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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责任是做好安全生产工作

的灵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

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

共管、失职追责”和“三个必须”

要求，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

2021 年 9 月 1 日修订实施的新《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对建

立并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提出更明

确要求，明确“管行业必须管安全、

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

须管安全”。笔者所在单位安全生

产管理部门（简称安全部）根据国

家法律法规要求，结合本单位实际，

建立了安全生产责任制，统筹协调

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在此将具体做

法分享给读者。

安全生产责任制

安全生产责任制是指根据国

家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相关要求，以

及岗位性质、特点及工作内容，以

制度的形式明确各层级岗位员工在

生产经营活动中应负的安全生产责

任；分为组织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岗

位安全生产责任制。

划分及落实原则

安全生产责任有效落实的关

键在于分解与落实，具体原则为党

政同责，一岗双责。谁主管、谁负

责 ；管生产必须管安全生产、管业

务必须管安全生产、管工作必须管

安全生产。安全生产责任制全面覆

盖、全员有责。安全生产责任制应

层层分解，一级对一级负责。安全

生产责任制应与日常经营活动有效

结合，安全生产责任制内容及考核

标准应简明扼要、清晰明确、便于

操作。涉及一线岗位员工的安全生

产责任制应力求通俗易懂。

划分及落实流程

安全生产责任制分解与落实是

一项系统工作，其涵盖范围和内容

较多，需要系统策划，并得到领导

层的支持及相关部门配合。为体现

专业性、公平性、公正性，也可聘

请外部专家参与本单位的安全生产

责任制分解工作。

笔者所在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

梳理、分解与落实工作采用五步法：

第一步，成立工作小组；第二步，

梳理岗位清单与职责；第三步，梳

理安全生产责任制清单；第四步，

安全生产责任制沟通与培训；第五

步，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与考核。

流程见图 1。

成立工作小组

在经营单位层面的领导小组，

总经理担任组长，安全生产分管领

导为副组长，组员为安全部、人力

资源部及其他职能部门 / 车间负责

人。部门 / 车间层级则是部门 / 车

间负责人为组长，部门专兼职安全

员、班组长等为组员。在组织层面

逐级分解安全生产责任制梳理与落

实工作。如经营单位总经理大力支

持，并在安全生产委员会会议或专

题会议部署，也可以不用成立工作

小组，直接开展工作。笔者所在单

位安全生产分管领导进行了安全生

产责任制分解与落实的专题培训及

考核，各部门负责人及安全员参加，

确保理解到位、执行到位。

梳理岗位清单与职责

人力资源部牵头，组织梳理本

单位领导层、部门及岗位员工的岗

位设置情况，建立岗位清单。对现

有职能部门 / 车间、岗位的定位及

工作职责进行重新梳理；对原有岗

位说明书进一步补充完善，增加安

全生产职责或安全生产知识、经验、

技能等方面的要求。

梳理安全生产责任制清单

依据岗位职责，充分考虑岗位

和业务活动中存在的风险，结合业

务工作全过程中的具体任务，明确

如何有效分解并落实安全生产责任

图1  安全生产责任制梳理与落实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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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责任制外，还应结合内部安全生

产管理要素、年度重点工作分工要

求，将相关内容融合到其中。笔者

所在单位执行安全生产管理 24 要

素，将要素要求落实到部门，如安

全生产目标、指标和计划要素分别

由 4 个部门负责（见图 4）：安全管

理部门负责年度目标、指标及计划

的制定；战略规划部负责将安全生

产目标、指标及计划融入战略规划

中；财务部负责将安全生产目标、

指标及计划的完成情况纳入组织绩

效考核中 ；业务管理部门编制生产

计划中考虑安全生产要求，如遇重

污染天气，落实减产停产措施。

（2）若在安全生产责任制分解

过程中，发现部门职责不健全或不

清晰、存在多重管理或空白的，应

对组织机构分工进行调整和分配，

必要时提交安全生产委员会审议。

如年度安全生产审核检查中发现下

属单位安保、门卫管理的标准已满

足当地管理要求，与国内先进单位

有一定差距，原因是责任部门不统

一，因此提交安全生产委员会审议。

（3）部门级安全生产责任制不

是简单地将单位主体安全生产责任

制进行划分，应结合本部门的工作

职责，对安全生产责任制进行具体

化，要明确责任边界。如高风险作

业由安全部、生产管理部门根据专

业分工负责，安全部负责动火作业、

动土作业、断路作业、高处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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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承担的责任内容、责任范围和考

核标准。安全生产责任制体系分为

组织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岗位安全生

产责任制两部分，见图 2。

1. 罗列安全生产责任制清单

经营单位的主体安全生产责任

是依据国家及地方政府的安全生产

相关法律法规及上级单位要求，根

据本单位的行业及风险特点进行细

化、合并，罗列出适合本单位实际

的安全生产责任制清单。笔者所在

单位在上级单位的管理下，对下属

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管理，并

承担管辖范围内相应的安全生产管

理责任，如建立和完善安全生产制

度体系，并监督、考核下属单位的

安全生产制度体系落实情况；制定

安全生产规划计划和年度安全生产

目标并组织实施等共 15 条。

部门 / 车间级安全生产责任由

安全部与人力资源部共同牵头，会

同部门负责人，将经营单位的主体

安全生产责任制进行分配和分解。

笔者所在单位的生产管理部门安全

生产责任见图 3。

2. 梳理安全生产责任制应关注

事项

（1）除了分解单位主体安全生

图 2  安全生产责任制范围

图 3 生产管理部门安全生产责任

图 4  安全生产目标、指标和计划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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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限空间作业 5 项，生产管理部门

负责吊装作业、临时用电作业、盲

板抽堵作业、检修作业、管线打开

作业、隔离和上锁挂牌 6 项；将作

业管理要求融入到专业管理中，改

变了以往所有高风险作业均有安全

部负责的局面。

3. 细化、分解岗位安全生产责

任制

领导层安全生产责任制，需根

据岗位进行划分（如董事长、党委

书记、总经理、分管领导等），承

担多个岗位的领导，将其涉及的岗

位安全生产责任制清单进行合并。

主要负责人作为本单位的第一责

任人，对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

即全面负责单位主体安全生产责

任制落实与执行，必须涵盖安全生

产法规定的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

职责，同时，还要考虑所在省份的

安全生产条例里对企业主要负责

人的履职要求，如属于央企国企，

还要考虑国资委的文件要求。其

他领导的安全生产责任制应根据

分工及工作职责，将主要负责人

的安全生产责任进行进一步细化、

分解，形成分管领导的安全生产责

任制清单。

岗位员工安全生产责任制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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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通用安全生产责任制及岗位针对

性安全生产责任制两部分组成。通

用安全生产责任制一般由安全部牵

头梳理；岗位针对性安全生产责任

制由部门负责人牵头，针对具体岗

位，安全生产责任制应尽量具体化，

明确具体工作要求及频次，尽量包

括属地内的人员、事情（包括作业）、

物体（包括工具、设备设施）管理。

如生产管理部门设备管理岗位安全

生产责任制见图 5。

在梳理岗位员工安全生产责任

制过程中，应关注如下问题：本部

门的安全生产责任制应全部进行分

解与细化，内容应简明扼要、清晰

明确、便于操作；强化直线责任，

即上级对下级负责，上级的安全生

产责任制应全部由下级承接，不应

出现空白或遗漏。

安全生产责任制沟通与培训

安全生产责任制清单应与部

门负责人、所有岗位员工进行当面

沟通与确认，明确其可行性及执行

标准，直到每个岗位员工都理解并

认可。将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教育

培训工作纳入年度培训计划并开展

全员培训。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要

在适当位置进行长期公示，接受全

员监督；笔者所在单位积极推进安

全生产工作信息化工作，利用内部

OA 系统进行线上公示。同时，还

应定期评估安全生产责任制，当组

织机构、业务领域、生产规模等发

生变化，或发生安全生产事故时，

应及时对安全生产责任制进行评估

和完善。

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与考核

每年根据上级单位下达的年度

安全生产责任书，结合安全生产责

任制清单，组织签订全员安全生产

责任书。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

考核奖惩制度，结合绩效考核工作

定期对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

况进行考核，奖优罚劣；强化上级

对下级负责的直线责任，直线管理

者如未认真履行属地管理监督、考

核责任的将承担连带管理责任。笔

者所在单位考核分为组织安全生产

考核及员工安全生产考核。组织安

全生产考核每年年底进行，员工安

全生产考核纳入个人年度绩效报告

按照月度、季度、半年度及年度进

行考核兑现。 

小结

安全生产责任重在落实，而有

效落实的前提是分解细致，并能够

被岗位员工所理解。经过近年的实

践，笔者所在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

落实越来越扎实，整体安全生产绩

效有了明显好转。安全生产工作人

人有责，安全生产工作起始于公司

的最高领导，瀑布式地在整个组织

中推行，最终通过每位员工落地。

有效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为企业

战略发展保驾护航，打造企业安全

生产核心竞争力。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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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生产管理部门设备管理岗位职责及安全生产责任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