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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双重预防体系即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两个

模块。风险分级管控的重点是分级，既是将风险分级，

也是将责任分级。在建设双重预防体系的过程中，要将

风险分为“红、橙、黄、蓝”四色风险等级，分别对应

“重大风险、较大风险、一般风险、低风险”，每个级别

对应相应的风险管控层级，落实责任和风险点的划分。

隐患排查治理即按照法律法规、标准规范要求，开展隐

患排查，从而降低事故发生的可能性，遏制事故的发生。

二、双重预防体系的实施背景

2013 年至 2016 年期间，重特大事故频发，暴露出安

全生产领域“认不清、想不到”的问题突出。针对这种

情况，习总书记指出，对易发生重特大事故的行业领域，

要采取风险分级管控、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性工作机

制。

1. 安全生产关口前移

2016 年 1 月 6 日，习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常委会上提

到：必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频发势头，对易发重特大

事故的行业领域采取风险分级管控、隐患排查治理双重

预防性工作机制，推动安全生产关口前移，加强应急救

援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2. 标本兼治遏制重特大事故

国务院安委会提出要求：2016 年 4 月 28 日印发了

《标本兼治遏制重特大故工作指南》，10 月 9 日，又印发

了《实施遏制重特大事故工作指南构建双重预防机制的

意见》均对构建双重预防机制提出了要求。

三、构建双重预防机制的意义

1. 海因里希法则（事故金字塔理论）的运用

从事故金字塔理论可以看出，生产中如果安全风险

管控到位，就不会形成事故隐患，隐患一经发现，如果

及时治理就不可能酿成事故。这就要求我们要通过双重

预防机制，切实把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把隐患

治理在形成之初，把事故消灭在萌芽状态。

海因里希法则举例

2. 预防重特大事故发生

双重预防机制，就是要准确把握安全生产的特点和

规律，以风险为核心，坚持超前防范、关口前移，从风

险辨识入手，以风险管控为手段，把风险控制在隐患形

成之前。构建双重预防机制就是强调安全生产的关口前

移，从隐患排查治理前移到安全风险管控。强化风险意

识，分析事故发生的全链条，抓住关键环节采取预防措

施，防范安全风险管控不到位造成事故隐患、隐患未及

时被发现和治理演变成事故。

四、构建双重预防机制的目的

1. 贯彻上级工作部署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安

全生产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政府引导、部门监管、分

级推进、全面实施的工作原则，突出风险预控、关口前

移，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

制，推进事故预防工作科学化管、信息化、标准化，实

现把风险控制在隐患形成之前、把隐患消灭在事故前面。

2. 遏制企业重特大事故发生

全面开展安全风险辨识和隐患排查，采用相应的评

估方法确定安全风险和隐患等级，从组织、制度、技术、

如何有效落实企业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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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能力、应急等方面对安全风险进行有效管控、对隐

患进行治理，形成安全风险受控、事故隐患自治的双重

预防机制和运行模式，建立统一、规范、高效的安全风

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提升安全生

产整体预控能力，夯实遏制重特大事故基础。

五、如何构建双重预防体系

1. 明确工作思路

（1）双重预防机制就是构筑防范生产安全事故的两

道防火墙

第一道是管风险，以安全风险辨识和管控为基础，

从源头上系统辨识风险、分级管控风险，努力把各类风

险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杜绝和减少事故隐患；第二道

是治隐患，以隐患排查和治理为手段，认真排查风险管

控过程中出现的缺失、漏洞和风险控制失效环节，坚决

把隐患消灭在事故发生之前。

（2）双重预防机制着眼于安全风险的有效管控

要紧盯事故隐患的排查治理，是一个常态化运行的

安全生产管理系统，可以有效提升安全生产整体预控能

力，夯实遏制重特大事故的工作基础。从重大危险源、

人员暴露和管理的薄弱环节入手，按照问题导向，坚持

重大风险重点管控；针对重特大事故的形成过程，按照

目标导向，坚持重大隐患限期治理，有针对性地防范遏

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2. 基本要求

（1）机构要求

成立由主要负责人负责的专门机构，不能是临时的，

实现全员参与、全岗位覆盖、全过程管控、全时段落实。

（2）方案要求

明确工作目标、实施内容、责任部门、保障措施、

工作进度和工作要求等相关内容。

（3）制度要求

企业需制定与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体系配套制

度如：风险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责任制度，风险点辨识、

评估制度，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隐患排查治理制度，

重大安全风险公告制度等。

（4）工作要求

双重预防机制建设不是“另起炉灶”，风险管控是基

于风险辨识，排查确认风险点，风险点既是风险的源头

也是隐患的源头，隐患排查治理就是管控安全风险，风

险管控体系是对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和安全生产标准化体

系、职业健康安全体系（OHASA）的完善与补充，是安

全管理制度系统性、针对性、实用性的提升过程。

（5）培训要求

通过开展关于风险管控理论、风险辨识评估方法和

双重预防机制建设的技巧与方法等内容的培训，使其具

备参与风险辨识、评估和管控的能力，为双重预防机制

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组织对全体员工开展有针对性的

培训，包括：双重预防机制建设相关法规、文件、标准；

双重预防机制建设的技巧；风险管理理论、风险辨识评

估方法；风险点分级管控原则、方法；重大风险管理措

施等。

3. 实施过程

（1）风险分类

第一类危险源（根源）：生产过程中存在的，可能

发生意外释放的能量（能源或能量载体）或危险物质：

如带电导体、遇水自燃物质、运动的机械、行驶的汽车、

压力容器、悬吊物的势能、有毒品、粉尘、噪声等。

第二类危险源（状态）：导致能量或危险物质的约

束和限制措施破坏或失效的各种因素，包括：物的不安

全状态、人的不安全行为、环境因素、管理因素。

第一类危险源存在是第二类危险源出现的前提，第

二类危险源的出现是第一类危险源导致事故的必要条件，

它们分别决定事故的严重程度和可能性大小，两类危险

源共同决定危险源的危险程度。

（2）风险分级管控

①组织有力、制度保障

企业应建立由主要负责人牵头的风险分级管控组织

机构，应建立能够保障风险分级管控体系全过程有效运

行的管理制度。

②全员参与、分级负责

企业从基层人员到最高管理者，应参与风险辨识、

分析、评价和管控；企业应根据风险级别，确定落实管

控措施责任单位的层级；确保风险管控措施持续有效。

③自主建设、持续改进

根据本行业实施指南，建设符合本企业的风险分级

管控体系。自主完成风险分级管控体系的制度建立、文

件编制、组织实施和持续改进，进行危险源辨识、风险

分析、风险信息整理等相关具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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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系统规范、融合深化

风险分级管控体系应与安全管理体系紧密结合，应

在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等安全

管理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风险分级管控，形成一

体化的安全管理体系。

⑤注重实际、强化过程

根据自身实际，强化过程管理，制定风险管控体系

配套制度，确保体系建设的实效性和实用性。企业应找

准关键风险点，合理确定管控层级，完善控制措施，确

保重大风险得到有效管控。

⑥激励约束、重在落实

建立完善的风险管控目标责任考核制度，形成激励

先进、约束落后的工作机制。按照“全员、全过程、全

方位”的原则，明确每个岗位辨识风险、落实控制措施

的责任，并通过评审、更新，不断完善风险分级管控体

系。

（3）隐患排查治理

①组织机构制度保障

应根据实际建立由主要负责人或分管负责人牵头的

组织领导机构，建立能够保障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全过程

有效运行的管理制度。

②全员参与重在治理

从企业基层操作人员到最高管理层，都应当参与隐

患排查治理；企业应当根据隐患级别，确定相应的治理

责任单位和人员；隐患排查治理应当以确保隐患得到治

理为工作目标。

③系统规范融合深化

应在安全标准化等管理体系的基础上，改进隐患排

查治理制度，形成 - 体化管理体系，使隐患排查治理贯

彻于生产经营活动全过程，成为企业各层级、各岗位日

常工作重要的组成部分。

④激励约束、重在落实

应建立隐患排查治理目标责任考核机制，形成激励

先进、约束落后的鲜明导向，企业应明确每一个岗位都

有排查隐患、落实治理措施的责任，同时应配套制定奖

惩制度。

六、结束语

事故隐患主要来源于风险管控的薄弱环节，要强调

过程管理，通过全面排查发现隐患，通过及时治理消除

隐患。事故隐患来源于安全风险的管控失效或弱化，安

全风险得到有效管控就会不出现或少出现隐患。企业应

建立完善隐患排查治理体系，推动全员参与自主排查隐

患，尤其要强化对存在重大风险的场所、环节、部位的

隐患排查。对于排查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应当在向负

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报告的同时，制定并实

施严格的隐患治理方案，做到责任、措施、资金、时限

和预案“五落实”，实现隐患排查治理的闭环管理。要从

源头上管控高风险项目的准入，持续完善重大风险管控

措施和重大隐患治理方案，保障应急联动机制的有效运

行，确保企业双重预防机制常态化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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