及主要受力结构件；

（6）客运索道的定义及结构组成；

（7）大型游乐设施的定义及结构组成；

（8）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的定义及驱动方式

da1.2 特种设备的分类（按照《特种设备目录》）

（1）锅炉的分类；

（2）压力容器（含气瓶）的分类；

（3）压力管道的分类；

（4）电梯的分类；

（5）起重机械的分类；

（6）客运索道的分类；

（7）大型游乐设施的分类；

（8）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的分类。

da1.3 各类特种设备检验周期

da1.4 高耗能特种设备（参考《高耗能特种设备节能监督管理办法》）

（1）高耗能特种设备定义；

（2）高耗能特种设备的使用要求。



da2 法律法规知识

da2.1 使用单位使用特种设备时应当遵循的基本要求

（1）特种设备安全法立法宗旨（《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一条）；

（2）特种设备安全法适用范围（《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二条、第一百条）；

（3）特种设备安全工作应当遵循的原则（《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三条）；

（4）特种设备使用安全的责任主体及人员要求（《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十三条）；

（5）安全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持证上岗要求（《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十四条）；

（6）使用单位的责任和义务（《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十五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八条）；

（7）采用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应用的实现途径（《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十六条）；

（8）安全责任保险的政策引导（《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十七条）；

（9）电梯安装、改造、修理的主体的要求（《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二十二条）；

（10）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单位提供竣工资料的义务（《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二十四条）；

（11）特种设备的制造、安装、改造、重大修理过程进行监督检验的规定（《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二十五条）；

（12）使用登记的规定（《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三十三条）；

（13）使用单位建立安全管理制度的要求（《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三十四条）；

（14）使用单位建立安全技术档案的要求（《待种设备安全法》第三十五条）；

（15）使用单位设置安全管理机构或者配备安全管理人员的要求（《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三十六条）；

（16）特种设备安全距离、安全防护措施要求（《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三十七条）；

（17）特种设备维护保养和自行检查的要求（《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三十九条）；

（18）定期检验的要求（《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四十条）；

（19）安全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的责任（《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四十一条）；

（20）特种设备故障或者异常情况处理的要求（《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四十二条）；

（21）电梯、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特殊规定（《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四十三条）；

（22）电梯维护保养的特殊规定（《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四十五条）；

（23）特种设备改造、修理变更使用登记的规定（《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四十七条）；



（24）特种设备报废的规定（《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四十八条）；

（25）特种设备安全法的施行日期。

da2.2 使用单位安全与节能知识及相关责任义务

（1）使用单位安全、节能方面的责任和义务（《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七条）；

（2）使用单位节能投入的要求（《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第八条）；

（3）特种设备的能效要求（《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第二十九条）；

（4）作业人员安全、节能教育和培训（《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第三十九条）；

（5）《高耗能特种设备节能监督管理办法》的适用范围；

（6）使用单位的节能管理和岗位责任制度（《高耗能特种设备节能监督管理办法》）；

（7）高耗能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要求（《高耗能特种设备节能监督管理办法》）；

（8）高耗能特种设备安全技术档案（《高耗能特种设备节能监督管理办法》）；

（9）高耗能特种设备运行要求（《高耗能特种设备节能监督管理办法》）；

（10）高耗能特种设备报废要求（《高耗能特种设备节能监督管理办法》）；

（11）《高耗能特种设备节能监督管理办法》的施行日期。

da2.3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管理知识和要求

（1）作业人员的定义和持证要求（《特种设备作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

（2）申请《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和作业人员证》的条件（《特种设备作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

（3）作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和培训（《特种设备作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

（4）使用单位对作业人员的管理义务（《特种设备作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

（5）作业人员应遵守的规定（《特种设备作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

（6）《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和作业人员证》的复审要求（《特种设备作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

（7）《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和作业人员证》的使用规定（《特种设备作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

da2.4 使用单位在事故应对、事故调查和处理工作中的义务

（1）使用单位制定应急专项预案的要求（《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六十九条）；

（2）特种设备事故处置和事故报告的规定（《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七十条）；



（3）特种设备事故预防和赔偿（《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七十三条）。

da2.5 使用单位的法律责任

（1）使用单位相关法律责任（《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八十三条、第八十四条、第八十六条）；

（2）电梯、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使用单位的特殊责任（《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八十七条）；

（3）发生特种设备事故后使用单位及相关人员的责任（《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八十九条、第九十条、九十一

条）；

（4）安全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的责任（《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九十二条）；

（5）使用单位不接受监督检查的责任（《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九十五条）；

（6）承担民事或者刑事责任的规定（《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九十七条、第九十八条）；

（7）使用单位的违规处罚（《特种设备作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

（8）高耗能特种设备违规处罚（《高耗能特种设备节能监督管理办法》）。

da3 使用管理知识（参考《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

da3.1 使用单位的责任和义务

（1）安全节能管理制度；

（2）操作规程；

（3）采购和使用要求；

（4）安全管理机构设置、安全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配备要求；

（5）使用登记要求；

（6）设备台账和档案管理要求；

（7）事故应急预案以及定期应急演练要求；

（8）事故的报告、调查与处置要求

da3.2 安全管理机构、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要求

（1）安全管理机构的设置和职责；

（2）安全管理人员的职责：

（3）作业人员的职资；



（4）人员安全与节能培训教育的要求；

（5）作业情况检查的要求。

da3.3 设备的维护保养与检查要求

（1）经常性维护保养和定期自行检查的要求；

（2）试运行安全检查与安全警示（适用于电梯、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等）；

（3）使用单位配合定期检验的要求；

（4）隐患排查与异常情况处理的要求。

da3.4 特种设备现场安全监督检查（参考《特种设备现场安全监督检查规则》）

（1）特种设备现场安全监督检查的概念；

（2）特种设备现场安全监督检查方式与程序；

（3）特种设备现场安全日常监督检查（项目与内容）；

（4）特种设备现场安全专项监督检查（项目与内容）。

da4 应急管理知识

da4.1 基础知识

（1）风险的相关知识（包括风险、风险辨识、风险分析、风险评价、风险评估、风险控制、风险分级、风险

管理）；

（2）危险源的相关知识（包括危险、危险源、重大危险源、重大危险源辨识）；

（3）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相关知识。

da4.2 应急预案编制（参考国家标准《特种设备应急预案编制导则》）

（1）编制程序（包括成立工作组、基本情况调查、风险和应急能力评估、应急预案编制及评审、应急预案实

施与改进）；

（2）主要内容（包括编制目的、依据、适用范围、基本情况、风险描述、应急组织、预防与预警、事故报告

和信息发布、应急响应与处置、应急结束和使用恢复、事故调查、保障措施、应急预案管理）。

da4.3 特种设备常见事故应急处置（参考：特种设备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导则》

（1）设备种类[锅炉、压力容器（含气瓶）、压力管道、电梯、起重机械、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场（厂）



内专用机动车辆]：

（2）事故特征；

（3）事故致因；

（4）事故后果；

（5）事故处置。

da4.4 特种设备事故常识（参考《特种设备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导则》

（1）特种设备事故的定义；

（2）事故分级（包括一般事故界定条件、较大事故界定条件、重大事故界定条件、特别重大事故界定条件）；

（3）事故调查的目的（安全监察机构履职的重要手段；研究、认识和遵循规律的重要途径；推动落实安全责

任的重要手段；安全教育的重要平台；提高队伍素质的重要载体）；

（4）事故调查的原则（实事求是的原则、尊重科学的原则、客观公正的原则、不放过的原则）；

（5）事故原因分类（直接原因、间接原因、主要原因、次要原因）；

（6）事故性质分类（责任事故、非责任事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