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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故及调查工作概况

2023 年 12 月 11 日 22 时 09 分许，一辆搭载 6 名劳务作业

人员的小型普通客车从黄茅海水域一建设项目施工便桥离开途

中坠海，造成 3 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 441 万元。

事故发生后，省、市两级党委政府均高度重视。张虎常务副

省长、林涛副省长立即作出批示，要求举一反三，压实责任，加

强监督，避免类似事故发生；江门市委书记陈岸明、市长吴晓晖

等多位市领导第一时间作出批示，要求迅速查清事实和事故原

因，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切实强化在建交通建设项目安全风险隐

患排查整治。市政府有关领导赶赴现场指导事故救援处置工作。

省交通运输厅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开展事故处置工作。

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经市人民政府同意，于 12 月 13 日成立

了由副市长任组长，市政府办公室、市公安局、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应急管理局、市总工会及台山市政府等

部门单位参加的江门台山“12 ・ 11”较大坠车事故调查组（以

下简称“事故调查组”）。江门市纪委监委成立了事故追责问责

审查调查组，对有关单位公职人员和党员涉嫌违纪违法问题开展

审查调查。12 月 12 日，省安委办对该起事故调查处理实行挂牌

督办。

事故调查组坚持“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

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查、调阅资料、视频分析、检测鉴定、

人员问询及专家论证等方式，查明了事故经过、发生原因、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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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认定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对有关

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认真总结事故教训，形成整改

和防范措施建议。

经调查认定，江门台山“12·11”较大坠车事故是劳务作业

人员工作结束后，驾驶员驾驶车辆从钢栈桥离开途中，因驾驶操

作不当撞破防护栏坠海造成的较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二、事故经过

事发当晚 21 时 55 分许，易某某、李某某等泽星钢结构工程

有限公司（项目劳务单位，下简称泽星公司）等员工共 6 人，在

当日工作结束后准备离开工地。因本班组固定用车已被开走，泽

星公司又未及时安排下班用车，故易某某借用其他班组车辆搭载

其他 5 人离开。在车辆调头过程中，对车辆转弯半径和侧距判断

失误，致车辆左前部碰撞钢栈桥防护栏，紧急情况下误把油门当

刹车，导致车辆在惯性作用下急加速撞破防护栏后连人带车坠

海。

三、事故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

根据综合分析，造成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是易某某安全驾驶

意识淡薄，在施工便桥钢栈桥上驾驶车辆操作不当，致车辆撞破

防护栏坠海。

（二）间接原因

1.驾驶员管理不到位。驾驶员管理者及其所属单位未针对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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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区域存在较大通行安全风险的钢栈桥进行必要的安全驾驶和

应急技能操作培训；对驾驶员调配不合理，班组作业人员同时兼

任驾驶员，存在工作结束后疲劳驾驶风险；驾驶员安全技术交底

执行不到位，未采取有效措施规范驾驶员日常驾驶行为。

2.劳务单位自有车辆管理不到位。车辆管理者对劳务用车管

理不到位，未督促班组车辆驾驶员严格遵守项目部关于驾驶员之

间不得互换车辆驾驶的规定，未对班组间私下混用车辆的行为规

范管理，对通勤工作车辆及其驾驶员日常使用管理情况检查不

力，车辆调配使用管理混乱。易某某驾驶非本班组固定常用的备

案车辆，对车况不够熟悉，对事故发生有一定影响。

四、事故责任以及处理建议

（一）易某某。泽星公司在相关劳务项目的电焊班组长、车

辆驾驶员，未严格遵守项目经理部车辆驾驶人员管理规定，违规

私下借用并驾驶非本班组的小型普通客车，因驾驶操作不当致车

辆撞破防护栏坠海，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已被依法批捕，

建议追究其刑事责任。

（二）陈某某。泽星公司在相关劳务项目现场负责人及劳务

工作车辆、班组驾驶员直接管理者，对劳务工作车辆使用管理不

到位，未督促易某某严格遵守项目部车辆驾驶人员管理规定，未

能及时发现并纠正易某某违规私下借用其他班组车辆驾驶的行

为，监督检查驾驶员落实安全技术交底不到位，未针对项目区域

特殊路段钢栈桥组织必要的安全驾驶和应急技能操作培训，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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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建议对其作出行政处罚。

（三）谢某某。江门市泽星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

未建立健全该劳务项目工作车辆调配使用及驾驶员管理制度，对

本单位在该劳务项目安全生产工作督促检查不到位，未能发现及

消除该劳务项目中存在劳务用车管理混乱、驾驶员安全驾驶培训

不到位、未针对性组织制定劳务项目实施全过程中的应急预案等

隐患问题，未依法履行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职责，对事故发

生负有管理责任。建议对其作出行政处罚。

（四）江门市泽星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相关劳务分包单位，

未有效履行本单位组织实施所承接劳务项目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未建立健全所属劳务队伍工作车辆驾驶员管理制度，劳务工作车

辆安全管理责任缺失，车辆调配管理混乱；未结合项目区域特殊

路段钢栈桥安全风险组织驾驶员进行针对性教育培训，致使班组

驾驶员安全意识不强；未定期组织实施对劳务项目安全生产情况

进行检查，对所属劳务工作车辆及其驾驶员日常使用管理情况监

督检查不到位，未建立形成相关检查记录台账，对班组间随意违

规互换固定通勤工作车辆失控漏管，影响驾驶安全；未按照劳务

分包合同要求，组织制定该劳务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生产安全应急

救援预案并组织演练，事故车辆驾乘人员应急处置能力不足。对

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对其作出行政处罚。

（五）王某某。项目经理部经理、项目负责人，未按规定时

限向有关部门报告事故，建议对其作出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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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事故主要教训

（一）劳务从业人员素质有待提升。劳务从业人员安全责任

意识淡薄，纪律松散，安全素养不高。未充分意识在钢栈桥等特

殊路段上驾驶车辆存在的安全风险，在驾车过程中思想麻痹大

意，安全驾驶意识不足，出现危急状况时应急处突能力明显不足。

事发后，还存在作伪证诬告陷害他人的情形，法律意识淡薄。

（二）劳务分包单位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未有效承担劳务

项目应有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对劳务队伍安全生产状况不够重

视，相关巡查检查不到位。劳务工作车辆管理制度不完善，用车

调配使用管理混乱，驾驶员管理制度缺失，车辆互换驾驶容易导

致对车况不熟悉、操作不娴熟，进一步影响行车安全。

六、整改和防范措施建议

（一）深刻汲取事故教训，筑牢安全发展理念。各地各部门、

各单位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切实提升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能力，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

思维，强化本系统、本行业、本领域风险研判和隐患排查治理能

力，举一反三压实各重点行业领域、重点环节、重点部位安全管

理责任，采取坚决有效措施守好安全底线，切实提升我市在建项

目等重点领域安全生产水平，坚决防范遏制较大以上事故发生。

相关项目单位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进一步健全完善各环节管理

制度，进一步厘清细化参建各方安全管理职责边界，采取有效措

施强化工程项目全链条、全过程监督检查，堵塞管理漏洞，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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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实压紧各方安全主体责任，坚决杜绝类似事故发生。各中央驻

粤企业、省属企业等国有企业要自觉接受当地政府及相关部门的

安全监管，支持地方政府做好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

（二）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提升风险管控能力。建设单

位要履行好安全生产首要责任，深入实施施工安全风险评估制

度，深化平安工地建设，推进平安工地建设全覆盖，加强安全生

产标准化建设，强化全链条全过程安全管理。施工单位要严格现

场管理，加密加强各类风险研判，突出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

程施工过程控制，落实各项安全技术交底，持续强化委外单位、

劳务作业人员管理，涉及交叉作业及共用的生产生活活动区域，

进一步明确各方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和应当采取的安全措施，督促

相关单位负起应有安全责任，充分发挥事故隐患内部举报奖励制

度作用，进一步压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针对性强化安全操作

及应急技能教育培训，强化施工区域内部道路车辆及驾驶员管控

力度，积极实行集中管理、统一调度的车辆管理模式，着力构筑

科学实用的车辆管理体系。监理单位要强化施工关键部位、关键

工序的全过程现场跟班监督力度，加强施工现场关键岗位人员、

特种作业人员资格证、上岗证严格审核把关，严格履行监理单位

责任。

（三）强化提升监管效能，提高安全服务保障能力。各级各

有关部门要切实落实监管责任特别是属地监管职责，及时掌握了

解工程项目安全生产工作情况，加强对属地履行安全监督管理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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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的督导检查，配备足够力量，加强对辖区重点领域、重点项目、

危大工程、重点环节安全监管，强化对央属、省属企业及其在本

地参建项目的监督管理力度。聚焦事故易发多发的重点领域、要

害部位、重点场所及关键环节，加强明查暗访、突击检查，督促

各参建单位严格按照施工方案及制度组织施工，采取有效措施强

化安全风险管控，持续深入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及

时消除各类安全隐患。严格实施重大事故安全隐患挂牌督办制

度，严厉打击违法分包、转包、挂靠等行为。加强突发事件信息

互联互通，进一步畅通辖区 110、119、120 等报警、救助平台与应

急管理和各行业监管部门信息联动机制。属地党委政府要依法依

规推动重点工程项目建设，加强对中央驻粤及省属建设施工企业

及其承建的国家、省重点项目的监督管理，及时发现、协调、解

决安全生产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升安全管理能力与水平，确保

项目建设顺利推进。

（四）完善应急救援机制，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各单位要深

刻汲取典型事故教训，切实警醒起来，进一步健全完善突发事件

应急预案，切实强化突发事件首报意识，督促严格落实项目负责

人带班生产制度，加强应急值班值守，强化应急保障能力建设，

确保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报告，迅速响应、高效处置、有力救援。

同时，有针对性开展预防高坠、防溺水、触电、机械伤害、物体

打击、消防安全、水上作业、防风防汛、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重

点领域应急演练，切实增强应急能力、提升应急处置能力，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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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度减少人员生命财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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