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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油田企业安全环保风险防控的若干思考 
郝龙江 

（胜利油田纯梁采油厂QHSE管理部） 

摘要：石油企业生产过程复杂，涉及野外环境污染、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的危险化学品等诸多环节和因素，安全环保风险较大，

一旦管控不到位，发生的安全环保事故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近年来，随着安全环保法律法规的制修订及危险化学品安全

专项治理､环保督查等行动的开展，国家对石化企业依法合规运行的管控日趋严格，有效识别安全环保合规风险，做好安全环保风险

防范，变得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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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全环保风险的类型 

1.1 内外部监督风险 

安全环保要求的不断提高，使企业面临来自不同领域的监督风

险｡ 一是来自企业内部的督查风险｡ 随着企业管理制度的不断完

善，安全环保专业人员配备不断优化，企业通过成立安全环保督查

大队或委托第三方 HSE 监理服务机构，对施工作业､ 许可作业､ 污

染污排放等重点环节进行检查，指出问题并进行通报考核，加大了

对安全环保制度执行及 HSE 体系运行的监督检查力度｡ 二是来自政

府职能部门的外部监管风险｡ 地方应急管理部门､ 生态环境部门对

企业安全环保工作开展“四不两直”检查､ 专项督查或联合检查等，

督导企业合规经营｡  

1.2 违法违规风险 

1.2.1 行政处罚风险 

行政处罚是指行政机关依法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公民､ 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以减损权益或者增加义务的方式予以惩戒的行为｡

对企业而言，建设项目未批先建､ 违反“三同时”制度､ 污染物超

标排放､ 未妥善处理处置工业固体废物､ 违规闲置或拆除环保设施

等行为，以及将生产经营项目､ 场所､ 设备发包或出租给不具备安

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未与承包（租）单位签

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未在承包或租赁合同中明确各自的安

全生产管理职责，未对承包（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统一协

调､ 管理等，均面临被地方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 罚款､ 责令

改正､ 责令停产整顿､ 责令停止建设､ 责令停止施工､ 暂扣吊销有

关许可证､ 暂扣或撤销有关执业资格证书､ 没收违法所得､ 行政拘

留”等行政处罚的风险｡  

1.2.2 刑事责任风险 

刑事处罚是违反刑法而承担的法律责任，企业面临的刑事处罚

的风险有：①企业主要负责人因未提供保障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

投入，致使生产经营单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发生安全生产事故

的；②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构成犯罪的；

③用于生产､ 储存､ 装卸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未进行安全设施设

计，项目竣工投入生产或使用前，安全设施未验收合格的；④关闭

､ 破坏直接关系生产安全的监控､ 报警､ 防护､ 救生设备设施，或

者篡改､ 隐瞒､ 毁损其相关数据信息的｡  

2 安全环保产生原因剖析 

2.1 客观原因分析 

（1）由于近年来油气生产规模的快速增长，生产场所、设备设

施增多与老化问题突出，致使现场“低老坏、跑冒滴漏”问题突出，

未得到有效控制与消减。 

（2）新员工、转岗员工增幅较快，而企业安全培训力量不足、

不规范，培训内容片面、单一，HSE 培训需求培训分析不够，培训

考核流于形式，致使生产现场三违现象反复出现。 

（3）基层管理人员安全技能与意识不足。部分管理人员存在不

学安全标准、安全制度、安全技能现象，没有依规对标管理的意识

和习惯，凭借经验和自我认识开展日常管理，对一些问题的发生关

键是法规标准学习认识不清，致使安全标准、企业规章制度得不到

严格落实，管理短板得不到及时补齐，问题根源无法在源头得到管

控，导致生产现场隐患问题反复出现。 

（4）直线部门针对专业领域安全事务或隐患问题，主动督查、

主动协调解决问题的意识欠缺，专业领域内安全工作不能有效执行，

专业安全事务大量堆积在安全部门，致使技术设备等专业层面的隐

患问题不能有效解决。 

2.2 主观原因分析 

安全环保隐患问题屡查屡犯、屡禁不止，甚至越查越多，主要

原因就是没有在问题的整改上下狠功夫，对隐患问题的成因未能够

追本溯源，往往是就事论事，点到即止，治标不治本。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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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没有以 HSE 体系思维认真从制度流程、机构职责、体制机制、

能力提升等方面分析和整改本单位 HSE 管理存在的深层次问题，没

有认识到整改的核心是预防，管理的短板才是大风险、大隐患，切

实做到发现一个问题，追溯一个原因，完善一项机制，堵住一个漏

洞，防止一般性问题重复出现，防止低标准、老毛病、坏习惯等低

级错误屡查屡现，真正有效的识别大风险、管控大隐患，持续提升

本质安全水平。 

3 应对措施 

为有效消除和控制安全环保风险，促进企业安全环保管理持续

升级，实现本质型安全。紧扣“以人为本，预防为主”的 HSE 管理

方针，时时、事事运用体系思维，及时总结完善监督检查方式方法，

制定了《安全环保隐患整改四查四看四不放过检查法》，推进安全环

保监督从“查人、查物”向“查管理、查机制”转变，从事后追责

向事前防控转变，隐患风险全面受控。 

（1）查隐患问题直观整改，看现场风险是否得到消除或控制，

隐患问题未能及时组织整改不放过。针对日常监督检查发现的隐患

问题，根据责任单位反馈的整改情况，定期组织跟踪复查，验证隐

患问题是否得到直观整改，特定风险是否得到了消除或控制。确保

安全环保隐患问题被消灭在萌芽状态。隐患问题未能及时组织整改

的，无论大小，紧盯不放，坚决不销项、不关闭，持续跟踪督促整

改。 

（2）查隐患问题追本溯源，看问题是否得到深究，未开展隐患

问题追本溯源不放过。结合现场隐患问题整改验证情况，分别从井

区、管理区、厂级三个层面，检查对存在的问题是否进行了汇总分

析，是否对共性问题从人员、设备设施、工艺技术、制度流程、管

理职责、直线责任落实等方面进行了追本溯源，查找隐患问题出现

的症结所在，是否针对症结制定了全面有效地整改和预防措施，是

否有对应的具体直线责任部门和人员。 

（3）查人员培训教育，看各级人员对隐患问题的预防措施是否

牢记于心，未开展人员培训教育、预防措施未落实不放过。结合隐

患问题责任单位问题清单和制定的安全环保隐患风险消减预防控制

措施，分层级对管理人员、操作人员的日常安全环保隐患风险消减

预防措施掌握情况、改进职责落实情况及时进行跟踪监督检查，把

培训教育不到位、培训质量不达标、预防措施未落实当做重大安全

隐患死盯不放，有效督促具体职责与措施落实，确保人员职责清晰、

措施有效、落实到位。 

（4）查隐患问题举一反三整改效果，看安全环保风险是否得到

了有效管控，隐患问题未开展举一反三整改、安全环保风险未得到

有效管控不放过。根据隐患问题责任单位追本溯源制定的整改和防

控措施，及时在下一步的监督检查中开展有效性验证，看共性问题

是否在生产现场得到了举一反三的整改，重复问题是否得到有效消

减，安全环保风险是否得到了有效管控，安全管理是否得到了持续

改进落实。 

4 环保治理效果 

效果一：安全环保隐患整改四查四看四不放过检查法自推行以

来，监督区域内安全环保管理“重现场检查和整改，轻体系预防”

的现象得到了有效改善，生产现场的安全环保隐患问题数量明显下

降，重复性问题得到了有效消减，安全环保风险得到了有效管控。 

效果二：安全环保隐患整改四查四看四不放过检查法的运用，

以“问题管理”为切入点，进一步完善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的工作机制，突出了问题的根源分析和管理源头改进，通过

现场问题追溯，找准了业务、制度、体制范围内的根子问题，做到

了从“查人、查物”向“查管理、查机制”转变，从单个隐患问题

的整改向系统预防转变，从事故预防向隐患预防转变，从解决“表

象问题”向解决“本质问题”转变，从根本上改进管理不足，提升

企业的整体安全水平。 

效果三：安全环保隐患整改四查四看四不放过检查法的有效运

用，使专职安全环保监督的把关约束机制得到了充分发挥，企业自

身安全环保方面存在的大风险、大隐患得到了全面识别和控制改进，

从源头有效预防和控制了安全环保隐患的出现，有力促进了企业管

理的持续升级。 

效果四：通过安全环保隐患整改四查四看四不放过检查法的运

用，有力推动了“一岗双责”安全环保责任制的落实，有效督促了

各级管理部门、人员安全直线责任的履行，使困扰安全环保生产的

资金、人员、技术、设备等专业层面的问题得到了有效的解决。有

力推动了 HSE 体系建设向前迈进。 

效果五：通过安全环保隐患整改四查四看四不放过检查法的运

用，全员学习法规、标准、制度、规程的积极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全员安全意识与技能得到了有效提升，有力推动了企业的依法、对

标、合规管理，为清洁安全生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5 结束语 

无危为安，无损为全，防危为上，止损为下。就问题改问题，

永远有改不完的问题，不追溯根源，不对照直线责任从整个管理体

系中加以改进，真正的重大安全环保风险是得不到有效管控的。油

田公司在工作中践行的安全环保四查四看四不放过检查法，对上述

问题的改进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笔者也期待与众多同仁共同完善此

项方法，助推企业清洁安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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