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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lated data analysis of China and USA shows that the work-related injuri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roportion of each industry. High-incidence period is often in the period when the proportion of the 
secondary industry rises. Increasing proportion of the tertiary industry does good to decrease the number of 
employees in highly risky industries and lower accident hazard. Effective channels attributable to improving 
safety situation are to change industry structure, develop the tertiary industry and plan three industries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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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2010 年中国和美国三次产业事故风险分析研究 
吴宗之  张圣柱*  曾明荣 

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012 

摘要：中美两国相关数据分析表明，工伤事故情况与各产业的比重密切相关，事故高发期多发生在
第二产业比重上升期。第三产业比重的增加有利于减少高危行业从业人员数量、降低事故风险。转
变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合理统筹三次产业发展是促进安全发展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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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安全生产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文明程度

的重要指标。近年来，我国安全生产形势总体趋于

稳定，表现在事故总量下降，工矿商贸行业安全生

产状况趋于好转，建筑、交通、烟花爆竹和民爆器

材等相关行业和领域的安全工作取得成效；但另一

方面安全生产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与欧盟、美国和

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生产事故总量较大，重

特大事故频繁发生，职业危害严重。由对各产业事

故风险的分析可知，以采矿业、建筑业和制造业为

代表的第二产业其事故风险较高，第一产业和第三

产业的事故风险较低。大力发展低风险产业，尤其

是第三产业，不仅有利于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升

级、提高经济发展的现代化水平，同时由于大多数

服务业的事故风险较低、就业容量大，能在扩大就

业的同时改善安全生产状况。1-4 本文基于三次产业

的发展过程，对比现阶段我国与美国在安全生产方

面存在的差距，分析各产业事故风险特点，探讨转

变产业结构的重要性。 

2. 产业事故风险分析 

2.1. 我国三次产业事故风险分析 

2006-2010 年我国工矿商贸事故按国民经济行

业划分十万人死亡率如表 1 所示。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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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6-2010 年各行业十万人死亡率 

                          年份 

类别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5 年平均 

农、林、牧、渔业 3.28 2.31 2.37 2.81 2.58 2.67 

采矿业 135.55 114.05 100.51 75.33 65.91 98.27 

制造业 9.98 10.10 9.69 8.58 8.15 9.30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10.12 10.48 11.42 9.33 6.76 9.62 

建筑业 27.98 28.29 27.82 23.44 21.85 25.88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3.65 3.29 3.69 3.34 2.98 3.39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3.12 2.92 3.33 2.76 1.99 2.82 

批发和零售业 2.49 2.27 2.53 2.57 1.94 2.36 

住宿和餐饮业 2.83 2.33 2.86 3.27 2.10 2.68 

金融业 0.13 0.06 0.09 0.02 0.04 0.07 

房地产业 2.28 2.18 2.42 2.62 1.84 2.27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7.30 9.01 6.64 5.40 4.48 6.57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2.32 2.94 2.58 1.25 1.30 2.08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3.13 6.42 4.63 4.42 5.07 4.73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50.40 75.20 58.96 51.53 40.37 55.29 

教育 0.12 0.12 0.15 0.10 0.07 0.11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0.20 0.25 0.24 0.13 0.05 0.17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1.63 1.60 3.86 3.24 2.89 2.64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0.02 0.11 0.09 0.11 0.06 0.08 

全部行业平均 12.91 12.15 11.17 9.18 8.13 10.71 

注：1.十万人死亡率由各行业死亡人数和就业人数求得，各行业死亡人数数据来源于国家安监总局 2006-2011 年事故统计  
     年报，各行业就业人数数据来源于 2006-2011 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2.部分行业因未充分将农民工计入就业人数导致十万人死亡率偏高，统计数据不包括交通事故； 
3.行业分类参照 GB/T 4754-2011《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由表 1 可知，我国不同行业事故风险差异巨大。

各行业 2006-2010 年 5 年平均十万人死亡率中，最

高的是采矿业，达 98.27，是最低的金融业(十万人

死亡率为 0.07)的 1400 余倍，其次分别是居民服务

和其他服务业、建筑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

供应业以及制造业，除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属第

三产业外，其他均属于第二产业。第一产业的十万

人死亡率较低。 

第二产业中，采矿业的十万人死亡率是全行业

中最高的，建筑业的十万人死亡率为 25.88，电力、

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与制造业的十万人死亡

率在 9～10 之间，第二产业事故风险最高。 
第三产业中，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的十万人

死亡率最高，达 55.29，远超过建筑业，其他行业

的十万人死亡率均较低，其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

十万人死亡率为 6.57，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

业的十万 

表 2  2006-2010 年我国部分行业一次死亡 10 人以上事故情况 

            时间 

      数据 

类别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事 故

起数 

所 占

比例 

(%) 

事 故

起数 

所 占

比例 

(%) 

事 故

起数 

所 占

比例 

(%) 

事 故

起数 

所 占

比例 

(%) 

事 故

起数 

所 占

比例 

(%) 

煤矿和非煤矿山 41 42.7 30 35.3 41 42.3 24 35.8 26 30.6 

建筑业 1 1.0 7 8.2 5 5.2 4 6.0 6 7.1 

工矿商贸合计 48 50.0 44 51.8 50 51.5 33 49.3 37 43.5 

注：事故数据来源于国家安监总局事故统计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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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死亡率为 4.73，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十万

人死亡率为 3.39，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业、科学研

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和文化、体计算机服务

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

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和文化、体

育和娱乐业的十万人死亡率在 2～3 之间，卫生、

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与教育的十万人死亡率更

低，在 0.1～0.2 之间，金融业与公共管理和社会组

织的十万人死亡率最低，均小于 0.1。第三产业中

的大多数行业事故风险远低于第二产业。 
2006-2010年我国部分行业一次死亡 10人以上

事故情况如表 2 所示。 

由表 2 可知，工矿商贸行业所发生一次死亡 10
人以上事故占全国所发生重特大事故（2006-2010
年分别为 96 起、85 起、97 起、67 起、85 起）的

比例一直在 50%左右，而煤矿和非煤矿山发生的一

次死亡 10 人以上事故又占工矿商贸行业重特大事

故的较大部分，表明煤矿和非煤矿山开采容易导致

重特大事故，给安全生产工作带来巨大负面影响，

建筑业和其他行业的重特大事故相对较少。 

2.2. 美国三次产业事故风险分析 

2006-2010 年美国各行业十万人死亡率如表 3
所示。 

表 3  2006-2010 年美国各行业十万人死亡率 

              时间 

          

          数据 

类别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5 年平均 

死亡 
人数 
(人) 

死亡 
率 

死亡 
人数 
(人) 

死亡 
率 

死亡 
人数 
(人)

死亡 
率 

死亡 
人数 
(人) 

死亡 
率 

死亡 
人数 
(人)

死亡 
率 

死亡 
人数 
(人) 

死亡 
率 

1.商品生产             

 农林渔牧业 655 30.0 585 27.9 651 29.4 551 26.0 621 27.9 613 28.24 

 采矿业 192 28.1 183 25.1 175 18.0 101 12.7 172 19.8 165 20.74 

 建筑业 1239 10.9 1204 10.5 969 9.6 816 9.7 774 9.8 1000 10.10 

 制造业 456 2.8 400 2.5 404 2.5 304 2.2 329 2.3 379 2.46 

2.服务业             

 批发贸易 222 4.9 207 4.7 175 4.2 186 4.9 191 4.9 196 4.72 

 零售贸易 359 2.2 348 2.1 290 2.0 291 2.1 311 2.2 320 2.12 

 运输仓储 860 16.8 890 16.9 762 14.2 579 12.1 661 13.7 750 14.74 

 信息与传媒 66 2.0 79 2.3 45 1.4 32 1.1 43 1.5 53 1.66 

 金融、保险、地产、
租赁等 

126 1.2 119 1.2 103 1.0 101 1.1 113 1.3 112 1.16 

 科技、管理及行政
服务 

459 3.2 476 3.1 389 2.7 394 2.9 364 2.6 416 2.90 

 教育、健康及社会
服务 

178 0.9 149 0.7 137 0.7 136 0.7 171 0.9 154 0.78 

 艺术、娱乐及住宿
餐饮 

265 2.3 260 2.2 233 2.2 216 2.1 238 2.3 242 2.22 

 其他 183 2.6 175 2.5 172 2.5 166 2.7 192 3.0 178 2.66 

3.政府公共管理 520 2.4 545 2.5 522 2.3 450 1.9 484 2.2 504 2.26 

注：1.数据来源于美国劳工局 2006-2011 年的统计数据； 
    2.数据不包含军事领域，从业人员年龄不小于 16 周岁。 

 
由表 3 可知，美国第一产业的十万人死亡率最

高，达 28.24，就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与我国相比

较，尽管美国总体事故死亡人数远少于我国，但其

各行业事故风险特点与我国相似。采矿业事故导致

的死亡人数虽较少，但由于从业人数少，其十万人

死亡率非常高，平均达 20.74，建筑业事故造成的

死亡人数最多，达 1000 人/年，十万人死亡率也较

高，平均达 10.10，制造业事故风险较低，十万人

死亡率为 2.46。第三产业中，除运输仓储业的十万

人死亡率(达 14.74)较高外，其他行业的十万人死亡

率均较低，其中批发贸易的十万人死亡率为 4.72，
科技、管理及行政服务、政府公共管理、艺术、娱

乐及住宿餐饮和零售贸易的十万人死亡率在 2～3
之间，信息与传媒和金融、保险、地产、租赁等行

业的十万人死亡率在 1～2 之间，教育、健康及社

会服务业的十万人死亡率小于 1。总体上讲，第二

产业事故风险远高于第三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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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产业事故风险差异性 

不同产业在工作环境、作业条件、工作场所作

业人员密度、生产过程中所涉及的危险物质的及数

量等方面存在的差别，决定其具有不同的事故风

险。第二产业中的采矿业、建筑业和制造业的行业

特点决定其具有高事故风险。例如煤矿井下存在瓦

斯、水害等灾害因素，工作环境复杂，作业条件特

殊，且大量工人处于同一采区进行采掘，易导致重

特大事故；建筑业因需要进行高空作业、施工过程

需要大量起重机械设备以及复杂的地质条件而容

易引发高处坠落事故、机械伤害事故和坍塌事故；

复杂的制造业因生产工艺常常涉及高温、高压，生

产或使用危险材料而容易引发火灾、爆炸和毒物泄

漏扩散等事故。而第三产业的大多数行业特点决定

其具有低事故风险，由于人员在低风险环境中工

作，所接触的物质危险性低，引发人身伤害事故的

概率和严重度均较小。 

3. 第二产业部分行业风险分析 

2006-2010 年，煤矿、非煤矿山、建筑业和制

造业四个事故风险高的行业每年事故死亡人数（如

表 4 所示）占工矿商贸领域事故死亡人数的总量分

别为 88.9%、87.1%、87.1%、86.1%和 88.9%。 

表 4  2006-2010 年我国工矿商贸部分行业事故死亡人数 

年份 

行业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煤矿 4746 3786 3215 2631 2433 

非煤矿山 2277 2188 2068 1542 1271 

建筑业 2546 2722 2702 2760 2769 

制造业 3244 3393 3225 2993 2966 

工矿商贸合计 14412 13886 12865 11532 10616 

 
2006-2010 年，我国原煤产量由 23.25 亿吨增长

到 32.5 亿吨，年均增长 8.7%，煤矿事故死亡人数

由 4746 人下降到 2433 人，年均下降 15.4%，原煤

生产在满足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对能源大量需求的

同时，安全生产形势逐步好转，但事故死亡人数与 

 
重特大事故起数仍较多（2006-2010 年煤矿重特大

事故起数分别为 39、28、38、20 和 24），尤其是

特别重大事故给煤矿安全生产带来较大负面影响。

2006-2010 年我国原煤产量与煤矿事故死亡人数如

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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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6-2010 年我国原煤产量与煤矿事故死亡人数 

 
2006-2010 年，我国建筑业实现增加值由 12409

亿元增长到 26451 亿元，年均增长 20.8%，建筑业

在实现增加值翻番的同时 ,建筑事故死亡人数由

2546 人增长到 2769 人，事故死亡人数居高不下、 

 
波动较小，事故死亡人数呈上升趋势，安全形势严

峻，安全生产问题十分突出。2006-2010 年我国建

筑业增加值与建筑事故死亡人数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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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  2006-2010 年我国建筑业增加值与建筑事故死亡人数 

由以上数据分析可知，近 5 年来，我国经济在

实现较快增长的同时，安全生产状况总体稳定，但

部分行业安全生产形势不容乐观，表现在建筑业安

全生产形势十分严峻，制造业事故死亡人数较多，

采矿业安全生产状况虽实现逐步好转，但事故死亡

人数和重特大事故起数依然较多，这 3 个行业仍然

是事故多发的高风险行业。 

4. 三次产业的发展过程与事故变化趋势 

4.1. 我国的产业发展过程与安全生产状况 

建国初期，第一产业比重最大，农业实现的增

加值最高，为了发展经济，我国开始制订并实施 5
年规划，优先发展重工业，使第二产业的比重快速

上升，第一产业的比重逐步下降，1950-1977 年间，

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比重波动较大，并呈此消彼    

改革开放后的 1978-1984 年间，我国对产业结构进

行了调整，1984 年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比重分

别为 32.1%、43.1%和 24.8%，总体特点是第一产业

比重提高，第二产业比重趋于下降；1985-1992 年

间，第三产业的比重迅速上升，1992 年第一、第二

和第三产业的比重分别为 21.8%、43.4%和 34.8%；

1993 年至今，我国产业结构变化的总体特点是第一

产业的比重不断下降，第二、第三产业的比重不断

上升。近十年来，我国经济处在高速发展时期，国

内生产总值由 1999 年的 82054 亿元增长到 2010 年

的 397983 亿元，年均增长 15.4%，经济总量是 1999
年的近 5 倍，其中第二产业的增加值一直占国内生

产总值的 50%左右。7-10 1949-2010 年我国三次产业

所占比重与工矿商贸事故死亡人数的变化如图 3 所

示。

长的态势，第三产业的比重变化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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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949-2010 年我国三次产业所占比重与工矿商贸事故死亡人数 

Published by Atlantis Press 
    Copyright: the authors 
                    56



 Z. Wu et al  
 

 

 

由图 3 可知，建国以来我国工矿商贸事故死亡

人数的波动与第二产业的变化趋势基本相同，5 次

事故高峰（1960 年、1973 年、1979 年、1995 年、

2003 年）均出现在第二产业比重上升时期，第二产

业比重下降时，安全形势又逐步实现好转。 
近年来，随着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

济结构、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改造提升制造业、加

快发展服务业等产业结构调整目标的提出 11, 12 ，第

二产业所占比重不断减少，第三产业所占比重持续

增加。与此同时，第二产业不断转型升级，针对煤

矿，提出了建设大型煤炭基地、推进煤炭企业联合

重组等导向政策，对于制造业，提出了淘汰落后产

能、优化结构、发展先进装备制造业等转型升级方

针，对于危险化学品，提出了按照基地化、大型化、

一体化方向调整化学工业布局，对于建筑业，严格

了行业准入条件。第三产业的持续快速发展和第二

产业内部的转型升级使得安全生产状况持续稳定

好转。 

4.2. 主要发达国家的产业发展过程与安全生况 

目前，第三产业在美国全部经济活动中的比重

已超过 80%，在欧洲和日本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已超

过 70%，并呈上升趋势。美国三次产业发展过程中，

在第二产业所占比重较大时期，建筑业、制造业等

产业高速发展，出现过事故频发、工伤人数居高不

下的情况，随着第三产业所占比重的增加，安全生

产形势逐步改善，现在工伤事故已经下降到较低的 
水平。日本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20 世纪 50 年代

以后，随着制造业的兴起，其安全生产问题突显，

工伤事故死亡人数剧增，l961 年工伤事故死亡人数

达到了历史最高的 6712 人，1956-1973 年完成了重

化工业的调整，1974-1980 年完成了知识密集化和

高附加价值化的调整，随着产业的不断发展、第三

产业所占比重的增加，以及所采取的相关技术、监

管等措施，工伤事故逐步得到控制，从 1998 年起

其工伤死亡人数已控制在 2000 人以下。13-16 

4.3. 三次产业发展与事故变化趋势的关系 

由国内外三次产业的发展过程与事故变化趋

势的分析可知，在第二产业迅速发展、所占比重较

大时期，工伤事故伤亡人数多，安全生产形势严峻，

当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并使第三产业的比重明显增

加后，安全生产形势明显改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有利于减少高风险行业从业人数，规避高风险行

业。 

5. 结束语 

不同行业的特点决定了其固有的伤亡事故风

险，采矿业、建筑业和制造业是现阶段我国事故多

发的高风险行业，3 个行业的事故死亡人数占工矿

商贸领域事故死亡人数的 86%以上。 

安全生产水平与产业发展状况密切相关，事故

高发期多出现在第二产业比重的增加期，而第三产

业比重的增加有助于改善安全生产状况。目前我国

正处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大力发展第三产

业，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和水平，减少高风险行业

从业人数，是改善我国安全生产状况的根本途径。 
现阶段第二产业仍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

柱，比重仍较大，在短时间内难以根本改变，应继

续推动第二产业转型升级，依靠科技进步和技术创

新，淘汰落后工艺、技术与装备，优化原材料工业，

发展先进装备制造业，提升消费品工业，对于第二

产业内的高危行业，实行严格的安全准入制度和从

业人员安全资格制度，构建安全、稳定的第二产业

体系。 
大力发展安全产业，依靠安全科技和安全装

备，提高三次产业的安全保障能力，形成安全检测

监控、应急救援装备、个体防护用品、本质安全化

装备与材料、安全培训、评价与咨询服务等产业，

实现安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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