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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环保

依法合规管理 实现企业本质安全
师 野[1]

[ 摘 要 ] 中国石油对于践行《安全生产法》，实现生产、经营 “ 零 ” 事故工作目标，有着不容

推卸的主体责任。企业只有依靠健全完善的管理体系，依法合规的管理，建立每个岗位、每位员工

强大的执行力，才能建立长效的安全机制，实现生产的本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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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本质安全理论，所有事故都是可以预防和

避免的。

本质安全有四大要素。一是人的本质安全，即

生产环境中的每个人，都能遵章守纪，按章办事，

杜绝“三违”，实现个体到群体的本质安全。二是机

（物）的本质安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设

备都能以良好的状态运转，不带故障；任何保护

设施都齐全、可靠；任何原材料都符合规定和使用

要求。三是系统的本质安全，各生产系统及其子系

统，没有隐患或缺陷，不会因为人的不安全行为、

机（物）的不安全状态而发生事故。四是管理体系

的本质安全，建立健全科学的规章制度、管理体

系，并规范运作，实现安全管理闭环运行。这四大

要素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其中人是本质安全的

核心，机(物)是本质安全的基础，系统是本质安全

的保证，管理是本质安全的支撑，四者互为条件，

互为补充。

（二）如何才能实现本质安全

以案例说明：

案例一：5·12汶川大地震，在突如其来的灾

难面前，润滑油四川调合厂的全部员工不但安全撤

离厂房，还组成救援队伍第一时间参加救援行动。

事后回放监控录像，我们看到员工们冷静有序地跑

出车间，并不忘关闭电源。可见日常训练有素，安

作为一个综合性能源企业，中国石油对依法合

规管理，践行《安全生产法》要求，实现生产、经

营“零”事故工作目标，具有不容推卸的主体责任。

因此，必须坚持以法律指引为根本，以企业的HSE

体系建设为核心，强化安全生产责任制建设，不断

提升各级领导干部和员工执行力。只有这样，才能

克服人的不安全行为，物的不安全状态和不健全的

安全制度，有效地担负起法律所要求承担的主体责

任，实现企业本质安全。

一、实现本质安全，必须明确本质安全

的定义和要素

（一）什么是本质安全

从狭义上理解，本质安全是指机器、设备本身所

具有的安全性能。当系统发生故障时，机器、设备

能够自动防止操作失误或引发事故；即使由于人为

操作失误，设备系统也能够自动排除、切换或安全

地停止运转，从而保障人身、设备和财产的安全。 

广义的本质安全则是指“人—机—环境—管理”

这一系统表现出的安全性能。具体来说，就是运用

先进的安全管理理念和科学的管理模式，使企业内

部的人、机（物）、系统、管理达到安全和谐统

一，最终实现思想无懈怠、管理无空档、设备无隐

患、系统无死角、质量零缺陷、安全零事故。

[1] 师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第62期党校及工商管理培训班学员，黑龙江销售公司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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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预案真正落到了实处。正是员工正确的做法，不

但在地震这种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中保全了自身安

全，还有效地避免了可能发生的由地震引发的次生

事故。

案例二：某加油站在汽油接卸作业过程中，接

卸人员误将接卸管线连接到柴油储罐，造成了混油

事故。这起事故的原因是作业人员没有遵守作业规

程，未对进货油品与接卸储罐进行核对，在错误连

接卸油管线后，又没有按规定进行复核，导致了混

油。事故发生后，该加油站对储油罐接卸管线进行

了改造，将汽油储罐与柴油储罐的卸油管线的快速

接头，分别采用了不同口径和不同阴、阳接头，并

将汽油和柴油运输槽车的出油管也分别进行了相应

改造，使其相互匹配，即使人员再出现误操作也无

法将汽油槽车与柴油罐连接上，从而使该站在油品

接卸预防混油事故上实现了本质安全，自此该站再

未发生过混油事故。

案例三：2004年东南亚海啸，在泰国的一个海

滩上，有一个十多岁的英国小女孩，根据在学校里

学到有关知识，第一个发现了海啸的前兆。她发现

海水里莫名其妙地冒起了水泡，预感到即将发生海

啸。所以哭劝父母和海滩上的所有人马上离开。也

就在他们离开半小时后，无情的海啸就吞噬了那里

的一切。那个海滩也成为那场海啸中唯一没有人员

伤亡的海滩。可以说，是小女孩丰富的知识和强烈

的安全意识，使其在第一时间发现并消除了安全隐

患，挽救了海滩上所有人的生命。

这些案例说明，在重大灾难和事故面前，只

要我们紧紧抓住本质安全的四个要素，即人的安全

性、物的安全性、系统安全性以及管理体系的安全

性，就能够有效避免事故或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

从而实现本质安全。

然而，从近一段时期石油石化发生的生产安

全事故原因统计分析数据来看，人员违章占60％，

设备设计占29％，其他原因占11％。可见，人员

违章，包括违章指挥、违规操作，占事故原因的绝

大部分。这个数据也充分说明有相当一部分管理人

员、作业人员，对制度的执行力存在较大欠缺。因

此，我们在实际安全管理工作中，要对人的行为严

加约束，必须坚持依法合规管理，不断强化执行力

建设，为企业生产安全奠定基础。

二、实现本质安全，必须坚持依法合规
管理

努力实现企业本质安全，实现零事故，是企业

自身发展过程中不断追求的目标，是社会发展的客

观要求，更是国家法规赋予企业的责任。企业必须

依法合规管理，这既是国家《安全生产法》对企业

的要求，亦是企业实现本质安全的必要手段。

（一）明确国家法规的新要求

2014年8月3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的决定》，自2014年12月1日起实施。

这次修改，对《安全生产法》做了较大补充、修改

和完善。

1.新《安全生产法》的核心在第一章总则第一

条就明确指出“为了加强安全生产，防止和减少生产

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促进经济社

会持续健康发展，制定本法”，较修订前做了两处修

改，一是将加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修改为加强安

全生产“工作”；二是将“促进经济发展”修改为“促进

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这两处修改，一方面表

明了安全生产不仅仅要从监督管理的角度入手，更

应从采取一系列有效消除或控制危险和有害因素的

措施入手，使生产经营过程在符合规定的条件下进

行，从而保证人身安全和健康以及设备、设施免受

损坏，环境免遭破坏，生产经营得以顺利开展；另

一方面表明了安全生产不仅仅是为了促进经济的发

展，更是为了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安全生

产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格局中有着重要位置，是

前提和保障。

2.新《安全生产法》的第三条“安全生产工作应

当以人为本，坚持安全发展，坚持安全第一、预防

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强化和落实生产经营单位

的主体责任，建立生产经营单位负责、职工参与、

政府监管、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机制。”较原法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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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一是增加了安全生产应当以人为本，坚持安全

发展；二是增加了坚持综合治理的方针；三是增加

了强化和落实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四是增加了

建立安全生产新的机制。这变化首先表明，在安全

生产中，坚持以人为本，维护职工生命安全，是核

心理念和根本要求，一切活动都必须围绕并服从服

务于这一根本要求。其次表明，企业在生产经营活

动中，必须实行“安全优先”原则，当安全工作与其

他活动发生冲突和矛盾时，其他活动要服从于安

全。同时，安全生产必须坚持预防为主，这是安全

生产方针的核心和具体表现，是实施的根本途径。

安全生产任何时候都不允许“试错”，必须要未雨绸

缪，防患于未然，要求企业时刻居安思危，关口前

移，从日常、细微处严格落实各项安全生产责任，

切实从源头防范和遏制事故的发生。第三表明，生

产经营单位是安全生产工作责任的直接承担主体，

这一主体责任，是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应当履

行和承担的法定职责和义务，是安全生产工作机制

的根本和核心。

3.新《安全生产法》第四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

必须遵守本法和其他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

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和

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改善安全生产条件，推进安全

生产标准化建设，提高安全生产水平，确保安全生

产”。与原法相比，增加了生产经营单位要建立、健

全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

提高安全生产水平的内容。这第一表明，遵守安全

生产法律，是生产经营单位必须要履行的义务。企

业安全生产管理，必须坚持法治原则。第二表明，

企业必须坚持“管生产必须管安全”的原则，建立以

企业各级领导、职能部门、岗位操作人员在生产经

营过程中，对安全生产层层负责的、以安全生产责

任制为核心的、科学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体系，以

指引和约束人们在安全生产方面的行为，从根本上

提高安全生产水平，确保安全生产。

综上所述，企业必须将安全生产工作作为生产

经营全过程的重要内容，依法合规管理，不断推进

本质安全工作的进步。

（二）建立岗位安全生产责任制

认真制定各岗位安全生产责任制，有效落实“一

岗双责”、“管工作必须管安全的”责任制度，做到安

全生产人人有责，这是依法合规管理的关键点。要

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狠抓“强三基”工作重点。案例说明：2003年

9月12日，某石化分公司发生一起常减压装置闪爆

事故。事故造成3人死亡、1人重伤、5人轻伤的严

重后果，同时造成炉壁及框架严重损坏，减压炉整

体损毁报废。事故直接经济损失达45万元。事发当

日，该公司300万吨/年常减压装置进行常规检修后

交付生产开车。开车前，对装置进行了吹扫试压，

拆除燃料油、高压瓦斯盲板，引柴油循环，脱水检

验仪表。同时，对常压炉和减压炉可燃气取样分

析，结果显示分析合格。而当一名司炉工进入炉底

点减压炉火嘴时，减压炉发生闪爆。

（1）事故直接原因：第一，违章指挥。该公

司车间生产主任在不清楚流程的情况下，没有经过

现场检查，误认为炉子瓦斯系统流程已经摆好，就

指派安全员联系中心化验室取样分析常压炉和减压

炉可燃气。实际上减压炉瓦斯流程并没有摆好，盲

板还未拆除，炉膛内的状态还是检修状态。而在这

种状态下对炉膛可燃气体含量的化验分析结果完全

是假象。之后，车间生产主任又自相矛盾地指派操

作工，摆通瓦斯流程，并在取样后2小时40分，安

排操作工点炉。按规定，确认火嘴阀门关闭，瓦斯

引到炉前拆除盲板，点火前1小时内采样分析才有

效。而本次操作超出规定时间，又无人确认。就这

样，错误的采样结果和违章指挥为事故埋下了祸

根。第二，违章操作。事故发生后通过现场勘察，

发现减压炉瓦斯系统有4个阀门处于不同程度的打

开状态，其中一个阀门是高压瓦斯与低压瓦斯连通

阀，应是常闭阀，应用盲板盲死，另三个是低压瓦

斯火嘴阀，也是常闭阀。减压炉司炉工在点火前的

准备及检查工作中，没有进行认真严格的检查，没

有查出高压瓦斯与低压瓦斯连通阀和三个低压瓦斯

火嘴阀门有开度，使高压瓦斯气体在点火前通过低

压瓦斯管线串入炉膛内，致使点火时发生闪爆。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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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点火前操作工也没有按照正确步骤，关闭减压

炉低压瓦斯火嘴阀门和高低压瓦斯连通阀，是造成

该起事故的直接原因。第三，工作过程没有监督。

根据新版操作规程要求，司炉工在摆好瓦斯流程、

检查无问题后，应该打开直通和入空气预热器档

板、开鼓风机、引风机控制好炉膛负压，蒸汽脱水

后，吹扫炉膛、火嘴，十分钟后关闭。但事故调查

中发现，减压炉引风机未开，鼓风机未开。这一重

要的操作步骤漏项，却没有人监督，致使炉膛内瓦

斯气没有及时排空，导致事故发生。第四，盲板管

理没有确认。事故调查中发现，车间开工方案中没

有开工盲板表，而是比照停工方案盲板表进行抽插

盲板，唯一一个盲板负责人又在之前忘记插上盲

板。两名负责高压瓦斯和低压瓦斯扫线、贯通、试

压工作的员工，因工作不负责任、粗心大意，扫

线、贯通、试压不彻底，没能发现高低压瓦斯连通

阀有开度，在前面几道关口没有把住的情况下，让

事故隐患畅通无阻地变为灾难性的现实。

（2）事故本质原因是该公司安全生产管理存

在严重缺陷。第一，从公司到车间的各级领导干部

安全意识不强，管理方式粗放，规章制度不健全，

责任制不落实。第二，从制度体系、变更操作、工

艺纪律、员工行为、现场监督等方面缺乏严格的管

理和控制，导致生产操作处于不受控状态，埋下了

重大的安全隐患。第三，操作规程制定不科学，规

定动作不明确、不细致、不到位，可操作性不强。

第四，作业人员操作不熟练、基本功不扎实，员工

岗位操作技能培训存在培训不认真、考核不严格的

问题。第五，过程管理不到位，开工、检修交叉作

业，如在装置开工点火时，仍有三名工人在减压炉

进行维修换阀作业。

这些问题的存在，反映出该公司在安全生产

管理工作中“三基”工作极不扎实，安全生产管理松

懈，漏洞百出，最终酿成人员伤亡的重大事故。

这个案例为“三基”管理工作敲响了警钟。企业

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任何岗位尤其是基层岗位，必

须有明确的安全责任，安全不能离开生产而独立存

在，而是从生产的整个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任何一

个岗位都有其具体的活动内容，都应有规范的作业

规程，也都应有其应尽的安全责任。没有规矩不成

方圆，如果没有约束，人们就会仅凭自身的感觉做

事，就会蛮干，危害人身安全的事情就会发生。而

岗位责任制的建立能够明确企业各级负责人员、各

职能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和各岗位生产人员，在安全

生产中应履行的职责和应承担的责任，把责任落实

到每个环节、每个岗位、每个人，从上到下建立起

严格的安全生产责任制，将法规赋予企业的安全生

产责任由全体员工来共同承担，使安全工作形成一

个整体，把“安全生产，人人有责”以制度形式固定

下来，从而增强各级管理人员的责任心，既做到责

任明确，又互相协调配合，共同努力把“强三基”工

作落到实处。

2.认真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安全生产标

准化建设是《安全生产法》对生产经营单位提出的

明确要求，是指通过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制定安

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排查治理隐患和监控重大

危险源，建立预防机制，规范生产行为，使各个生

产环节符合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的要

求，是一项长远性、基础性和根本性的工作，是提

高生产经营单位安全水平的一项系统工程，是落实

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建立安全生产长效机制的

重要途径。企业必须按照有关行业安全生产标准化

要求，大力推进安全标准化建设工作，进一步规范

岗位人员的安全行为，制定风险防范措施，加强事

故隐患排查工作，使之形成制度化、规范化和常态

化，以达到有效预防控制风险，防止事故发生的目

的。

3.不断加强岗位安全生产责任制建设。安全生

产责任制是国家法规的明确要求，是按照“安全第

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安全生产方针和“管生

产的必须管安全”的原则提出的，而建立每个岗位

的安全生产责任制则是基础和核心。建立岗位责

任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而是随着情况变化而不断

改进、不断完善的过程。岗位安全责任制建立要务

实，要有较强的可操作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对

岗位实际工作内容充分评价的基础上，来确定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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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工作相符的安全职责，使得岗位安全责任达到

责、权、利相一致。同时，要制定出相应的细化、

量化的检查制度，以及考核标准或细则，并施之以

奖惩，以促进岗位人员更好地履行其安全责任，并

真正落到实处，防止岗位责任制成为空谈。

（三）不断推进企业安全体系建设

作为安全生产的行为主体和责任主体，企业要

想做强做优持续发展，必须着力抓好安全生产体系

建设，这是依法合规管理和执行力建设的前提和保

证。

1.进一步完善安全生产制度。安全生产制度，

是安全生产的基础保障，是生产经营活动的安全指

南。安全生产制度要在对企业安全生产经营活动各

个方面充分进行风险评价的基础上而制定，使得企

业生产经营活动中各种潜在的或是显现的危险危害

因素都得到有效控制。安全生产制度不是一成不变

的，要依照PDCA模式，即在“计划—实施—检查—

改进”这一循环中不断的进行完善，保证其时刻能够

满足企业安全生产经营活动的需要，达到符合国家

法律法规要求、规范安全生产管理程序的目的。

2.建立安全隐患排查制度。隐患排查是预防事

故、实现生产安全的重要保障，国家法律法规要求

企业必须建立安全隐患排查制度。安全隐患排查要

从排查人的不安全行为、物的不安全状态、管理缺

陷三方面入手，全面、深入、细致地进行排查，并

形成常态化，从而及时发现和纠正违章作业行为，

发现并改进设备、设施存在的缺陷，完善安全生产

管理，堵塞管理漏洞。企业要实行安全隐患“零容

忍”的工作机制，确保安全生产长治久安。

3.制定和不断完善应急预案。事故应急预案是

事故发生时能够立即有效组织人员进行抢救，防止

事故扩大，最大限度降低事故风险的有效手段。

案例说明：

2014年8月11日21时40分，某钻井队施工的x

井，在下完油层套管循环钻井液过程中，发生井场

油气着火事故，造成井架烧毁、钻具报废及部分设

施损毁，直接经济损失约300万元。着火区域主要

集中在排污池和井口附近，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和环境污染。

分析事故，作业人员操作严重违章，是导致油

气闪爆的直接原因。但是，该厂对可能发生的井场

油气火灾事故没有制定安全预案，员工应急处置能

力低，无法应对突发火灾，当溢出的油气在远离井

口的排污池闪爆着火后，当班队长、司钻及当班人

员立即慌忙逃跑。人员撤离后也没有研究关井、灭

火方案，远离井场躲避未返回。一是错失了关井时

机，由井场失火最终演变成井口着火并烧倒井架；

二是由于井队人员撤离后失去通讯联系，导致救援

人员到来后，对井场情况不熟悉，无法组织和制定

有效的压井和灭火方案，造成事故扩大。

这起事故充分说明应急预案的重要性。企业必

须对可能发生的一切事故都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

这也是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应急预案的制定必须

依据生产经营活动现场、设备设施状况、人员状况

及周边环境等而制定。同时要定期进行演练，通过

演练不断发现预案中存在的问题，不断完善预案，

不断提高人员应急处理能力，从而达到最大限度降

低事故风险和危害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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