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6：

宋继红局长在首届“腐蚀控制工程”大会的讲话

（根据录音整理）

尊敬的李部长、印海总、各位领导和来宾：

上午好。刚才听了李部长的重要讲话以及王昊秘书长的介绍情况，我深受启

发。围绕大会主题，我将为大家分享的内容是腐蚀控制工程助力特种设备高质量

发展和高水平安全。

首先我想阐明一个观点，腐蚀控制工程是保障特种设备，特别是承压类特种

设备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重要手段之一。为什么？因为通过科学选材、先

进防护技术、智能监测和全生命周期监督管理，可显著降低腐蚀风险，提升设备

可靠性，同时也符合国家双碳目标和安全生产要求。腐蚀控制技术可以有效降低

承压设备的事故率。多年来，根据事故统计，腐蚀是承压类特种设备失效的主要

原因之一，占比高达 20%到 35%。尤其近年来，化工装备类设备事故中，由设备

原因产生的不安全状态事故多与腐蚀有关。有效腐蚀控制可减少压力容器、压力

管道的泄漏和爆炸等风险，延长设备使用寿命，降低更换成本，避免因腐蚀导致

的非计划停产，提升生产效率。例如炼化装置连续生产场景和过程装备，这些都

与腐蚀有着密切关系。目前我国特种设备数量快速增长，截至 2024 年底，全国

特种设备数量已经达到 2,249 万台，同比增加了 7.7%，其中压力容器占比 1/4，

达到 571 万台，另外还有 100 多万公里的压力管道，气瓶总共有 3亿 1,800 万支。

截止到 2024 年年底，全国共有 76,000 多家特种设备生产企业，持有许可证

79,000 多张。这是正常情况，有些企业持有多证，已经形成从设计、制造到安

装、改造、修理、报废以及相关检验检测的完整产业链，年产值达到 44,900 多

亿。

虽然特种设备制造装备领域的体量不大，但是以特种设备为生产工具和生产

装置所涉及的行业领域创造的 GDP 却高出很多，据不完全统计已经超过一半。特

种设备装备制造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我国装备制

造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工业生产和人民群众生活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根据国家

统计局统计的行业领域分类，没有哪个行业领域与特种设备无关。特种设备保有



量已成为国民经济和经济发展以及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标志之一。

两年前，即 2023 年 6 月份，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大安全生产领域开展了一次

较大的活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进行了执法检查。

今天是 25 日，两年前的 6月 26 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三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肖杰副委员长作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报告中

提出了新时代对特种设备的三个新定位，这非常重要。

第一，特种设备是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支撑。它关系到经济社会发展，

贴近人民群众生活。锅炉作为发电和供热系统的关键装备，压力容器和压力管道

是石化行业的关键设施。起重机械则是现代工业生产、物流运输和工程建设的重

要装备。长输油气管道是国家生命线，燃气管道和气瓶已经进入千家万户。电梯

则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代步工具，客运索道和大型游乐设施成为人民群众休

闲娱乐的重要载体。安全生产是发展的红线，特种设备量大面广，社会关注度高，

事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第二，特种设备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基础，其产生与现代工业体系

的构建和现代产业发展密切相关。众所周知，第一次工业革命是蒸汽时代，蒸汽

的产生是大量使用蒸汽锅炉和压力容器，机器生产取代手工作业，工厂制取代小

作坊，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生产力得到解放，由此产生社会变革，因此被称为

第一次工业革命。从这个角度来看，特种设备是工业革命的起源。特种设备广泛

应用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领域，极大地推动了生产效率和发展质量的提

升，成为衡量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

第三，特种设备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是补齐产业链短板、弱项，

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升我国装备制造竞争力的重要着力点。它是新时代贯

彻新发展理念，推动创新驱动发展，实现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切入点，也是保障

人民群众生活安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的重要支撑点，以及

是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重要落脚点。

面对这三个新时代对特种设备的三个重要定位和新定位，我认为包括腐蚀控

制工程在内的特种设备各个相关领域应当发挥新的才华和作为，作出新的贡献。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腐蚀与生命，强调腐蚀控制工程以全生命周期管理的理念。



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四条规定了国家对特种设备的生产经营使用实施分类全过程

安全监督管理。那么，分类全过程安全监督管理是如何理解的？我认为这是一个

科学的监管方式，体现了效能原则，也是通过几十年工作实践积累的行之有效经

验。分类监管是基于风险管理理念和风险管控目标进行科学分类，实施重点监管，

将有限资源利用在最可用的地方。全过程监管强调系统性、完整性和全生命周期

闭环管理，无论哪个环节发现隐患都要消除和纠正，以保证全过程安全，也体现

在关口前移、预防为主，落实二十大报告中总书记提出的推动公共安全治理体系

向事前预防转型的重要指示精神。

全过程分类的安全监管旨在及时发现并消除隐患，最大效能地实现安全目标。

将一种工作模式写入法律，以法定形式固化，这既是特种设备安全法的亮点，也

是特种设备安全监管工作应把握的重点。

就腐蚀控制工程而言，如何阻力特种设备的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我认

为实现路径就是实现全生命周期管理。从承压设备的设计选型、制造运行到报废

的全生命周期，首先应该嵌入全生命周期概念和腐蚀控制工程手段，例如对压力

容器、压力管道材料性能的腐蚀防护要求等，使其产生效能。李部长在指示中特

别强调了产学研用的协同，我非常支持。

我认为在承压类特种设备控制工程方面，应重点开展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就是李部长特别强调注重产学研用协同，企业联合高校研发新的耐腐蚀材料。

我们协会是一个关键平台，实施绿色防腐技术等环保解决方案，并进行科研攻关；

第二，推进数字化转型，建立设备腐蚀数据库，实现数字孪生加腐蚀预测一体化

管理方案；第三，智能化升级，5G 加腐蚀传感器网络实现全域实时监控，在生

产实践中发挥腐蚀控制工程的实际作用。

总之，腐蚀控制工程是特种设备，尤其是承压类特种设备，安全、长周期、

高效运行的基石。通过技术创新和标准化管理，实施腐蚀控制工程，全生命周期

管控，可以减少事故，同步实现特种设备安全效益，可降本增效（经济效益），

可推进绿色生产（社会效益），助力特种设备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我的讲

述到此结束，如有不正确之处，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各位。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