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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化企业 HSE标准化和体系建设实践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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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炼化企业在建立 HSE 标准化体系中要解决制度与现场实际工作中要联系，要做到无缝连接，加强风险的管控能力，规

范现场 HSE 基础管理，提升员工的岗位风险辨识能力。为了更好的做好现场 HSE 标准化管理，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详尽的阐

述如何开展 HSE标准化建设，好到体系管理合规，现场操作规范，设施设备完好，现场施工文明等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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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HSE standardization system, refining and chemical enterprises should solve the problem that the 

system should be connected with the actual work on site, achieve seamless connection, strengthen the risk management and control 

ability, standardize the basic HSE management on site, and improve the post risk identification ability of employees. In order to do a 

better job in the on-site HSE standardization management,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site, explain in detail how to carry 

out the HSE standardization construction, so as to achieve the key points of system management compliance, on-site operation 

specification, intact facilities and equipment, on-site construction civilization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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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与来源 

通过 HSE 标准化建设能有效杜绝现场“低、老、坏”

问题，是强化基层基础的客观需要；它能有效解决体系建

设与基层生产经营活动相脱节的问题，是深化 HSE管理体系

运行的有效措施；它能将生产实际与制度规范有效的联系在

一起，能力实现现场达标和岗位达标，最终做到企业达标。 

2 实质与内涵 

HSE 标准化体系建设工作是通过对制度的有效分解，

作为现场 HSE 管理的指南，有效的规避风险。在实际工作

中，通过现场实际运行，进一步优化规范制度，夯实基础

工作，将制度可视化、可量化、减轻基层工作负担，最终

提升岗位员工安全能力和风险辨识能力，提升企业安全。 

2.1 标准化管理是重点 

2.1.1 完善 HSE 管理制度 

通过明晰目标责任，结合实际不断健全和完善 HSE

管理规范、制度文件，整合基础资料，优化工作流程。通

过收集法律法规、制度规范，从中提取出适用的标准制度、

操作规程，通过归纳总结，最终形成可视化、可量化的工

作标准，做到现场操作与制度规范一一对应，为管理这的

决策提供依据，使管理有依据、有标准、有规程。 

2.1.2 强化作业受控 

要加强现场作业标准化管理。对于一般性常规作业，

要做到依规合法，操作前严格按照操作手册和操作规程步

步确认，并且“双人操作”和监护到位。 

对于高风险作业，特别是“八大高危作业”，必须严

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检查验证设备设施的可

靠性，人员持证情况，风险辨识到位情况，是否对不可接

受的风险进行了风险消减措施，是否按照要求办理的作业

许可并审批完成。 

2.1.3 加强应急管理 

我们应牢固树立未雨绸缪、预防为主的思想，切实抓

好基层应急管理工作。积极开展应急管理培训，积极有效

的建立安全应急体系，成立现场应急机构，并安排合理的

分工，明确责任人，做好现场应急物资的储存、更换，现场

应急人员要定期培训和考核、更换，提升整体的应急能力。 

2.2 标准化现场是基础 

通过对现场目视化管理，做到现场标准统一、动作统

一、规格统一。合理使用标识、标志，引导岗位员工正确

使用，从而有效的规避风险。 

2.2.1 现场安全标志 

安全标志是提醒人们注意不安全的因素，防止事故的

发生，起到了保障岗位员工人身安全和财产损失的作用。

它是保障设备设施安全的重要措施，安全标志牌应根据现

场风险、隐患的辨识和评价结果进行配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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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现场标识 

安全标识是按照操作规程，对岗位员工要操作的步骤

和设备等进行步步确认的依据，有效的预防了误操作的发

生概率。 

2.3 标准化操作是关键 

标准化操作就是为了适应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安全生

产的需要，根据操作规程和操作指南中要求制定的规定动

作。标准化操作能有效的防止事故的发生，真正做到了项

目有计划、作业有方案、操作有规程、应急有预案。 

3 HSE标准化建设基本内容 

3.1 管理合规 

HSE 标准化建设突出风险管控为重点，运用安全检查

表、工作安全分析（JSA）、危害与可操作性分析、头脑风

暴法等方法，对风险进行辨识，进行分类识别，进而对风

险进行评价，最终形成风险分级防控。针对相应等级的风

险制定措施并监督落实到位，针对隐患分级处理，及时上

报，制定和完善防范措施；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党政同

责”的要求，进一步明确目标责任，强化考核激励机制。 

3.2 操作规范 

现场操作严格按照审批的操作规程和操作卡进行操

作，监督执行操作纪律，消除误操作，以至生产运行平稳

受控，操作记录完整，有据可查。 

现场作业应严格执行规章制度，一般性作业办理作业

告知单，高危作业办理作业许可和专项作业许可证，强化

承包商作业审批和过程监管，属地单位落实监护管理职责，

相关部门做好监督检查、巡查等工作，杜绝现场违章作业、

违章指挥、违反劳动纪律现象。 

3.3 设备完好 

现场使用的设备设施应严格按照相关制度进行报备，

并定期进行检验和性能测试等工作。在使用前应办理相关

使用证明，在使用期间应监督检查使用的范围和使用的方

法是否按照要求执行。设备设施使用应在职业卫生、安全

防护、检维修等方面做到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严禁设备设

施“带病上岗”。设备应建立台账，在设备设施闲置时应

维护保养，确保设备备用，对于报废的设备设施应交有关

部门进行报废处理，严禁报废设备设施流入施工现场。 

3.4 场地整洁 

基层站队生产作业场地和装置区域布局合理，办公区

域、生产区域、生活区域的方向位置、布局、安全间距等

符合安全标准要求；现场应做好防尘措施和环境保护措施，

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应分类存放，危险废物应集中定量存

放，并定期进行合法处理。 

4 HSE标准化站队建设 

4.1 企业现在安全管理存在的问题： 

（1）有效防范和控制安全环保风险 

（2）有效融入有感领导、直线责任、属地管理的责

任理念。 

（3）夯实安全环保基层基础管理，强化一线岗位员

工执行力。 

（4）深化 HSE 标准化建设与生产活动相互联系。 

（5）控制和减少基层现场大量存在的“三违”现象。 

4.2 基层站队 HSE 标准化建设工作的内涵 

4.2.1 标准化管理—重点 

通过明确标准化的目标和责任，建立健全规章制度，

优化工作流程，完善工作基础性资料，严格执行规章制度

和操作规程，做到合规合法。 

4.2.2 标准化现场—基础 

通过对设备设施的完整性、安全性进行要求，确保设

备设施的可靠性，现场 “低、老、坏”，净化生产经营现

场安全生产条件，实现现场安全环保达标。 

4.2.3 标准化操作—关键 

通过制定一系列的标准、规范，从生产、生活等各方

面从严要求，培养生产生活良好习惯，加强操作技能培训，

合格上岗，减少和消除误操作和“习惯性”违章。 

4.3 加强高风险作业管控 

4.3.1 强化承包商高危作业的安全检查 

对施工现场的动火、受限、吊装、高处、临时用电等

高危作业开展全方位、立体化检查。重点检查票证执行、

安全措施落实、机具设备安全附件、工器具使用以及整改

验证等，及时纠正违章行为，形成良好的作业习惯，使现

场施工安全有序。 

4.3.2 强化作业风险管控 

强化作业前的危害识别、风险评价工作，切实做好工

作前安全分析，落实施工方案及作业许可上要求落实的各

项风险削减措施，并对各项安全措施的落实情况进行跟踪

检查，确保检修安全受控，有效降低安全风险。 

4.3.3 抓好已开工的高风险作业管控 

针对现场施工特性，制定有毒物质危害分析及现场管

控措施，落实现场应急救援装备及设施。 

落实好门禁管理制度，进入施工区域及时做好风险提

示和劳动保护用品登记检查工作；及时宣贯应急措施和应

急逃生路线、应急集合点。 

持续做好每日安全喊话和现场安全监督检查工作；针

对高危作业，加强对现场施工人员、管理人员、监护人员

的行为管控，严格执行高危作业预约制度。 

4.4 开展承包商管控专项检查 

加强承包商现场作业管控，推进现场监护专业化、制

度化和常态化。以安全生产活动为契机，针对专项检查发

现的承包商现场作业管理不到位问题，开展承包商监护人

员取证培训工作，重点在加强监护人员责任心、强化现场

风险识别和措施落实，提高应急处置能力上下功夫，要求

所有承包商项目开始前必须完成监护人员专业培训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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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合格证后方可上岗；属地单位要对取得监护证的人员进

行检查评估，不能胜任监护职责的监护人员要取消合格证，

重新培训合格后上岗。 

承包商管控依然是现场管理最大的短板，一定要严格

落实国家法律法规、地方规章制度的要求，严把承包商安

全管理“五关”，即承包商资质关、HSE 业绩关、队伍素

质关、施工监督关、现场管理关，尤其是新更换的承包商，

变更风险突出，更要严格落实承包商安全监管责任，严格

落实“黑名单”制度，持续促进承包商加强自主管理。要

进一步规范作业和施工现场管控，严格落实作业预约、作

业许可、高风险作业管理等制度，强化高风险作业现场旁

站及监督，加大违章查处力度，确保作业和施工现场安全

受控。 

4.5 认真开展施工承包商安全绩效考核和考评。 

依据考评结果，对施工承包商管理水平进行评级，评

级结果作为选择使用承包商的依据，优先选择安全绩效良

好的承包商，对安全评级等级低的承包商进行整顿和清退，

对考评不合格承包商及责任人纳入黑名单，停止合同执行，

并清理出厂，同时上报上级单位备案。 

5 HSE管理体系审核 

5.1 审核的目的和作用 

审核是 HSE 管理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 ，是推动 HSE 

管理 持续改进的有效 抓手，是国际大公司 HSE 管理的

通行做法。目的是验证体系的符合性和有效性。 

5.1.1 审核的基本特征 

规范：审核是按策划方案规范实施的 PDCA 循环过程。 

系统：审核是通过现象看本质的系统化验证过程。 

严谨：审核对发现问题的判定依据明确充分。 

客观：审核以法规制度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 

5.1.2 审核的工作模式-“12333” 

一个审核目标：立足当前严格监管的安全文化现状实

际，坚持严监管、全覆盖、零容忍态势，促进提升员工安

全意识，强化风险管控。 

两项审核要求：反对形式主义，减少审核痕迹要求；

突出审核重点，限制审核人日，减轻基层负担。 

三不审核原则：无方案不审核、无检查表不审核、审

核人员未培训不审核。 

三个审核要求：统一化（质量和 HSE 体系同步审核）、

差异化（不同风险类别企业采取不同审核方式）、精准化

（重点企业“一企一案”审核）。 

三项审核内容：重大风险管控情况、重点工作落实情

况、严重问题整改情况。 

5.1.3 审核的目标任务 

（1）审核范围：覆盖全部生产经营企业，覆盖企业

主要生产经营活动。 

（2）重点任务：完成两个全覆盖：完成企业领导班

子成员访谈全覆盖，完成企业机关职能部门审核全覆盖。 

（3）完成三项工作验证：完成中央环保督察问题整

改情况验证，完成清退 3%、警告 3%外部承包商队伍情况

验证，完成上半年企业内部审核问题整改情况验证。 

（4）完成四个规定动作：审核每家企业，至少开展

一次“四不两直”抽查、一次应急演练、一次作业许可模

拟签票、每名审核员至少完成一个典型问题的管理追溯。 

（5）企业内审工作六项要求 

建立一项制度：建立企业内部审核制度，明确职责分

工，完善 HSE 审核工作流程。 

编制一个方案：编制 HSE 审核方案，对审核范围、审

核内容、审核方式、审核时间作出详细具体部署。   

完善一套标准：完善量化审核标准，对所属主要二级

单位每年开展一次量化审核。 

健全一种机制：健全考核追责机制，将审核结果纳入

绩效考核，对突出问题深入分析问题根源，并追究相关人

员责任。 

培养一支队伍：培养内审员队伍，鼓励业务人员参与

审核，领导班子成员每年至少带队审核一家二级单位。 

一次全覆盖审核：企业应每年至少开展一次 HSE 审核

工作，实现上级公司、企业、二级单位三级审核全覆盖。 

5.1.4 国家安全生产现状： 

我国工业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从 2002 年的历史最

高峰约 14 万人，降至 2020 年的 2.71 万人，下降 80.6%，

得益于我国将安全生产放置第一位的重大改变；重特大事

故起数从最多时的 2001 年，发生 140 起下降到 2020 年的

16 起，下降 88.6%。 

5.1.5 贯彻落实相关政策要求 扎实推进安全生产工作 

（1）坚持体系化管理思维 

坚持优化、完善 HSE 标准化管理体系的建设，建立健

全规章制度，深化体系应用，努力做到制度可视化、可量

化，要从生产实际解决安全问题，不能管理、生产相脱节，

要将制度落实到现场工作中，要用管理体系的思维指导工作。 

（2）构建双重预防机制 

建立健全标准规范，要分行业制定适用的安全风险分

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的制度规范，进一步明确安全风险

类别，要将风险进行科学分类，科学评价，针对风险高低

制定管控措施并监督执行；从而推行企业安全风险分级分

类监管，按照分级属地管理原则，针对不同风险等级的企

业，上级单位应确定不同的监管检查频次、重点内容等，

实行行业差异化、精准化的动态监管。 

明晰现阶段安全环保严峻形势，打牢安全环保坚实基础。 

针对全国各地安全事故频发，安全环保红线不断突破，

组织员工及承包商学习事故经验教训和各项安全生产相

关文件，结合各项安全环保制度，展开“安全大讨论”、

“查隐患、查违章”、“全员写风险”等多项活动，狠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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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及承包商安全环保教育培训。 

狠抓承包商管理和现场管控，提升承包商管理水平。 

合理安排现场作业计划，严格执行作业程序，加强风

险辨识，强化现场监督，严防事故发生。 

（6）持续完善 HSE 标准化体系建设，认真落实问题

整改。 

按照相关规章制度，重点抓安全质量控制点的达标，

严格按照三级检查制度进行检查控制，加强成品保护和不

合格品的管理。选择施工过程的重点部位、重点工序和重

点质量因素作为质量控制的对象，进行重点预控和过程控

制，从而有效地控制和保证施工质量。 

（7）推进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 

领导层：1、制定履行安全承诺；2、个人安全行动计

划；3、开展行为安全审核。 

职能部门：1、管工作必须管安全；2、主管业务范围

HSE 事务；3、职能合理，责权一致。 

基层员工：1、岗位日常巡检；2、工作前安全分析；

3、作业许可管理。 

综上所述：HSE 标准化体系对现场实际工作有着重要

的作用，对风险的管控能力，现场 HSE 基础管理能力，员

工的岗位风险辨识能力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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