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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危险源、安全风险和安全事故隐患之间的相互关系

陈　斌　孙小虎　陈小曼

甘肃铁科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甘肃兰州　730000

摘　要：随着社会不断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等工程建设相关法律法规不断

修订，工程建设领域安全生产管理风险越来越高，安全监督执法越来越严，企业和个人违法成本越来越高，这就要求从业人

员必须熟悉工程建设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标准规范并严格执行，尤其必须理清危险源、安全风险和安全事故隐患之间的

关系，掌握危险源和安全风险管理要点，熟悉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机制，全面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及隐患排查治理双重

预防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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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定义

1.1  危险源

危险源是指可能导致人身伤害或健康损害或财产损失的

根源、状态或行为，或它们的组合。其中：根源是指具有能

量或产生、释放能量的物理实体，如:起重设备、压力容器

等；行为是指决策、管理以及从业人员的决策行为、管理行

为及作业行为；状态是指物的状态和环境的状态等。

1.2  安全风险

安全风险是不确定性对目标的影响，安全风险一般被

定义为“在生产系统中某一特定危害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和后

果严重性的组合”，一般用公式R=f(F,C)表示，其中：R为风

险，F表示发生事故的可能性，C表示事故的严重性。安全风

险主要强调损失的不确定性，包括发生与否的不确定、发生

时间的不确定和导致后果的不确定。

1.3  安全事故隐患

2015年国家安监总局颁布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

治理暂行规定》，对“事故隐患”的定义为：生产经营单

位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标准、规程和安全生

产管理制度的规定，或者因其他因素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存

在可能导致事故发生的物的危险状态、人的不安全行为和

管理上的缺陷。

2、分类及特点

2.1  危险源

2.1.  1危险源的分类

根据危险源的定义，危险源一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能

量或有害物质所构成的第一类危险源，如：高速行驶的车辆

具有的动能、高处重物具有的势能，以及声、光、电能等，

属于第一类危险源，它是导致安全事故的根源或源头；另一

类是包括人的不安全行为或物的不安全状态以及管理上的缺

陷等在内的第二类危险源，也即危险源定义中的不安全的状

态和行为。例如：煤气罐中的煤气属第一类危险源，它的失

控可能会导致火灾、爆炸或煤气中毒；罐体及其附件的缺陷

以及使用者或操作者的违章违规操作等属第二类危险源，因

为物的不安全状态或人的不安全行为会导致煤气罐中的煤气

失控泄露从而引发事故。

2.1.2  危险源的特点

危险源是安全防控屏障上那些影响其作用发挥的缺陷

或漏洞，正是这些缺陷或漏洞致使约束能量或有害物质的屏

障失效，导致能量或有害物质的失控，从而造成安全事故发

生。危险源一般也称为危险有害因素，可分为人的因素、物

的因素、环境因素和管理因素四类。其主要特点是：一是能

量或有害物质是导致事故发生的根源，能量或有害物质失去

控制而意外释放是导致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各种能量或有

害物质是导致事故发生的根本致害物。二是防止能量意外释

放的屏障或措施往往会存在一定的缺陷或漏洞，一旦屏蔽某

一能量或有害物质的所有屏障同时失去作用，就会导致该能

量或有害物质失控，进而造成事故发生。

2.2  安全风险

安全风险是指危害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和后果严重程度

的组合,即:风险为危害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与严重程度之乘

积。无论是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还是所发生事件后果的严重

性，都是人们在其发生之前做出的主观预测或判断，具有

主观性。

根据《生产过程危险和有害因素分类与代码》（GB/

T13861-2009），风险点是指伴随风险的部位、设施、场所

和区域，以及在特定部位、设施、场所和区域实施的伴随风

险的作业过程，或以上两者的组合。排查风险点是风险管控

的基础。对风险点内的不同危险源或危险有害因素（与风险

点相关联的人、物、环境及管理等因素）进行识别、评价，

并根据评价结果、风险判定标准认定风险等级，采取不同控

制措施是风险分级管控的核心。

2.3  事故隐患

事故隐患分为一般事故隐患和重大事故隐患。一般事

故隐患是指危害和整改难度较小，发现后能够立即整改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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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隐患。重大事故隐患是指危害和整改难度较大，应当全部

或者局部停产停业，并经过一定时间整改治理方能排除的隐

患，或者因外部因素影响致使生产经营单位自身难以排除的

隐患。

安全生产领域所说的事故隐患是指人的不安全行为、

物的不安全状态，或管理上的缺陷。之所以把人的不安全行

为、物的不安全状态，或管理上的缺陷称为隐患，是因为他

们具有潜藏、隐蔽的特点，而且是一种祸患或不好的状况，

虽然都是导致安全事故发生的小概率事件，同时相对于安全

事故而言，它们都是藏而不露、不易为人们所重视，但如果

得不到及时彻底治理就会导致事故灾难。

3、三者之间的关系

3.1  危险源与隐患之间的关系

从某种意义上讲，按照危险源的存在状态，可以把危

险源再进行分类，分为“潜在型危险源”与“现实型危险

源”两种。在生产准备阶段，危险源辨识时所辨识出的危

险源，就属于“潜在型”危险源，必须视情况采取相应的

预防措施，才能防止安全事故发生；与之相反，在已经开

始的生产活动中，进行安全检查或隐患排查时发现的人的

不安全行为、物的不安全状态及管理上的缺陷等，则属于

已经客观存在的“现实型”危险源，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

的安全事故隐患。

3.1.1  事故隐患是危险源的一种形式，即：隐患是已经

客观存在的“现实型危险源”，是“潜在型危险源”没有得

到有效控制的结果，是已经客观存在的物的不安全状态或人

的不安全行为或管理上的缺陷。

由于“现实型危险源”是“潜在型危险源”失控的结

果，其较之“潜在型危险源”，距离引发事故更进一步，从

这个意义上讲，如果系统内危险源都处于潜在状态，说明预

防工作得力，系统处于安全状态；反之，如果大多数“潜在

型危险源”没有得到有效控制而转化为“现实型危险源”—

隐患，则表明该系统风险程度大大增加，或已濒临发生事故

的危险阶段。国务院安委会《标本兼治遏制重特大事故工作

指南》要求“把安全风险管控挺在隐患前面，把隐患排查治

理挺在事故前面”、新《安全生产法》要求“构建安全风险

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就体现了这种风险

管理的思路。

3.1.2  隐患是第二类危险源

首先，从危险源的定义可知，危险源既包括能量或有

害物质之类的第一类危险源，也包括人的不安全行为或物的

不安全状态以及监管缺陷等第二类危险源，其中，人的不安

全行为或物的不安全状态以及管理缺陷等第二类危险源，恰

与隐患定义相吻合。因此，事故隐患就是第二类危险源，也

即，危险源包括隐患，隐患是危险源的一种类型，表现为防

止能量或有害物质失控的屏障上的缺陷或漏洞，是诱发能量

或有害物质失控的外部因素，是事故发生的外因。

其次，隐患定义中“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

标准、规程和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的规定”，该定义所指隐患

也是第二类危险源，因为第一类危险源本身不会违反相关规

定，而只有对它们的管理不当，如出现人的不安全行为或物

的不安全状态，才会违反相关规定，而对它们的管理不当及

其造成的问题就是第二类危险源。另外，凡是隐患都违反了

相关规定或要求，所以，只要是隐患就已经达到了需要管控

的标准，凡是隐患都需要进行治理、整改，因此，隐患是一

种毋需评估即可直接进行管控的危险源。

由上述分析可知，危险源是个大概念，它是包括隐患在

内的可能导致人身伤害和（或）健康损害的根源、状态或行

为，或其组合。如果危险源按照存在状态分为“潜在型”与

“现实型”两种，那么，隐患就是“现实型危险源”；如果

按照两类危险源划分，那么，隐患就属于第二类（行为、状

态类）危险源。

3.2  危险源（事故隐患）与安全风险之间的关系

首先，危险源是风险的载体，安全风险是危险源的属

性。即讨论风险必然讨论涉及哪类或哪个危险源的风险，没

有危险源，风险则无从谈起。其次，任何危险源都会伴随着

风险。只是危险源不同，其伴随的风险大小往往不同。

安全风险与危险源（隐患）最大的区别在于：危险源

（隐患）是不以人的意志转移的客观存在，而风险则是人们

对危险源（隐患）导致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及其后果严重程度

的主观评价，因此，对于危险源（隐患）而言，关键在于能

否发现、找到它，因为只有找到它，才能有的放矢地对其进

行防控，所以要发动全员参与危险源（隐患）的辨识；相

反，风险是对事故发生可能性及其后果严重性的主观评价，

需要尽可能客观、公正评价其危险程度，以便决定是否需要

防控及如何防控，因此，对于风险的评价并不需要全员参

与，而是要求有一定经验、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士进行客观、

公正地评价。

第一类危险源（能量或有害物质量值的大小）决定着

后果严重程度，第二类危险源决定着发生的可能性，两类危

险源一起决定了风险的大小。如果某一危险源具有的能量或

有害物质量值很高（后果严重），同时对其管控也比较宽松

（失控可能性高），那么，该危险源的风险程度就会很高，

反之亦然。

四 . 结束语

综上，危险源是发生安全事故（事件）的根源或根本

原因，隐患是“现实型危险源”的一种形式，危险源是风

险的载体，风险是危险源的属性。在生产过程中，危险源

辨识是风险识别及评估的基础环节，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

排查治理是安全风险管控的主要手段和关键环节。因此，

项目决策人员、管理人员及作业人员必须准确理解危险

源、安全风险及安全事故隐患的定义并理清相互之间的关

系，不断完善安全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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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使其充分发挥作用，对做好项目安全生产管理工作至关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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