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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及意义 

截至 2017 年底，全国电梯保有量已突破 560 万台，全国每天有 15 亿人次乘坐电梯。我

国电梯保有量、年产量、年增量均为世界第一。2017 年我国电梯生产量、新增量分别约为 81

万台、69 万台，全世界占比约为 75%、65%。 

由于电梯产业体量的快速增加，电梯引发的安全事故频发，且电梯属于特种设备，一旦

发生事故，及易造成人员伤残甚至死亡。据不完全统计，在已发生的电梯相关安全事故中，

70%到 80%是人为因素造成，例如安装、维保人员过失等。如何使大量基层的电梯从业人员能

够完成正确操作、熟练掌握相关技能、达到岗位的能力要求，已成为需要急需解决的问题。 

电梯属于特种设备，一般的社会培训机构无能力协同企业进行相关人员的培训，企业内

部又缺少专门的培训组织进行相关技能培训体系建设和完善，所以造成企业虽大量投入人力

物力开展培训，但效果不明显。原因是行业中没有统一的培训规范来指导企业的电梯安装、

改造、修理和维护保养技能培训。所以有必要编制《电梯安装、改造、修理和维护保养作业

人员培训规范》。 

二、 国内外相关标准情况说明 

国内其他行业针对从业人员的培训保准，如 GB/T25623-2017《土方机械司机培训内容和方法》、

GB/T30564-2014《无损检测人员培训机构指南》、GB/T28934-2012《职业经理人培训规范》、

GB/T25621-2011《移动式升降工作平台操作人员培训》、GB/T25850-2010《起重机指派人员的培训》、

GB/T25850-2010《土方机械操作和维修技工培训》等，但是这些标准无法满足电梯行业安装、改造、

修理和维护保养作业人员培训的特殊要求。 

在电梯行业方面，国际标准及国外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标准中未见有针对电梯行业安装、改造、修

理和维护保养作业人员培训的专门标准。为满足电梯行业日常从业人员技能需求，因此需要制定电梯

行业安装、改造、修理和维护保养作业人员培训规范使相关从业人员职业技能达到行业需求。 

三、 编制原则 

3.1 本标准符合以下规范和标准的要求： 

1) GB 7588-2003《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 

2) TSG_T5002-2009《电梯维护保养规则》 

3.2 本标准采用以下规范性引用文件： 

1) TSG Z6001-2013《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核规则》  

2) 《成都市民办教育培训机构设置指导标准》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 



4)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作业种类与项目》 

5) GB50325-2010《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 

四、 编制过程 

4.1 编制大纲及编制项目组成立 

2018年 3月，中国电梯协会标委会在海宁召开会议，组建成立电梯行业工程技术类培训标准编制

项目组。 

4.2 编制项目组第一次工作会议 

2018年 6月 4，电梯行业工程技术类培训标准编制项目组在黄山举行第一次工作会议，确定以下

内容：  

1） 确定了参编单位，及参编单位内的编写组成员和专家组成员 

2） 会上参编单位对《电梯行业工程技术类培训规范》进行了仔细的阅读和充分的讨论，确定了

规范编写的方向和内容框架。 

3） 会上参编单位确定了《电梯行业工程技术类培训规范》草稿案中需要修改和增补的内容。 

4） 会议后向各编写组成员分配了各自的编写任务 

4.3 编制项目组第二次工作会议 

2018年 8月，电梯行业工程技术类培训标准编制项目组在黄山举行第二次工作会议，会议对《电

梯行业工程技术类培训规范》草稿案稿进行研究和讨论。项目组成员对《电梯行业工程技术类培训规

范》内容进行了论证并提出了修改意见，并对新增的内容进行研究、补充，多次召集项目组部分成员

进行讨论论证。具体修改内容为：（不包含格式错误、 文字性错误问题） 

1） 标准名称由《电梯行业工程技术类培训规范》更改为《电梯安装、保养、修理和改造作业人

员培训规范》。 

2） 前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为框架”中的“框架”表意不准确，改为“以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为法律依据”。 

3） 3.2 中名词：“电梯行业工程技术类培训机构”，中的“机构”表意中带有独立性法人单位的

倾向，但实际我们要表达的是有专职培训职能的组织，例如整梯厂中的培训部。因此将“机

构”改为“组织”。 

4） 4.1 总则中的“此外本标准未涉及的并不重大的相关内容，应根据 GB7588-2003、TSG_T5002-

2009、GB 16899-2012、TSG T7001-2009 和 TSG T7005-2012 的原则进行设计。”表述的内容

不明确，没有约束性和指导意义。因此去掉此段落。 

  



5） 4.4 管理制度中表 1 中的“4.教学场地管理制度”和“5.培训设施管理制度”建议合 

并在一起，并应包含安全管理制度。因此改为： 

4 
培训安全、场地、

设施管理制度 

应包括实训安全告知、安全教育、实训场地

安全检查与隐患排除、重大事故报告、突发事件

应急预案及安全责任倒查等，并建立纸质及电子

档案。 

  应包括实训场地及实体化设备的使用、检查、

维护、检测、更新和报备，并对每个实训场地或

实训设备建立电子档案 

6） “4.5 培训专职人员配置”中“专职”要求对行业内的中小公司来说要求过于苛刻，建议将

“专职”改为“职责”，因此只要培训组织中具备此职责类人员即可，不要求此 

人员完全专职，此人员可以兼职。 

7） 4.5.1 a)培训管理类人员的要求条件中。建议去掉“本科以上学历”限制。因为考虑到中小

公司中不具备本科学习人员，且培训管理职责对知识水平不应设立过高要求。最终修改结果

为：去掉“本科以上学历”限制。 

8） 4.5.2 表 2 中的“注：教学实施类人员和考评类人员不可相互兼任 ；培训专职人 

员数量应根据培训需求确定”要求过高，考虑中小公司没有能力配备相应的人力资源。因此

改为：“注：同一课程，教学实施类人员和考评类人员不可相互兼任；培训专职人员数量应根

据培训需求确定” 

9） 4.6.1 中的要求“不得选用居民住宅、半地下室、地下室及其它有安全隐患的场所。”专家

组要求给出此规定的出处。此规定出自：“《成都市民办教育培训机构设置指导标准》” 

10） 6. 能力达成目标表 4 中“工程技术类技能水平至少应达《国家职业技能标准》中对

电梯安装维修工初级工的技能要求，宜达到技师的技能要求。”建议这句话从表格中独立，

原因是不应在表达能力具体分类的表格中表达另一方面的能力要求，应该和表格平级。最终

修改结果为此句描述从表格中独立。 

11） 课程设置的表 5 中，郭工意见为“维护保养职责类人员”应培训“安装调试”，理由

是维保人员应了解电梯的部件安装工艺和部件的安装结构才能从原理层面立即维保要求和维

保方法，才能做好维保工作。但从实际操作中“维护保养职责类人员”培训的课程数过多，

很难操作。另此类人员有“结构原理与标准”课程学习，会对电梯部件结构及功能有相应的

了解。最终结论为：暂不做修改。 

12） 附录 A 政策法规课程大纲中的内容不适于作为工程技术类的学习内容，难度过大，好

多条属于设计和生产范畴内的专业知识；另，很多检测规则属于检验检测课程内容。不应重



复设置。 因此课程大纲内容大幅缩减以符合实际操作可行性。具体见修改后的规范文本。 

13） 附录 B1 中的“急救操作方法和流程”改为“应急救援操作方法和流程” 

附录 D 从“安装调试”改为“结构安装”，将原大纲中调试的内容调整到“附录 F诊断修理

课程大纲”中。 因为调试知识是诊断修理的基础知识，因此和诊断修理设置在一起更为合理， 

“结构安装”仅限机械结构的安装和电气接线。 

4.4 编制项目组第三次工作会议 

2019年 1月， 电梯行业工程技术类培训标准编制项目组在厦门举行第三次工作会议，会议对黄

山草案进行了讨论。 

其中，本次会议及会后对以下问题进行了重点讨论并达成共识： 

1） 编制项目组认为可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中针对电梯行业从业人员工作性

质描述进行命名。《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电梯的安装、改造、

修理，必须由电梯制造单位或者其委托的依照本法取得相应许可的单位进行。《中华人民共

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电梯的维护保养应当由电梯制造单位或者依照本法

取得许可的安装、改造、修理单位进行。依据以上条款中针对从业人员工作性质不同最终确

定本标准名称定为《电梯安装、改造、修理和维护保养作业人员培训规范》 

2） 在附录 A中增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部分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

法》部分条文、《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特种设备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规定》 

4.5 形成征求意见稿 

2018 年 12月，电梯行业工程技术类培训标准编制项目组按上海工作会议及会后讨论意见对草案

稿进行了完善，向中国电梯协会标委会提交《电梯安装、改造、修理和维护保养作业人员培训规范》

征求意见稿，进行公开意见征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