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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视角下的煤矿安全监管
一、研究什么？

煤矿安全规制理论、影响煤炭安全的主要因素

研究方法
定量分析：计量统计、模型分析、
定性分析：国外监管体系借鉴比较、

二、国内学者的对策建议
三、未来展望



一、研究什么？
1.基于产权理论构建安全效用函数并
测算煤矿安全的最优生产水平,并从
煤矿安全权、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
权角度提出完善煤矿安全规制的产权
路径(Manga,1981;肖兴志,2006）。
但科斯定理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产权
的混乱扭曲、制度规则的模糊性使其
停留在理论层面,可操作性空间狭小
(沈莹,1996）。

2.信息不对称在煤矿安全领域广泛存
在,导致市场交易主体利益失衡,偏离
帕累托最优,煤矿企业提供的安全生
产保障水平低于安全保障水平的最优
值(Thaler,1976;Diamond,1977;王绍
光,2004)。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如加强
安全生产方面的信息公开程度可提高
规制政策的有效性和执行效率性（周
云圣,2006）。



3.基于博弈视角构建劳资谈判模型和
享乐工资模型,通过VAR模型研究矿工
素质和文化水平及工资水平和矿难赔
偿对安全规制的影响(Conway,1998;
郭朝先,2007 ),得出:煤矿企业基于利
润最大化的劳动需求行为和矿工特定
的劳动供给行为共同构成了矿难频发
的成因和条件(张凤林,2007)。

4.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和激励相容视角
研究政企合谋与不合谋时安全规制标
准的差异及规制政策对地方经济和规
制效果的影响(肖兴志,2011),得出:层
级式的机构设置和地方财政拨付制度
使安全规制机构无法完全独立的发挥
作用,安全规制强度随事故发生而不断
波动。但未有学者从政绩考核制度和
地方政府双重目标角度对经济增长和
煤矿安全规制进行系统研究。



5.从煤矿安全事故发生的内部与外
部影响因素入手,按照企业经济、
技术水平、人员素质、社会效益
等分类方式来选取不同指标,构建
煤矿安全规制影响因素的计量模
型,分别检验与考察不同因素对煤
矿安全生产影响程度(Oi,1974;
Rea,1981; 肖兴志,2010）。
实证研究证明:煤矿安全规制的加
强可在长期内有效降低伤亡率；
煤炭产量与死亡率之间并不存在
正向关系,寄希望于降低煤炭产量
而达到治理煤矿事故的政策思路
值得商榷(Boyer,1999;齐鹰飞
2008;）。



煤矿安全规制的制度演进与存在的问题

1.规制总量过剩与不
足并存
规制法律法规不健全和独立的规制
机构缺乏

2.规制结构具有非
对称性
规制机构执行能力的非对称性和执
行权力的非对称性

3.安全事故应急机
制滞后
4.安全监管和安全
文化相对落后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煤矿安全规制的国际比较与借鉴

通过比较借鉴几个煤矿大国如澳大利亚、美国、南非、
德国、英国等煤矿安全规制方面的一系列做法，如法
律体系的建设、安全管理体系的规范、煤矿安全开采
技术的革新、煤矿安全培训体制等，逐步完善我国的
煤矿安全规制体系。



煤矿安全规制的国际比较与借鉴





二、国内学者加强煤矿安全的对策建议
1.深化煤矿安全规制体制改革，完善分类控制规制体系（肖兴志
,2010;和军,2016）
2.利用智能设备对潜在的危险环节和地点进行勘测（王显政
,2001;党晋华等,2007）
3.严格煤炭资源开采安全准入，推进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建设（
宋世杰, 2007）
4.明确煤矿安全监察和监管的职责，强化执法的专业化和标准化
（王绍光,2004）
5. 优化煤炭工业供给结构，整体规划煤炭开发，境外采购、境内
开发与储备并重，建立矿产品储备制度（黄炳香等,2016）
6.加强煤矿人力资源管理，如安全教育培训等（韩小平,2016）
7.充分发挥经济杠杆（如安全保险制度）在煤矿安全建设中的作
用（谢和平等,2014;秦勇等,2014）
8.肖兴志（2011）提出将监管中心前移，实现非现场监管。
9.谢地、李进伟（2016）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提出按地区分类
的规制策略，优先开采生态环境高承受力地区的煤炭资源。



三、未来展望
1.理论方面，与国际前沿研究相比，国内研究在
研究视野和研究深度等方面仍存在一定差距，
如何缩小差距，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煤矿安全
规制理论是重点。

2.煤矿安全规制的制度重构（规制政策的完善、
财税政策设计、矿难补偿机制）

3.大数据应用到监管实践中，增强监管的科学
性，并将监管中心前移，实现非现场监管，预
警安全事故。

4.进一步完善“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双重
考核目标，增强规制机构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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