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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工程项目安全管理研究

安朝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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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中国“走出去”和“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实施，越来越多的中国建筑企业投入到海外工程项目建设上来，海外

项目独特的安全管理环境，给人员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威胁，安全生产事故事件也给企业生产经营造成了恶劣影响，本文分

析了海外工程项目安全管理存在的问题，从属地化安全管理、安全策划、机械设备安全管理、安全技术管理等方面提出了对

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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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China's "going out" and "the Belt and Roa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more and more Chinese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are investing in overseas project construction. The unique safety management environment of overseas 

projects has brought threats to the safety of personnel's life and property, and the production safety incidents have also caused adverse 

effects on the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of enterpris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in the safety management of overseas projects,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in terms of localized safety management, safety planning, mechanical equipment 

safety management and safety technology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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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中国建筑企业不断进入海外市场，海外承包工

程营业额日益增长，安全生产风险也日益凸显，国内国外不

同的安全生产环境，导致国内现行的安全管理制度 “水土不

服”，照搬国内的安全管理办法已经对海外安全管理工作造

成了掣肘，因此，研究海外项目安全管理存在的问题，建立

一套符合海外实际的安全管理办法，指导海外项目开展安全

管理工作已迫在眉睫。

2  海外工程项目安全管理存在的问题

2.1  项目内外部沟通困难

不同国别受劳务引进政策、劳动力价格、劳动力技能

水平等影响，劳务使用策略不同，如刚果（布）、喀麦隆、

莫桑比克、泰国、柬埔寨等非洲、东南亚国家，属地劳动力

价格极为低廉，中国企业大规模招收和使用属地工人，只有

技术要求比较高的工序才引进中国工人，部分企业为最大化

的减少用工成本，引进孟加拉、朝鲜等第三国工人，而项目

的管理层通常以中方管理人员为主，无专职的属地或第三方

安监人员，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不

同，造成在内部沟通交流过程中，难以形成有效的信息传

递，甚至很容易就造成文化冲突，继而引发矛盾。国内安全

管理制度在海外项目的落地因沟通交流困难易造成水土不

服，如安全教育培训，多数海外项目受内外部监管不足，自

我约束能力较差，在属地、第三国专职安监人员投入上打

折扣，导致施工人员未经教育培训或教育培训深度、针对性

不足。

因不同国别语言不同，驻在国政府部门、协会关于安全

生产的文件或要求难以有效传达至项目，尽管各项目均雇佣

了翻译，但多数从事合约、商务、财务等工作，因此难以掌

握属地安全管理要求，与属地国政府、协会、医院、安全物

资等资源未形成有效对接。

2.2  驻在国安全资源匮乏

资源的匮乏一是体现在人力资源上，海外工程项目多位

于发展中国家，属地劳动力技能水平普遍较低，安全意识尚

未形成，安全行为习惯尚未养成，尽管多数国家有充足的劳

动力，但仍然缺少懂技术、知安全，拥有良好行为习惯的高

素质产业工人；二是体现在物资设备上，国家标准、行业标

准的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同，国内司空见惯的安全防

护设施，如标准化防护栏杆、脚手架等，难以在驻在国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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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大量物资材料仍需依靠进口，使用的大型机械设备，

如塔吊、施工升降机等，均是从国内运输至项目所在国使

用，日常维修保养困难；三是体现在专业服务上，如深基坑

的专业监测、大型机械设备的第三方检测等专业性较强的服

务，在多数国家寻找仍然比较困难。

2.3  机械设备安全管理不足

机械设备的维修与保养整体滞后，因驻在国机械设备资

源的不足，海外项目机械设备多从国内引入，而驻在国由于

标准不同或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原因，无法供应相应的机械设

备零配件，国内采购供货周期较长，出口物资保障供应不及

时；机械设备老龄化严重，国外监管环境宽松，国内总部标

准执行不严、监管不到位，如塔式起重机，存在超15年出厂

年限未经评估仍在使用的情况；专业技术人才短缺，一是机

械设备专业管理人员配备不足，一些项目施工周期较短、机

械设备数量不多，仅雇佣了操作人员，未配备机械设备管理

人员；二是起重机械设备特种作业人员配备不足，如塔式起

重机安拆由无特种作业证书的人员负责，塔司、信号工持证

人员配备不到位等。

2.4  属地分包管理粗放

多数海外项目进入驻在国，因其施工周期相对较短，

未对属地分包政策进行详细深入的研究，对资质审核、过往

业绩考察过于宽松，属地分包单位进入施工现场后，管理能

力、技术能力、服务能力等不能满足安全管理要求，造成安

全生产隐患突出；部分项目委托属地劳务公司招聘或者项目

部直接招聘属地人员，由项目部管理人员直接进行管理，由

于宗教信仰、语言交流等方面的差异，导致双方沟通困难，

安全管理指令难以下达。

2.5  技术管理不到位

很多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因驻在国对外企的监督缺

失或不到位，选择了最大程度的节约成本，取消了安全、技

术、机械管理等岗位编制，由其他岗位人员兼职，进行粗放

式的管理，导致技术管理体系不健全，管理不规范。如危大

工程的安全管理，多数海外项目驻在国对危大工程没有概念

或没有强制要求，不需要像国内一样，编制专项方案，组织

专家论证，报监理及业主单位审核审批，实施过程中缺少监

督检查，缺少外部动力，导致对安全技术管理不重视，减少

技术方面的安全投入。

3  海外工程项目安全管理的对策和建议

3.1  强化属地安全管理

（1）优化专职安监人员配置。项目部至少配备一名专职

或兼职中籍安监人员，专职中籍安监人员持安全C证或驻在

国等效证件。重点分析研究属地安全管理法律法规、国标行

标，建立属地化安监人员任职资格手册，根据属地要求招聘

并配备具有相应资质的专职安监人员，如马来西亚安全与健

康官（SHO）、现场安全主管（SSS），印度尼西亚K3建筑

工程师等，负责属地人员日常安全管理。第三国劳务配备符

合第三国要求的专职安监人员，负责第三国劳务的日常安全

管理。强化员工语言能力建设，建立语言分级激励机制，鼓

励中方及属地员工学习语言，促进交流。 

（2）建立属地化安全生产管理手册。制定符合项目驻

在国国情的属地化安全生产管理手册，明确安全生产职责，

规范安全管理活动。监督属地化员工按照手册开展各项安全

管理工作，对属地安监人员进行日常考核，年度进行能力评

估，开展晋升及绩效考核。

（3）强化分包单位安全管理。了解及掌握驻在国分包资

质管理情况，建立属地分包单位资源库，细化完善分包单位

进场安全管理流程和标准，建立资质审查准入制度，强化对

分包单位的进场安全管控，确保分包单位人员、设备设施等

整体受控。培育业务能力强、资金实力雄厚、企业信誉好的

优势分包单位，进行长期合作。

（4）强化对属地员工教育培训。教育培训制度化、流程

化，由属地专职安监人员定期对管理人员及作业人员开展各

项教育培训活动，如入场教育、班前会、节假日教育、月度

教育等；建立导师带徒机制，由技术能力强的技术工人作为

导师，提升属地人员安全意识及安全技能水平。

3.2  强化安全策划管理

项目立项后，公司应牵头组织各部门开展安全策划，

策划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安全生产目标、安全生产组织体

系、危险源辨识与评估、安全防护设施计划、机械设备进场

计划、安全生产应急管理计划等。项目应通过实地考察、查

阅资料等方式，充分调研驻在国各项环境，包括：自然环

境，重点是对施工有影响的季节气候以及风雨天气等；政治

环境，重点是驻在国的稳定情况等；法律环境，重点是劳务

使用及安全相关法律法规；社会和治安环境，重点是宗教信

仰、民族矛盾、治安等；生活环境，重点是医院、水电、交

通运输情况等。掌握项目驻在国劳务引进政策、安全法律法

规、应急联络机构（医院、派出所、消防部门等）、物资设

备、分包单位资源等，制定符合我国和驻在国法律法规、企

业总部以及项目实际情况的安全策划，优化安全资源配置。

3.3  强化机械设备安全管理

（1）合理选用机械设备设施。在属地国租赁时，由项目

负责人组织各部门成立租赁商与设备考察评价小组，考察租

赁商管理能力、技术能力、维保能力、服务能力、过往业绩

及设备状况等，出具考察报告，符合要求方予以入库租赁。

使用自有旧设备时，如属地国有检测机构，项目部应聘用第

三方专业机构进行全面检测，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如属地

国无检测机构，应淘汰超年限机械设备。

（2）规范使用机械设备。自有设备，由项目部组织定

期进行检查和维护保养，有条件的区域，应当委托第三方专

业机构进行检查和维护保养；租赁设备，由使用单位、产权

单位定期进行检查和维护保养。各级机械工程师应当定期或

不定期地对机械设备进行专项检查。项目属地国有专业安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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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的，优先选择专业安拆机构实施安拆；无专业安拆机构

的，由项目部组织中籍有相关经验的操作人员，培训交底后

实施安拆。

（3）加强属地化机械设备管理融合。招聘和培养属地化

机械设备管理及操作人员，建立健全属地化机械设备管理机

构，执行严格的招聘选用机制，确保管理人员及操作人员机

械设备相关工作经验满足工作要求，定期进行考核及培训，

提升机械设备安全管理能力。大力发掘海外国别施工机械设

备市场，建立资源库，如项目驻在国无相应机械设备或零配

件，从附近国别资源库择优采购。

3.4  强化海外项目安全技术管理

企业应建立从总部到海外项目部的海外项目技术管理工

作机制，实行分级管理，各级管理机构均应具备技术管理职

能，配备专业技术管理人员，通过微信、QQ等通讯工具，

确保管理畅通。企业应根据海外项目属地标准和规定，结合

国内相关制度，因地制宜的制定本企业的技术管理制度和管

理流程，并根据制度和流程针对性的设置各级管理机构职责

和权限。

海外项目技术管理应包括技术标准规范管理、施工组织

设计管理、技术交底管理等方面。技术标准规范管理：海外

项目部应收集本项目驻在国国家、行业标准及规范信息，编

制适合本项目施工的国家、行业规范标准清单，并对管理人

员进行交底。项目直接上级单位应汇总海外项目驻在国标准

规范，并与国内标准进行对比分析。施工组织设计管理：施

工组织设计和施工方案的编制应尽量简洁，编制内容及深度

以满足施工需求和当地政府主管部门、业主、顾问工程师的

要求为标准。属地规定不明确的，参照国内施工组织设计/

施工方案的编制要求，审批程序应同时满足属地和国内审批

程序要求；可参照国内对危大工程和超危大工程的认定标准

并结合海外项目当地的施工条件，来界定海外项目的危大工

程和超危大工程，编制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建立危大工

程管理档案，内容包括专项施工方案及审核、交底、现场检

查、验收及整改等相关资料，超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应组

织专家论证。技术交底管理：施工方案交底分三级交底，施

工组织（总）设计交底、施工方案交底和分部分项工程施工

技术交底，交底内容应包含项目属地相关法律法规、技术规

范、环境条件等，接受交底人员应包含属地及第三国工程师

及施工人员。

4  结束语

本文以海外工程项目安全管理为研究对象，指出了其存

在沟通交流困难、安全资源匮乏、机械设备安全管理不足、

分包管理粗放、技术管理不到位等问题，并从属地化安全管

理、安全策划、机械设备安全管理、安全技术管理等方面提

出了针对性的解决措施和建议。随着越来越多海外工程项目

的承接，其所面临的安全生产环境也定会越趋复杂，海外项

目安全管理是一个动态持续的研究课题，要因地制宜，根据

驻在国实际情况制定针对性的措施，企业要收集整理海外项

目的安全管理经验，形成海外项目安全管理办法，切实维护

广大职工的生命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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