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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化企业直接作业环节及承包商管理问题与对策 

苗鑫阳 

（中国石化长城能源化工（宁夏）有限公司  宁夏银川  750411） 

摘  要：结合石油化工行业内安全生产事故事件特点，对某化工企业七年内的安全生产事故事件进行了统计，分析事故事件原因，从能量

隔离、安全培训与教育、检维修管理、承包商管理、智能化管理等方面提出提升直接作业环节本质安全策略，从体系建设、审核准入、技

能验证等方面研究提升承包商队伍安全素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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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化工企业生产规模扩大，检维修作业数量和作业人员数量随

之增加，作业安全和承包商安全管理已然成为化工企业安全管理的

重点和难点，虽企业在加强承包商及直接作业环节安全管理方面均

采取了各项举措，但承包商和直接环节事故依旧多发，如何有效对

承包商作业环节进行管理，亟待解决。 

一、调查与分析 

收集并整理了某企业 7 年以来的所有事故事件，与作业活动相

关的事故事件占本企业事故事件总数的 49.2%，与承包商活动有关

的占 81.2%。依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标准》GB6441，对所有

与作业活动相关的事故事件进行统计（见图 1），火灾、机械伤害占

比均为 21.4%，物体打击为 14.3%，中毒窒息、其他爆炸均为 10.7%，

高处坠落为 7.1%，触电、灼烫、坍塌、起重伤害均为 3.6%。重点

对大于 10%的事故事件开展了原因分析 

 

图 1 某企业各类型事故事件占比 

1.1 火灾 

1.1.1 企业对承包商作业监管缺失，承包商作业随意性大。作业

人员未经许可擅自动火，防火措施落实不到位，引燃可燃物；违章

操作，造成皮带机着火。 

1.1.2 工艺交出不合格，没有为作业人员创造合格的作业条件。

盲板抽堵作业使用阀门代替盲板隔断，阀门泄漏可燃气闪燃；运行

系统安全阀后未采取盲板隔断，安全阀泄放可燃气进入正在检修系

统，发生着火。 

1.2 机械伤害 

1.2.1 习惯性违章，造成人员伤害。动设备故障处理，未断电，

未告知，人员违章进入检查，造成伤害；皮带机运行情况下，清理

卫生，造成伤害；在运行真空皮带机上违章踩踏调整跑偏滤布，造

成伤害。 

1.2.2 转动设备检修，未断电、无警示。刮板机检修作业，未确

认设备断电，设备异常启动，造成机械伤害。 

1.3 物体打击 

1.3.1 有规不循，违章作业。违章使用铁锹向运行破碎机投加物

料，物料飞出击中作业人员；疏通蒸汽胶管用脚踩方式固定，胶管

反作用力击打在作业人员脚部。 

1.3.2 工艺交出不合格，带压拆卸。在拆卸卡兰过程中，管线中

残存的高压液体喷出，将人击倒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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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中毒和窒息 

工艺交出存在不彻底，毒性气体外泄。未加装盲板，阀门内漏，

毒性气体外泄；盲板抽堵作业，阀门内漏，毒性气体外泄。 

1.5 其他爆炸 

空气进入负压系统与可燃气混合，发生闪爆；电石遇水反应产

生乙炔气进入烟道，遇焊接闪爆；乙炔水封排水，水中的溶解乙炔

气挥发并在雨排内积聚，遇施工火花，发生闪爆。 

二、调查结论 

2.1 直接作业环节安全管理问题 

2.1.1 企业主体管理职责不落实，工艺交出存在漏洞。未严格履

行工艺交检修手续，没有为作业提供安全条件；作业方案管理缺失，

指导性差、变更随意或未按照方案施工。 

2.1.2 监护人现场监管发挥作用不够。监护人专业知识缺乏，对

作业方案执行及过程风险管控能力不足，对作业工机器具等检查要

点不清楚。 

2.1.3 危害辨识及安全技术交底不实。项目负责人专业技能不足，

对作业程序及内容梳理不清，作业过程风险识别及措施制定缺项，

安全技术交底流于形式。 

2.1.4 非常规作业安全管理缺失。缺少作业规程或指导书，未对

从事非常规作业的群体开展培训和考试，从事非常规作业多为劳务

承包商人员，风险意识薄弱以及人员流动性大等导致了非常规作业

事故事件高发。 

2.1.5 作业数量多，难免会顾此失彼。作业数量多，造成安全管

理职责落实不到位，形式主义表现突出。 

2.2 承包商管理问题 

2.2.1 收入不高，人员流失率高。据统计，该企业内某维保单位

一年内技术工种人员的变更率大于 100%，相当于该单位技术工种人

员在年度内全部轮换了一次，不仅给企业安全培训教育增加了投入，

作业安全风险同步增加，形成不良循环。同时在项目投资一定的情

况下，管理效率低，承包商运行成本增加，也是形成这一恶性循环

的另一原因。 

2.2.2 承包商人员专业技能低，安全技能不足。企业引入标准低，

部分承包商作业人员未参加过化工生产检修，不清楚化工装置生产

特点及安全管理要求，一些承包商单位薪资待遇低，只能招录文化

水平较低的人员，且引入时没有技能考核。 

2.2.3 承包商自主管理能力不足，依赖甲方管理。组织机构不健

全，承包商内部未开展岗位履职考核。项目经理管理水平低，组织

机构未发挥管理职能，甚至对人员在岗情况都不掌握。 

通过对某个承包商自主管理情况跟踪，发现该承包商日常培训、

考核缺失，岗位责任落实严重缺位，并且该承包商单位在甲方检查

后，对管理提升整改弄虚作假。甲方检查该承包商单位一个季度以

来没有对岗位责任制履行情况开展检查，承包商单位整改时做了岗

位责任制检查与考核记录，在对照问题清单询问被考核责任人时，

责任人反馈并未出现该问题且未受到相关考核，欺骗和应付甲方管

理。 

2.2.4 低价中标引入管理风险。承包商单位管理人员配置不齐，

作业人员技能水平低，现场机具隐患多，同步产生了一系列管理风

险。 

三、直接作业环节安全管理对策 

从该企业事故事件调查情况看，因工艺交出管理不到位、能量

隔离不彻底，导致了 33.3%的火灾、100%的机械伤害、75%的中毒

和窒息和 33.3%的爆炸事故事件发生。 

3.1.1 工艺交出与确认。与运行生产系统相关联的“双边”作业，

作业方案或安全措施中必须明确工艺隔离、置换、检测分析等合格

条件，应由工艺技术人员进行工艺安全条件确认。 

3.1.2 检测分析。与运行设备、管线等相关的动火、受限空间的

检测分析，首次应由专业检测单位进行检测分析，确保检测方式正

确、分析结果准确。 

3.2 严格作业方案关 

3.2.1 优化作业方案，作业方案表单化。实施作业方案一体化管

理，将工艺处置、检修、施工及安全专项方案合并为一个作业方案，

由属地单位会同作业单位共同编制，按作业步骤将方案表单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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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每个主要节点风险管控怎人人，以保障作业方案对施工程序管控

的连贯型。完善检修手册，每台设备均应编制检修手册，并将其作

为承包商重点培训内容。 

3.2.2 作业方案变更管控。严格作业方案变更管理（包括作业范

围、内容、方式及器具等变更），监护人是作业方案现场监督执行的

第一责任人，作业方案变更需组织评估，完成作业方案变更后，方

可允许作业。 

3.2.3 建立作业方案库。全面梳理企业高风险“双边”作业，建

立高风险“双边”作业清单，充分开展作业前风险识别，由各专业

共同编制作业方案，建立高风险“双边”作业方案库。 

3.3 严格监护关 

3.3.1 建立专职监护队伍。选拔安全技能水平高、专业知识丰富、

责任心的人员担当专职监护人，负责特殊作业及高风险作业的现场

监护；开展专职监护人起重吊装、临时用电、脚手架作业等专业安

全技术知识培训，发放专职监护人资格证。 

3.3.2 正向激励促使专职监护人正确履责。制定专职监护人激励

方案，监护人收入应与现场违章（问题）挂钩，推选季度、年度星

级监护人。 

3.4 严格作业计划管控 

通过计划性检修，升级材质、设备升级等措施减少检维修作业

数量；通过下线检修、堵漏技术等减少装置区内特殊作业计划数量，

降低作业安全风险。 

3.4.1 完善信息管理系统，开展泄漏专项治理。完善设备缺陷管

理信息系统，对泄漏信息进行登记，对高频泄漏点深入分析，通过

改变工艺流程、优化操作、材质升级等途径降低泄漏频次，减少检

修作业。 

3.4.2 提高预检深度，开展反应性检修考核。应用腐蚀检测等技

术提高预检深度，开展维修绩效考核，制定预检修和反应性检修考

核指标，实现缺陷系统问题—分发—整改—验收闭环管理，严格管

控反复检修作业数量，提高检修质量。 

3.4.3 设备运行性能指标。对每台动设备在设计性能的基础上，

结合现场工艺和操作因子，制定运行性能指标，落实设备承包管理

责任人，责任人绩效与设备运行性能挂钩。 

3.5 强化现场监管 

3.5.1 统一直接作业检查标准。制定作业检查标准，作为作业票

证补充安全措施，相关责任人对照措施清单逐条落实，确保作业主

要风险受控。 

3.5.2 责任落实是关键，坚决消灭安全管理中的形式主义。制定

有力的问责机制方能促使各级人员职责落实到位，经过实践，制定

以“经济处罚+安全记分+组织处理”三种问责形式将有助于企业促

使直接作业环节直线责任落实。 

3.6 完善非常规作业安全管理 

3.6.1 充分识别完善非常规作业规程。以生产流程为主线，对生

产系统所有活动进行梳理（重点包括巡检操作、药剂配置、异常处

置、清理卫生等），编制岗位危害告知卡，完善岗位作业规程，确保

每项作业活动有规可依。 

3.6.2 压减高风险非常规作业业务外包量。高风险操作、作业等

非常规作业，应由长期在岗位且操作熟练的岗位操作人员进行操作

或由甲方班长带班操作。 

3.6.3 切实做到“三同”管理。将业务外包人员纳入甲方同培训、

同考核、同薪酬，提高队伍稳定性，对于长期在岗位，操作技能和

安全技能全优的劳务人员，应经考核后，签订劳动合同，增强外包

人员的对企业的归属感。 

3.7 提高安全措施硬投入 

直接作业现场安全检查多，整改投入少，本质化提升不足。脚

手架、气瓶、配电箱、电焊机等问题已成为常态，各企业均存在查

反复、反复查的问题，现场问题未彻底整治，应增加直接作业安全

措施硬投入。例如：定制标准化配电箱、标准化气瓶支架、采购高

处作业升降平台、机械清淤设备等。 

3.8 强化内部管理、提高工作效率 

压实设备包保职责，每台设备明确包机设备技术员，制定维保

计划和时间节点，停机前，落实检修队伍、人员、机具、票证。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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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次日作业，前一日办票，当日核对签发，为检修队伍创造有效检

修时间。 

四、承包商安全管理对策 

4.1 承包商体系建设 

4.1.1 组织机构建设。甲方应指导承包商单位健全组织机构，按

合同约定，配齐项目经理、安全、技术、质量负责人，同时对以上

人员的履职能力进行专业验证，将承包商单位的日常考勤纳入甲方

管理，促使承包商主要管理人员能够正确到岗履职。 

4.1.2 体系文件管理。业主单位要将承包商纳入本单位的管理体

系，指导承包商单位建立并完善管理体系，将承包商体系运行情况

纳入管理评审范畴。 

4.2 准入与培训 

4.2.1 承包商准入。建立入厂培训考核矩阵，强化对管理人员和

特殊工种人员的入厂考核；并根据所从事项目及业务风险大小，明

确承包商人员学历占比。 

4.2.2 承包商安全技能培训。坚持“做什么、学什么”的原则，

开发手机端 APP，选取“每日安全”、“安全 ABC”等网络平台中与

承包商作业活动相关案例导入到学习平台，并联合承包商单位建立

专业培训题库和培训矩阵，特殊工种作业人员必须在规定时间内，

完成矩阵模块内的培训，方可具有上岗资格。 

4.3 提高承包商队伍人员稳定性 

4.3.1 以资留人。分包层层剥利，导致承包商作业人员的薪酬待

遇低，工作主动性降低，对企业没有归属感，严格分包管理及日常

监督，并对承包商单位日常工资发放情况进行检查。 

4.3.2 约定人员稳定性指标。对长期维保承包商单位，在签订合

同时约定关键技术人员流失考核指标，并对承包商人员的稳定性进

行动态监控，督促承包商单位提高队伍稳定性。 

4.4 甲方监管 

建立和完善承包商考核和退出机制，落实承包商量化积分考核、

违约处罚和清退制度，对积分达到一定数量的承包商通过采取暂停

业务、缩减业务、限定招标、退出等方式严格承包商管理。 

五、结论 

化工企业承包商及直接作业环节是企业管理体系作用的综合结

果，涉及工艺安全、设备管理、承包商管理及检修管理、教育培训、

安全检查与考核等各个方面，抓承包商及直接作业环节安全管理必

须由各专业、各部门综合发力，以体系运行为抓手，抓实工艺安全

管理、强化设备运行管理、提升培训效果、规范作业流程、加大安

全投入力度、压实管理责任，才能有效提高承包商与直接作业环节

的管理水平，确保安全生产风险受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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