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市地方标准

《特种设备安全保障技术服务导则》（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项目背景和起草过程

1 项目来源

2020 年 11 月 20 日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下达 2020 年度第七批上海市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沪市监标

技〔2020〕560 号）批准了上海市地方标准《特种设备安全保障技术服务导则》

的制定计划项目。

2 标准制修订立项的必要性

作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与航运中心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上海曾先后成功举办了 APEC 峰会、世博会、IEC 大会、进博会等重大活动，是

我国举办各类外交、大型会议、体育赛事、综合性展会等活动的首选地。每一次

重大活动的举办，就是一次流程的再造、经验的梳理，重大活动服务保障常态化

机制在上海也日益完善和成熟。重大活动特种设备的安全保障工作经过多年的探

索、发展和总结，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范化流程，从方案制定、组织领导、工作

实施、应急处置等方面都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和工作成果。

上海市举办的重大活动越来越多，例如进博会已成为一个常驻上海的国际性

展会，这些活动对特种设备安全保障工作的系统性、规范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现行通用方式是针对重大活动特种设备保障任务制定特定工作方案并实施，不同

的组织者和执行者在工作程序、保障项目和执行方法上具有较大的主观性，亟需

通过标准的制定形成统一的行为规范和长效机制。

本标准将制定重大活动特种设备安全保障技术服务导则，推进重大活动特种



设备安全保障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和标准化建设。本标准不仅能规范特种设备安

全保障工作管理水平、提高工作效率，同时可以促进重大活动特种设备安全保障

工作质量提升、降低安全风险。

3 主要参加单位

主要起草单位：上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参与起草单位：上海市嘉定区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上海市青浦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上海市青浦区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

4 主要工作过程

2020年 11月，本标准的制修订通过市局标准化处立项评审。

2020年 12月，编制组在上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召开启动会议。

会议主要讨论了编制组成员组成、标准编制大纲、任务分工和下一步工作计划，

与会参编单位对标准大纲、体系进行了充分讨论并确认了彼此分工。同时根据立

项评审专家的意见，初步完善了标准草案。

2021年 1~5月，编写组成员员根据各自的分工，开展了一系列的调研工作。

内容主要包括：（1）赴国家会展中心调研 2018-2020年上海市进口博览会特种

设备安全保障工作情况；（2）赴青岛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调研 2018年青岛市

上合峰会期间特种设备安全保障工作情况；（3）分组开展了青浦区、浦东新区

和嘉定区的特种设备安全保障工作情况调研。

2021年 6-11月，编制组分别邀请本市特种设备监督管理部门、特种设备检

验机构、电梯制造企业等单位的专家代表召开了专家讨论会。会议提出：（1）

参照 2021年上海进博会特种设备安全保障工作的实际情况，梳理标准中的相关

条款适宜性；（2）补充术语定义“服务机构”“服务人员”；并相应更新条款

内容；（3）增加标准条款中“隐患分级与处理”内容；（4）标准附录的结构简

化和调整相关建议。

2021年 12月，编制组在上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召开第二次工

作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前期调研结果和专家提出的意见，并修正和完善草案部

分内容，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标准讨论稿。

http://shsrprtzsbjdjys.dayinmao.com/


2022年 1-7月，组织编制组内成员、参编单位开展意见征询，特别是分组开

展了附录 B“特种设备安全保障技术服务实施内容和要求”中各类特种设备的行

业内意见征询和项目内容优化，汇总相关意见后完善了该附录的整体内容，增加

了“双预防”相关内容。

2022年 9月编制组邀请了本市特种设备监督管理部门、特种设备检验机构、

消防行业和安防行业等单位的专家代表，召开了专家讨论会。

2022年 9月 29日，编制组在上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召开第三

次工作会议。编制组汇总了专家意见和建议和 2022年上海进博会安全保障工作

的实践经验，对收集各类的意见进行了专项讨论，补充完善了标准的相关内容，

完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二、编制原则

该标准编制遵循以下原则：

——按照 GB/T1.1-2020给出的规则起草；

——与《上海市特种设备使用单位隐患排查治理管理办法》（沪府令 91号

（2012））中的要求协调一致；

——与 TSG 08《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协调一致；

——与引用的相关标准协调，该标准侧重于上海市范围内的重大活动中特种

设备安全保障的技术服务工作；

——主要考虑的是经过充分调研后上海市范围内重大活动中涉及到的特种

设备。

三、主要条款说明

1、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在上海市举办的重大活动中涉及的特种设备安全保障技术服

务的总体要求、服务程序及档案管理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锅炉、压力容器（含气瓶）、压力管道、电梯、起重机械、大

型游乐设施、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等在用特种设备安全保障技术服务的管理

与实施。其他活动的特种设备安全保障技术服务可参照执行。

本文件附录了特种设备安全保障技术服务实施内容和要求，供服务机构参考

使用。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

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33170.1-2016 大型活动安全要求 第1部分：安全评估

3、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1）重大活动

（2）授权部门

（3）安全保障技术服务

（4）服务机构

（5）服务人员

4、总体要求

本文件明确了特种设备安全保障技术服务的工作范围和工作定位，并对服务

机构和使用单位的责任和义务作出界定，同时考虑到重大活动中安全保障工作的

紧迫性和时效性，对相关服务机构提出了便利措施要求。

5、服务程序

本文件规定了特种设备安全保障技术服务的工作程序要求。这些要求区别于

特种设备法定的检验检测工作程序，重点体现了重大活动中特种设备安全保障在

准备工作、服务实施、隐患分级和处理、数据统计和上报等环节的工作要求。这

些要求主要为服务机构规范性的执行安全保障工作提供了指导。

6、档案管理

本文件规定了特种设备安全保障技术服务工作完成后的档案管理要求。主要



从归档资料和保存时间上作出要求，为安全保障工作的数据溯源提供依据。

7、附录 A

附录 A主要提供了《特种设备安全保障技术服务意见通知书》的格式，主要

配合正文中 5.3“隐患分级与处理”来使用。

8、附录 B

附录 B主要提供了特种设备安全保障技术服务实施的内容和要求，主要包括根据前期

的调研工作确认的上海市重大活动特种设备安全保障工作中涉及到的特种设备类别。这些内

容和要求可以作为服务机构实施安全保障技术服务工作时的参考。

四、主要试验的分析

无。

五、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情况

本标准在编制时没有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可以采用。

六、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严格遵循有关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相关要

求，与相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未存在冲突的内容。本标准编制的原则性：

一是细化有关法律、法规的原则性要求，二是对直接和间接引用、细化安全技术

规范和强制性标准的相关要求。

七、标准性质（强制性、推荐性）的建议

本标准建议为推荐性标准。

八、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九、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未出现过重大分歧意见。

十、实施该标准的措施建议

（1）标准发布后，标准归口单位和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将组织特种设备安全

保障技术服务机构、重大活动参与机构、特种设备制造单位进行该标准的宣贯，

使有关人员拥有标准、了解标准、熟悉标准和执行标准。

（2）可以与特种设备培训机构合作，在重大活动举办期间对相关涉及单位

开展培训的时候，对该标准进行解读。

（3）作为上海常驻的重大活动，上海进博会特种设备的安全保障工作可结

合本标准推广应用。

《特种设备安全保障技术服务导则》编写组

2022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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