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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缺陷在电力装备制造行业安全管理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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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如何将零缺陷管理应用到电力装备制造行业的安全管理中，从而培养零缺陷管理意识、践行零缺陷安全管理、实现电

力装备制造行业高质量发展。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从零缺陷管理的核心思想、零缺陷文化氛围的创建、建立人人担责的制

度体系、零缺陷与双重预防机制的结合、成为可信赖的组织等方面对如何深入实践零缺陷安全管理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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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w to apply zero defect management to safety management in the power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order to 

cultivate zero defect management awareness, practice zero defect safety management, and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power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Based on summarizing experience,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to deeply practice zero defect 

safety management from the core ideas of zero defect management, the creation of a zero defect culture atmospher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ystem where everyone takes responsibility, the combination of zero defects and dual prevention mechanisms, and becoming a 

trustworthy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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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零缺陷管理的思想起源于质量管理，其核心思想是第

一次就把正确的事情做正确，强调通过观念与意识的改变

来提升工作品质，主张司机归位，人人担责，通过零缺陷

的文化来改变做事方法和日常行为。零缺陷质量管理在国

内已经推广开来，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在安全管理方

面的应用还较少，经过实践发现零缺陷的管理思想和方法

同样可以在安全管理方面发挥实效。 

1 零缺陷管理的核心思想 

第一次就把事情做对，这是零缺陷管理的核心思想。

以前，我们习惯于事后弥补，默认我们工作中可以存在小

问题，我们努力通过控制和保证来实施安全管理。但是，

应用零缺陷思想之后，我们通过改变人的观念来提升工作

的质量和安全管理水平，我们要习惯于第一次就把事情做

对，不给安全留下隐患，要让变化是有计划的和可控的，

要让员工在这里工作是安全的、是有自豪感的。 

零缺陷的思想突出的是自我革新，是自我意识的升级，

是以思想的改变来带动行动的变化。以前我们经常是按部

就班地干，认为工作中出现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出了问题

再想解决办法，现在我们必须要把这个根深蒂固的思想扭

转过来，灌以零缺陷的思想。一旦改变了人的想法，改变

了思考的出发点，一切行动都会跟着改变。“我是一切的

根源，问题在我、行动在我、成败在我、我既是原因也是

结果”，从这点出发来审视工作，预判当前的工作方法能

不能实现零缺陷的目标。为了避免出现差错，我们提前

识别出了哪些风险点，过程中应如何控制风险点，只有

在前期把风险都控制住了，才有可能实现零缺陷。弗里

德里希•冯•哈耶克曾说过“摧毁一个世界的方式有很多

种，但真能改变世界的，唯有思想”。是的，我们要改变

全体员工的思想，让零缺陷深入人心，从零缺陷的思想

出发，来指导工作方法和过程，才能让安全管理水平有

跨越式提升。 

2 零缺陷文化氛围的创建 

只有改变员工的心智和价值观念，树立楷模与角色典

范，才能使安全成为公司文化的一部分，安全管理就是有

目的地创建这种组织的文化。 

2.1 培训与警示教育 

要做到零缺陷安全管理，首先要做的是安全培训与警

示教育，提升全员的零缺陷安全管理意识。把零缺陷安全

管理培训纳入到包括新员工“三级”（公司级、部门级、

班组级）安全培训、转复岗人员安全教育、“四新”（新技

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培训、企业负责人及安全

管理人员培训、班组长培训、职业健康培训、安全警示教

育培训等。只有单位中每个人都灌以零缺陷的思想，树立

“我是一切的根源”的意识，才能从根本上提高电力装备

制造行业的零缺陷安全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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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安全日活动 

（1）生产班组（生产部门、测试部门、仓储部门等）

是单位零缺陷安全管理的主体单元。单位生产班组应每周

至少开展一次安全日活动。安全日活动应由班组安全生产

管理人员策划，班组长主持，当班全体员工参加。活动内

容包括学习贯彻上级安全工作部署，听取合理化建议，总

结本周班组安全生产工作情况，解决遇到的问题，进行事

故案例分析，开展安全教育培训，部署下周工作等。 

（2）树立员工安全意识，培养员工第一次就把事情

作对的良好习惯，结合生产班组安全日活动，开展生产班

组“安全零缺陷日”活动。通过 KYT（危险预知训练）、危

险作业“一备三查”（备齐所需的安全防护装备和工具，查

验作业条件是否符合要求，查看作业人员是否具备相应的技

能和证书，查明作业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和隐患）、主题

安全日等班组安全活动，让班组每个员工都成为实际参与者，

从活动实践中更好地理解与运用零缺陷安全管理的方法。 

2.3 安全零缺陷示范岗 

结合日常工作表现，择优选取思想突出、业绩突出、

作风优秀、员工认可的骨干确定为零缺陷示范岗，发挥关

键岗位员工模范带头作用，建立关键岗位的责任范围和目

标，形成纵横交叉、点面结合的责任区，把关键岗位的工

作范围、对象，以责任制的形式固定下来，明确职责。 

3 建立人人担责的制度体系 

只有当安全与自身有关时，人们才会从根本上改变对

安全的态度，建立合适的制度体系以便将安全责任层层压

实至班组的每位员工。 

3.1 明确安全责任、签订责任书 

零缺陷特别强调了预防系统控制和过程控制，要求第

一次就把事情做对。每个环节和每个层面都必须建立安全管

理规章制度，按规定要求实施管理，责任落实到位，不允许

存在盲区和漏洞。单位应按照管理权限，逐级签订安全责任

书或安全承诺书。单位领导班子成员分片包干，安全责任书

明确双方的安全职责、危险源控制和事故控制目标、考核目

标等。与各级人员签订的安全责任书或承诺书，应告知其安

全权利和义务，作业岗位危险源控制措施和目标、应急处置

措施等，使单位每个员工都明确自己的安全职责和义务。 

3.2 安全网格化管理 

安全网格化管理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将单位划分单元

网格，通过加强对各个单元网格的安全管理，提升零缺陷

安全管理的一种管理方法。建立以单位主要负责人、单位

副总、各部门/车间负责人、班组长为成员的一至四级网

格长，由一级网格长负责单位的重大风险的管控，二级网

格长负责分管区域的重大和较大风险的管控，三级网格长

负责本区域的重大、较大和一般风险的管控，四级网格长

负责本区域的重大、较大、一般和低风险的管控。按照季

度、月、周、日隐患排查的频次，上级负责管控的风险，

下级必须负责管控，并逐条落实具体措施的要求，开展隐

患排查治理工作，确保全方位、无死角。由此，形成单位

安全网格化管理的整体思路，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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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安全网格化管理流程图 

3.3 激励与考核 

（1）坚持精神鼓励与物质奖励相结合、思想教育与

处罚相结合的安全奖惩原则，实行安全生产目标考核、管

理过程考核和以责论处的奖惩制度。对实现安全目标的部

门和为安全工作做出突出贡献的部门、集体及个人予以表

彰和奖励。按照职责管理范围，对发生生产安全事故（事

件）、未实现安全目标、未落实安全责任及存在违章现象

的部门及责任人依规进行处罚。零缺陷安全管理重点不是

斥责错误者，而是表彰无缺点者；不是指出单位员工有多

少缺点，而是告诉员工向零缺点的方向努力。这就增强了

职工消除缺点的信心和责任感。 

（2）常规的安全奖惩方法多倾向于对单位的一线作

业人员，对单位各部门的负责人激励与考核管控相对较弱。

而单位各部门的负责人是部门零缺陷安全管理的带头者，有

着关键性作用。为了更好地将零缺陷安全管理落实到单位各

部门，可以建立“零缺陷安全积分”管理模式，由单位安全

监督管理部门组织制定单位各部门的零缺陷安全积分管理

标准，定期将各部门安全积分进行公示和考核，并将部门积

分落实到员工个人，为单位年度个人安全评优提供参考。 

4 零缺陷与双重预防机制的结合 

零缺陷管理哲学最重视的是预防系统，为了达到零缺

陷的目标，就得提前识别工作过程中的风险，并对风险制定

预防措施，这便与安全管理的“双重预防机制”不谋而合。 

双重预防机制是构筑防范生产安全事故的两道防火

墙。第一道是风险管控，通过定性定量的方法把风险用数

值表现出来，并按等级从高到低依次划分为重大风险、较

大风险、一般风险和低风险，让企业结合风险大小合理调配

资源，分层分级管控不同等级的风险。第二道是隐患治理，

排查风险管控过程中出现的缺失、漏洞和风险控制失效环节，

整治这些失效环节，动态的管控风险。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

隐患排查治理共同构建起预防事故发生的双重机制，构成两

道保护屏障握物，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的发生。 

无论是第一道还是第二道防线，强调的还是预防，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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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事故发生的机会，所以从理论上，零缺陷管理思想完全

可以应用于安全管理。 

4.1 风险分级管控 

按照风险不同级别、所需控制资源、管控能力、管控

措施复杂及难易程度等因素而确定不同的管控层级。单位

每年应组织开展一次安全生产风险评价，当生产工艺、设

备设施和作业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时，应随时进行安全生产

风险的评价，制定和落实风险控制措施。单位应以班组为

单位，通过岗位安全风险控制清单对岗位员工进行安全风

险培训告知，并在岗位设置安全风险告知卡。 

4.2 隐患排查治理 

单位安全监管部门应根据风险分级管控清单，分级落

实隐患排查治理责任，将隐患排查治理贯穿到生产经营活

动全过程，通过落实隐患排查治理目标责任考核、责任追

究以及奖惩措施，建立隐患排查治理长效管理机制。各责

任部门应根据所负责管控的安全风险控制措施和检查频

次要求，严格检查控制措施落实情况，针对控制措施执行

不到位、不可靠等隐患及时进行整改消缺，确保所负责的

安全风险点可控、能控、在控，切实把风险控制在隐患形

成之前，隐患控制在事故发生之前。 

5 双归零管理办法在隐患治理方面的应用 

当发生安全问题隐患时，在零缺陷质量管理上常用的

“双归零”管理办法便可以非常好地适用，“双归零”即技

术归零和管理归零。所谓技术归零，是针对发生的安全问题

隐患，从技术上按“定位准确、机理清楚、问题复现、措施

有效、举一反三”5条要求逐项落实，这 5项要求环环相扣，

最终提升的是本质安全水平。技术归零中，定位准确是前提，

机理清楚是关键，问题复现是手段，措施有效是核心，举一

反三是延伸。所谓管理归零是针对发生的安全问题隐患，从

管理上按“过程清楚、责任明确、措施落实、严肃处理、完

善规章”5条要求逐项落实，并形成管理归零报告或相关证

明材料的活动。管理归零中，过程清楚是基础，责任明确是

前提，措施落实是核心，严肃处理是手段，完善规章是结果。 

 
图 2   技术归零 

 
图 3  管理归零 

6 结束语 

主动而为是零缺陷文化的基石。转变思维，人人担责，

从“要我安全”变为“我要安全”，从被动接受变成主动

作为。在贯彻零缺陷思想的过程中，使我们组织成为安全

的、可信赖的组织，同时使我们每个人成为有价值的、值

得信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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