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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文件

达市卫办发〔2019〕58 号

达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关于印发全市卫健系统安全生产风险辨识

评估及分级管控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卫生健康局、经开区社会事务局、委直属各

单位：

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对于安全工作的指导批示和市

安委会关于 2019 年全市安全生产重点工作的部署，根据《达

州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落实推进城市安全发展中重点任

务责任分工的通知》（达市安委〔2019〕18 号），决定从即日

起，在全市卫生健康系统开展安全风险辨识评估工作，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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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定安全风险等级，实施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有效管控

安全生产风险，提升安全生产整体预控能力，特制定本实施

方案。

一、总体思路和工作目标

（一）总体思路。准确把握安全生产的特点和规律，坚

持风险预控、关口前移，全面开展安全生产风险排查、辨识、

评估，推行安全风险分级管控，进一步强化隐患排查治理，

持续推动重特大事故预防工作科学化、信息化、标准化，构

建完善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工作机制，有效管控安全生产风

险，提升安全生产整体预控能力。

（二）工作目标。加快建立健全安全风险分级管控的工

作制度和规范，完善技术工程支撑、第三方专业化服务的保

障措施，实现单位安全风险自辨自控、隐患自查自治，安全

生产风险分级分类、有效管控，形成部门监管有效、企事业

单位责任落实、社会参与有序的工作格局，提升安全生产整

体预控能力，夯实遏制重特大事故的坚实基础。

二、实施步骤

各县区卫生健康局、市直属各单位、各有关民营医院要

按照《达州市卫生健康系统安全生产风险辨识评估及分级管

控工作方案》的要求，组织所辖单位全面开展安全生产风险

辨识、分析和评估，强化分级管控措施，规范、提升单位安

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水平，建立健全单位安全生产风险分级

管控预防机制，具体分四个阶段实施：

(一)第一阶段：全面辨识、评估单位安全生产风险(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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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 月底前完成)。

各单位根据《四川省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工作指南》的要

求，结合实际制定本单位的安全生产风险辨识与评估工作方

案，组织注册安全工程师、专业技术人员或聘请有关专家成

立辨识与评估小组(也可以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技术服务机

构)，对本单位进行安全生产风险辨识与初评，并将初评结

果以“一单位一册”形式报送行业主管部门，行业主管部门

按照《达州市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实施方

案》第五条的规定进行复核确认。

1.全面动员部署。组织、动员全体职工，充分认识开展

安全生产风险点辨识与评估、采取防范措施、控制和降低危

险、防止事故发生的重大意义，把安全生产风险管控立足于

单位内的每一个岗位、每一名职工，发动全体职工深入开展

查找身边(岗位、设备)安全生产风险活动，形成安全生产风

险管控人人参与、人人负责、人人受益的氛围。

2.排查风险点。全方位、全过程排查本单位可能导致事

故发生的风险点，包括生产系统、设备设施、输送管线、操

作行为、职业健康、环境条件、施工场所、安全管理等方面

存在的风险。

3.确定风险等级。编制危险源辨识及风险评估清单(详

见附件 1)，对排查出来的风险点进行分级，先确定风险类别

(火灾、爆炸、中毒、坍塌、触电等危险因素和高温、有毒

物质等有害因素)，然后按照危险程度及可能造成后果的严

重性，将安全生产风险等级划分为重大风险、较大风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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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风险和低风险，分别用红、橙、黄、蓝四种颜色标示，并

依据安全生产风险类别和等级建立单位安全生产风险数据

库，绘制单位“红、橙、黄、蓝”四色安全生产风险空间分

布图。

4.明确管控措施。针对风险类别和等级，将风险点逐一

明确管控层级，落实具体的责任部门、责任人和具体的管控

措施(包括制度管理措施、工程技术措施、在线监测措施、

视频监控措施、自动化控制措施、应急管理措施等)。

5.风险公告警示。公布本单位的主要风险点、风险类别、

风险等级、管控措施和应急措施，让每一名职工都了解风险

点的基本情况及防范、应急对策。对存在安全生产风险的岗

位设置告知卡，标明本岗位主要危险有害因素、后果、事故

预防及应急措施、报告电话等内容，并建立重大、较大风险

点“一源一档”。对可能导致事故的工作岗位，根据规范要

求设置安全联锁或报警装置，配置现场应急设施(设备)及撤

离通道等。同时，将重大、较大风险点的有关信息及应急处

置措施告知相邻单位。

6.排查消除隐患。要针对各个风险点制定隐患排查治理

制度、标准和清单，明确单位内部各部门、各岗位、各设备

设施排查范围和要求，建立起全员参与、全岗位覆盖、全过

程衔接的闭环管理隐患排查治理机制，实现单位隐患自查自

改自报常态化。对各类隐患和违规违章行为实行精准排查、

精准治理，对一时不能消除的隐患，要落实整改措施和应急

方案，严防盯牢，限期消除，形成制度化、标准化的隐患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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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治理体系。

7.加强应急管理。在风险评估的基础上，根据《安全生

产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国家安监总局令第 88 号）的规

定编制应急预案，并与相关部门的有关应急预案相衔接。单

位要建立专(兼)职应急救援队伍或与邻近专职救援队签订

救援协议。在事故隐患排除前或者排除过程中无法保证安全

的，要从危险区域内撤出工作人员，疏散可能危及的其他人

员。重大风险岗位要制定应急处置卡，每年至少组织一次应

急演练。要开展经常性的全员岗位应急知识教育和自救互

救、避险逃生技能培训，并定期组织考核。

8.防控职业危害。对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作业岗位，

应当在其醒目位置，设置警示标识和警示说明，明示可能产

生职业病危害的种类、后果、预防以及应急救治措施等内容。

作业场所按要求配备职业危害防护装备，定期检查更新。要

依法为从业人员配备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的防护用品用具，

并监督从业人员正确佩戴和使用。要加强作业场所职业危害

防治，定期组织职业危害因素检测和评价，切实保障职工安

全健康权益。

9.形成“一单位一册”。要将所有安全风险点逐一登记，

建立单位安全风险管控档案(或电子档案)，详细记录单位基

本信息、风险点名称和位置、诱发事故类型、安全风险等级、

存在隐患情况和管控措施、管控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及手机号

码、属地监管政府及相关部门情况，形成“一单位一册”。

安全风险因素变化后，要及时评估，不断补充完善“一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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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册”，形成动态化的“一单位一册”管理制度。

10.落实备案管理。“一单位一册”（川安办[ 2017]25 号

附件 4）经单位法人代表签字和单位盖章后，上报辖区卫生

健康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各卫生健康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对

单位的检查指导，切实掌握单位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及隐

患排查治理情况。

(二)第二阶段：规范、提升单位安全风险分级管控水平

(2020 年 4 月底前完成)。

卫生健康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制定本辖区《卫生健康系统

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实施方案》，并督促和引导单位对照

本辖区《卫生健康系统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实施方案》规

定的标准，本着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进一步改进、完善和

提高单位的安全风险管控措施，逐步达到标准要求，全面提

升各卫生健康单位安全生产水平。

(三)第三阶段：全员、全方位开展单位安全风险分级管

控“回头看”(从 2020 年 5 月至 7 月底)。

县区卫生健康局要督促和引导单位围绕“风险点排查是

否到位、风险辨识与评估是否失真、管控措施是否落实、隐

患是否消除、风险是否受控”等方面，组织全体职工全方位

实施本系统安全生产风险管控“闭环管理”。通过进一步对

标、达标，督促和引导单位补齐短板，不断提升安全生产管

理水平。

(四)第四阶段：建立、健全单位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

预防机制(2020 年 12 月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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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单位要结合各自实际，系统总结安全生产风险辨识、

分析、评估和分级管控经验做法，根据风险评估的结果，针

对安全生产风险特点，建立健全本单位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

控责任制、动态评估制度、公告制度、岗位安全生产风险确

认和安全操作“明白卡”制度等，对安全生产风险分级、分

层、分类、分专业进行管理,逐一落实单位、部门、岗位的

管控责任，通过隔离危险源、采取技术手段、实施个体防护、

设置监控设施等措施，切实从组织、制度、技术、应急等方

面对安全生产风险进行有效管控，尤其要强化对重大危险源

和存在重大安全生产风险的生产经营系统、生产区域、岗位

的重点管控，高度关注运营状况和危险源变化后的风险状

况，动态评估、调整风险等级和管控措施，尽快形成安全生

产风险分级管控预防机制，确保安全生产风险始终处于受控

范围内。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层层落实责任。各单位要把集中开

展安全生产大检查摆上当前重要议事日程，细化明确任务、

狠抓责任落实，主要领导要亲自部署、亲自抓，分管领导要

具体抓、全程抓，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切实督促和引

导单位在深入开展隐患整治的基础上，做好各项风险管控工

作。

(二)加强技术支撑，做好指导服务。各单位要发动各级

安全生产相关工作人员和单位职工广泛参与，鼓励中小单位

购买有关专家、科研院校和技术服务机构的专业安全技术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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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帮助单位开展风险点排查和等级评定、安全培训、制定

应急预案等工作，及时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探索实施符合自身实际的安全风险辨识评估机制和管控措

施，不断健全完善安全预防控制体系，推动建立统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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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摸清风险底数，确保管控到位。各单位要全面掌

握本辖区、本单位重大风险点情况。各县区卫生健康局分别

汇总编制“一行业一册”（含县局审批的民营医院）、市直各

卫生健康单位、各有关民营医院要加强对重大风险点进行重

点管控，于 2019 年 1 月 23 日前上报市卫生健康（联系人：

任晓芳，电话 0818-2121174 邮箱 371446015@qq.com），由市

卫生健康委汇总编制市级“一行业一册”于 2020 年 2 月 28

日前报送市安委办备案。

(四) 加强舆论引导，营造浓厚氛围。各单位要充分发

挥新闻媒体作用，利用互联网等新技术手段，开展风险意识

和风险防控宣传教育，及时发现总结、宣传推广各级在集中

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推进单位安全风险管控工作中的好做

法、好经验、好典型，切实发挥示范带动作用，营造良好舆

论氛围。

（五）加强督导检查，从严问责问效。市卫生健康委将

把安全风险管控工作情况纳入安全生产工作年度考核，加强

日常协调、检查和督导。对工作落后、行动迟缓的，要进行

通报、约谈。对没有开展安全生产危险源辨识评估工作的，

一旦发生事故，一律从严倒查、追究事故单位主体责任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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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部门监管责任。

附件： 〔四川省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工作指南的通知〕（川安

办〔2017〕25 号）

达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019 年 11 月 28 日

达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2019年 11月 2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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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政府安委会办公室 关于印发《四川省安全风险

分级管控工作指南》的通知

川安办〔2017〕25 号

市（州）安全生产委员会，省政府安委会各成员单位，中央

在川和省属重点企业：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实施遏制

重特大事故工作指南构建双重预防机制的意见》（安委办

〔2016〕11 号），指导和规范全省开展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工

作，构建起我省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

机制，有效防范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发生，省政府安委员办

公室制定了《四川省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工作指南》，现印发

给你们，请根据本指南，制定完善本地区、本行业领域安全

风险分级管控工作指南和工作标准，切实抓好安全风险分级

管控各项工作。

四川省政府安委会办公室

2017 年 3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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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工作指南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指导和规范全省开展安全生产领域各类风

险点的辨识、评估、管控工作（以下简称“风险分级管控”），

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有效

防范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发生，根据《安全生产法》、《中共

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中发

〔2016〕32 号)、《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实施遏制重特大

事故工作指南构建双重预防机制的意见》（安委办〔2016〕

11 号）等，制定本指南。

第二条 风险分级管控是指对安全生产领域可能导致

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及其他不良社会影响的单位、场所、部

位、建设项目、设备设施和活动等（范围见附件 1）进行风

险全面排查辨识、科学评估，并按照风险级别采取不同管控

措施。

第三条 风险分级管控坚持“分级、属地管理，谁主管、

谁负责，突出重点、注重实效”的原则，实行自辨自控、差

异化、动态化管理。

第四条 本指南适用于四川省行政区域内安全生产领域

风险分级管控工作。国家另有规定的，或者已有风险辨识、

评估与分级相关规定的行业领域，按其规定执行。

第二章 组织与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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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四川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以下简称省

政府安委会）负责指导协调、检查督促全省风险分级管控工

作，并将风险分级管控工作纳入省安全生产工作考核内容。

第六条 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省直有关部门和

中央驻川有关单位（以下简称“省级有关部门”）负责组织

本行业领域的风险分级管控工作，重点开展以下工作：

（一）制定本行业领域风险分级管控工作方案和指导性配

套文件，进一步明确安全风险辨识的责任主体、范围、风险

点具体分级标准、各类风险等级的管控措施；

（二）组织本行业领域开展风险分级管控的培训工作；

（三）负责对本行业领域风险分级管控工作实施情况进行

监督检查；

（四）重点对本行业领域重大级安全风险点的管控情况进

行监督检查，督促责任主体落实管控责任、措施。

第七条 各市（州）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组织落实风险分

级管控工作的部署要求，重点开展以下工作：

（一）负责汇总、编制辖区内风险点辨识管控清单，审

核、校正并统筹确定本辖区内风险点等级；

（二）根据风险分级结果，明确管控和监管责任单位，

组织落实不同风险等级的差异化动态管控措施；

（三）组织绘制本辖区风险点“红橙黄蓝”四色电子分

布图，标注位置分布、风险类别、风险特征、管控责任单位、

责任人等基础信息；

（四）重点对本辖区内较大级以上安全风险点的管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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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进行监督检查，督促责任主体落实管控责任、措施；负责

对辖区内风险分级管控工作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八条 各县（市、区）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负责组织实

施风险点的辨识和管控，重点开展以下工作：

（一）收集、填报辖区内城市（城镇）安全风险点数据

信息，审核、校正、汇总辖区内生产经营单位安全风险点数

据信息；

（二）组织技术力量对辖区内城市（城镇）安全风险点进

行科学评估，结合实际情况，分析风险引发事故的概率和后

果，确定其风险等级。

（三）负责督促辖区内所有风险点的责任主体落实相应的

管控责任和措施，切实降低安全风险。建立完善的风险管控

目标责任考核制度，对存在隐患和违法行为的，依法落实行

政执法措施；

（四）及时向社会公众发布风险公告警示、预警信息。

第九条 乡、镇政府以及街道办事处、开发区、园区管

理机构等地方政府的派出机关协助开展辖区内风险点数据

采集、调查、建档等工作，将风险点的管控纳入基层“网格

化”管理内容。

第十条 生产经营单位负责本单位安全生产风险点的辨

识、评估、分级、管控和建档工作，编制本单位安全生产风

险点辨识管控清单和风险分级管控报告并上报所在地县市、

区）级以上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

第十一条 工会依法对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工作进行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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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

生产经营单位的工会依法组织职工参加本单位安全生

产风险点的辨识、评估、分级、管控工作的民主管理和监督，

维护职工在安全生产、职业健康方面的合法权益。生产经营

单位编制本单位安全生产风险点辨识管控清单和风险分级

管控报告，应当吸纳工会的合理化意见。

第三章 风险辨识、评估与分级

第十二条 风险辨识。风险辨识是动态发现、筛选并记

录各类风险点的过程。风险辨识应基于“全面系统”的原则，

对风险点进行辨识，系统掌握风险点的种类、数量和分布状

况，摸清安全风险底数。

县（市、区）级以上地方政府负责城市管理的有关部

门应根据实际情况，组织开展城市安全风险的辨识（参考方

法见附件 2）。

各类生产经营单位应按照有关制度和规范，结合行业标

准和本单位生产经营特点，制定科学的安全风险辨识程序和

方法，编制安全风险辨识与防范手册（工贸行业领域企业应

参照《工贸行业较大危险因素辨识与防范指导手册（2016

版）》编制），全方位、全过程辨识生产工艺、设备设施、作

业环境、人员行为和管理体系等方面存在的安全风险，做到

系统、全面、无遗漏。

第十三条 风险评估。风险评估包括可能性和后果严重

性两部分。风险评估可采用定性、定量或者定性定量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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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式进行计算和描述。评估结果按照附件 3 中表 3-1 和表

3-2 提供的度量标准进行描述。

第十四条 风险分级。风险分级是根据风险评估结果，

按照风险高低和需关注程度进行排序的过程。风险分级建议

采取风险矩阵法（见附件 3 中表 3-3），风险点的风险等级原

则上从高到低分为重大风险（1 级）、较大风险（2 级）、一

般风险（3 级）、低风险（4 级），分别用红、橙、黄、蓝四

种颜色表示。

第十五条 鉴于风险点数据统计、分析技术的差异化，

各地、各部门和各生产经营单位可结合实际工作需要，组织

第三方专业机构或者具有相关专业知识和管理经验的人员，

科学选择方式方法进行辨识、评估和分级。

第十六条 风险点的风险辨识、评估和分级结果均需建

档，做到“一企一册”、“一源一档”。

第十七条 建立风险点信息采集、审核和上报机制。县

（市、区）政府相关部门汇总编制辖区内本行业领域风险点

辨识管控清单（格式见附件 4），实现各类风险点 “一张表”

并上报同级政府，同时将较大级及以上安全风险点辨识管控

清单审核汇总上报市级政府相关部门；市（州）政府相关部

门对下级部门报送的较大级及以上安全风险点辨识管控清

单进行审核汇总后上报同级政府，同时将重大级安全风险点

辨识管控清单审核汇总上报省政府相关部门；省政府相关部

门对下级部门报送的重大级安全风险点辨识管控清单进行

审核汇总后报省政府安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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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经营单位与政府部门之间、政府部门上下级之间要

建立科学高效的信息报送反馈机制，保持管控清单在传递过

程中的一致性。

风险点信息采集、审核和报送基本流程见附件 5。

第十八条 鉴于风险点的动态变化性，属地政府及有关部

门、各生产经营单位应每年定期参考以下情况对风险点进行

动态复查、监测、评估、分级。

（一）风险点自身发生变化；

（二）风险点周边环境发生较大变化；

（三）同类型风险点或者相关行业发生事故灾害：

（四）国家、地方和行业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和规

范发生变化；

（五）其他实际情况。

第四章 风险管控

第十九条 风险点所属企业或者单位是风险管控的主

体，要根据风险类别和等级建立管控责任和措施清单：企业

将每个风险点的管控责任按照风险等级逐级落实到公司、车

间、班组、岗位，单位将每个风险点的管控责任按照风险等

级逐级落实到部门、岗位、人员；对每个风险点制定和采取

具体严密的安全管控措施，包括制度管理、物理工程、在线

监测、视频监控、自动化控制、应急管理等，并严格实施企

业安全风险公告、岗位安全风险确认和安全操作“明白卡”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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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点所属企业或者单位要将所有安全风险点逐一登

记，建立企业安全风险管控档案，形成“一企一册”，经企

业法人代表签字和企业盖章后，按照职责范围报告属地负有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

第二十条 实施安全风险差异化管控。各级政府及其有

关部门按照分级、属地管理原则，积极采取制度、标准、技

术、经济、管理等措施，依法督促相关企业和单位加强风险

管控。

对不同级别的风险点实行差异化管控，加大重大级安

全风险点监督管理频率和力度。对重大、较大风险级安全风

险点每年定期进行分析、评估、预警，强化风险管控技术、

制度、管理措施，把可能导致的后果限制在可防、可控范围

之内。

第二十一条 完善风险源头管控措施。完善城乡规划、

设计和建设的安全准入标准，建立重大规划、重大项目安全

风险评估与论证机制，从源头上减少重大风险点的产生。针

对辨识管控中发现的风险点管理法规标准缺陷，加强相关法

规和标准研究制定，运用法治手段从严管控风险点。加强风

险点安防技术保障，加大安全科技支撑力度，精准、高效建

设生命防护工程。

第二十二条 实行安全风险整体管控。市（州）、县（市、

区）两级政府和省、市（州）、县（市、区）三级政府有关

部门要根据风险点辨识管控情况，编制行业性、地区性的风

险管控报告（可参考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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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信息化建设

第二十三条 各地区、各部门要依托全省安全生产预警

信息系统，建设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信息平台，建立安全风险

点辨识、分级信息数据库，绘制省、市（州）、县（市、区）

以及企业安全风险等级分布电子图，动态管控各类风险点。

第二十四条 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信息平台应实现的基本

目标包括：

（一）实现风险点的清单化、动态化管理，保证风险点

清单信息的准确性、风险级别可调整性和风险可预警性；

（二）建成分地区、分行业领域、分种类的多图层地图

信息系统，实现各级政府、各相关部门、一定地理范围均可

查询、显示和管理的“红橙黄蓝”四色安全风险点空间分布

图；

（三）实现风险点数据库与其他相关数据库之间的数据

关联和交互功能。自行开发建设信息系统的地区和部门、单

位要与省信息系统的数据库进行关联或者交互。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县（市、区）级以上地方政府及其有关

部门应根据本指南，制定完善本地区、本行业领域安全风险

分级管控工作指南、工作标准。

第二十六条 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工作中涉及的秘密信

息和敏感信息应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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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条 本指南由省政府安委会办公室负责解

释。

附件 1: 风险点分类参考目录.docx

附件 2: 风险辩识和风险评估的常用方法.docx

附件 3: 风险评估、风险分级结果的表达.docx

附件 4: 风险点辨识管控清单（样本）.doc

附件 5: 风险点信息采集、审核和报送基本流程.docx

附件 6: 风险分级管控报告编制指南.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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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风险点分类参考目录

1.单位类：包括各类生产经营单位。

特种设备：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场（厂）内专

用机动车辆（房屋建筑工地和市政工程工地使用除外）、电

梯、起重机械（房屋建筑工地和市政工程工地使用除外）、

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等；

易燃易爆性物质：易燃易爆性气体、易燃易爆性液体、

易燃易爆性固体、易燃易爆性粉尘与气溶胶、其他易燃易爆

性物质；

有毒物质：有毒气体、有毒液体、有毒固体、有毒粉尘

与气溶胶、其他有毒物质；

腐蚀性物质：腐蚀性气体、腐蚀性液体、腐蚀性固体、

其他腐蚀性物质；

危险作业：动火作业、受限空间作业、盲板抽堵作业、

高处作业、吊装作业、临时用电作业、动土作业、断路作业

等；

生物性危险、危害因素：致病微生物(细菌、病毒、其

他致病微生物)、传染病媒介物、致害动物、致害植物等；

作业环境不良：作业环境不良、基础下沉、安全过道缺

陷、采光照明不良、有害光照、通风不良、缺氧、空气质量

不良、给排水不良、涌水、强迫体位、气温过高、气温过低、

气压过高、气压过低、高温高湿、自然灾害、其他作业环境

不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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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及物理有害因素：电离辐射、超高频辐射、高频电

磁场、工频磁场、激光、微波、紫外辐射等；

以及危险温度（高温、低温）；自燃性物质；电危害；

机械风险（不包括特种设备）；机动车辆；物料堆码；高空

落物；粉尘与气溶胶（不包括爆炸性、有毒性粉尘与气溶胶）；

噪声；振动等。

2.场所类：城市综合体、客运车站、地铁站、渡口、码

头、民用机场、商场（市场）、医院、学校、幼儿园（托儿

所）、福利院、养老院、宾馆、饭店、体育场馆、会堂、图

书馆、展览馆、博物馆、寺庙、教堂和公共娱乐场所等人员

密集场所。

3.部位类：交通事故易发多发路段、余泥渣土（建筑垃

圾）受纳场、垃圾填埋场和焚烧站、危房危楼、老旧房屋、

烂尾楼、人防工程，以及易发生滑坡、泥石流、塌陷、沉降、

地裂缝等地质灾害和内涝灾害等重点区域和部位。

4.活动类：体育赛事、户外运动、文艺演出、演唱会、

游园、灯会、庙会、花会、焰火晚会等大型群众性活动现场。

5.建设项目类：建筑工程、城市交通设施、水利工程、

电力工程、市政工程、地下空间等大型建设项目；

6.设施设备类：轨道交通、电力设施、隧道桥梁（含高

架桥）、管线管廊（燃气、石油、天然气、水、电等）、通信、

建筑用升降机、游乐设施、煤气瓶、玻璃幕墙、户外广告牌、

城市旧挡土墙等重点设备设施；商船、游船、渡船、渔业船

舶、客运班车、旅游包车、重型货车和汽车列车、建设施工

单位散装物料车、校车、教练车等重点交通运输设备设施。

7.其他类：上述分类中未能涉及但确实存在风险的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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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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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风险辩识和风险评估的常用方法

一、风险辩识可采用以下一种或几种方法的组合：

询问与交流、现场检查、查阅有关记录、检查表法、头

脑风暴法、流程图法、系统分析法、场景分析法、历史个例

排序、综合推断法等

二、风险评估可采用以下一种或及几种方法的组合：

（一）定性方法

检查表法、类比法、现场调查法、德尔菲法、头脑风暴

法、故障类型与影响分析法、经验分析法等。

（二）半定量方法

风险矩阵法、层次分析法、影响图分析法、事件树、故

障树、历史演变法等。

（三）定量方法

概率法、指数法、灰色理论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

计算机模拟分析法、信息扩散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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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风险评估、风险分级结果的表达

表 3-1 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分析

级别 说明 描述

I 极有可能发生 全国范围内发生频率极高

II 很可能发生 全国范围内发生频率较高

III 可能发生
全国范围内发生过，类似区域/行业也偶有发生；评
估范围未发生过，但类似区域/行业发生频率较高

IV 较不可能发生 全国范围内未发生过，类似区域/行业偶有发生

V 基本不可能发生 全国范围内未发生过，类似区域/行业也极少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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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事故发生的后果严重性分析

级别 说明 描述

1 影响特别重大
造成 30 人以上死亡或 100 人以上重伤（包括急性工
业中毒，下同），巨大财产损失，造成极其恶劣的社

会舆论和政治影响

2 影响重大
造成 10 人以上 30 人以下死亡或 50 人以上 100 人以
下重伤，严重财产损失，造成恶劣的社会舆论，产生

较大的政治影响

3 影响较大

造成 3 人以上 10 人以下死亡或 10 人以上 50 人以下
重伤，需要外部援救才能缓解，较大财产损失或赔偿
支付，在一定范围内造成不良的舆论影响，产生一定

的政治影响

4 影响一般
造成 3 人以下死亡或 10 人以下重伤，现场处理（第
一时间救助）可以立刻缓解事故，中度财产损失，有

较小的社会舆论，一般不会产生政治影响

5 影响很小 无伤亡、财产损失轻微，不会造成不良的社会舆论和
政治影响

注 1．本表所称的“以上”包括本数，所称的“以下”不包括本数。
2．风险后果中死亡人数、重伤人数的确定是参照《安全生产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

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进行描述的；若其他行业/领域对后果严重性有明
确分级的，可依据相关规定具体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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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风险分级（风险矩阵）

风险等级

后果

影响特别
重大

影响重大 影响较大 影响一般 影响很小

可
能
性

极有可能发生 25 20 15 10 5

很可能发生 20 16 12 8 4

可能发生 15 12 9 6 3

较不可能发生 10 8 6 4 2

基本不可能发生 5 4 3 2 1

图例： 重大风险（1级） 较大风险（2级） 一般风险（3级） 低风险（4级）

注：分级结果为无颜色区域的风险点不列入清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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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风险点辨识管控清单（样本）

序

号

上报

单位

填

报

日

期

风险点名称和类别 风险点所在位置 风险点所属单位 主管

（监

管）单

位

风险

等级

管控措

施类别
分类

名称

具体

名称

风险

特征

简述

潜在风险
市/
州

县/
市/
区

乡镇

/街
道

详细

地址

坐标

（西安 80
坐标系）

单位

名称

负责

人

联系

电话

1

***
城市

管理

局

201
6.10
.29

部位

类

余泥

渣土

（建

筑垃

圾）受

纳场

**渣
土受

纳场

滑坡

（1）风险点参数：规划库容**万立方米，封场标高 95 米。实

际堆填量**万立方米，实际标高已达**米，严重超库容、超高

堆填。（2）事故后果预测：①影响范围：下游**栋建筑物（厂

房**栋，宿舍楼**栋，私宅**栋）、**家企业生产。②影响人员：

受纳场下游影响区内共有各类人员、员工**人，易造成重、特

大事故。③可能的财产损失：如发生事故预计下游**栋建筑财

产损失超过**亿元人民币。④环境影响：发生事故将对局部区

域环境了带来灾难性的影响，恢复期超过**年。⑤社会影响：

如发生事故对**市形象、政府公信力和党的领导造成巨大负面

影响。

**市 **区
**办
事处

**市
**区
**镇
**村
南侧

的**
山坡

X=27*****
.**；

Y=383****
*.**

**市
**物
业管

理有

限公

司

*** ***

***区
城市

管理

局

红色

注：该表供风险点信息采集及制定清单使用，通过信息系统上报。信息系统建成前，按此格式报送电子版和纸质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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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点辨识管控清单》填表说明

1．【序号】按照“一源一号”方式，顺序填写。

2．【上报单位】县级数据（或报告）填写县级行业主管单位名称，市级报告填写市级行业主管

单位名称。

3．【填报日期】市级报告填写递交省有关部门的日期， 县级报告填报日期由市级规定。

4．【类别】参考附件 1 的分类参考目录填写。

5．【分类名称】参考附件 1 的分类参考目录填写。

6．【具体名称】填写具体风险点名称，如：“**渣土受纳场”，注意名称的唯一性。

7．【风险特征简述】参考《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标准》（GB6441-1986）填写。

8．【潜在风险】填写：（1）风险点的具体参数。（2）发生事故时可能的影响范围、影响人员数

量、可能的财产损失、环境影响、社会影响等关键数据。

9．【县/区】填写县、县级区、园区的名称。如“合浦县”、“海城区”、“涠洲岛旅游区”、“达州

工业园区”等。

10．【乡镇/街道】填写乡、镇、街道的名称。如“星岛湖乡”、“西场镇”、“地角街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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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详细地址】填写详细的地址到门牌号，如“**市**区**镇**村南侧的大眼山北坡”、“**

工业区**路 189 号”。

12．【坐标】填写风险点中心的 1980 西安坐标系数据，例如：“X=2744223.22，Y=38361410.71”；

不得填写坐标范围，例如“X=2744223.22～2744672.05；Y=38361410.71～38361316.18”；不得填写

极坐标、北京 1954 坐标系的数据。

13．【单位名称】填写风险点的主体责任单位营业执照名称或法定名称。

14．【负责人】法定代表人或企业实际控制人。

15．【联系电话】法定代表人或企业实际控制人的联系电话。

16．【主管（监管）单位】填写风险点的直接主管（监管）单位名称。

17．【风险等级】按评级确定的重大、较大、一般、低风险等级填写。

18．【管控措施】一般填写以下内容：①主体责任单位管控措施。②主管部门管控措施。③应急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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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风险点信息采集、审核和报送基本流程

报送

上报 上报

上报 上报

报送

反馈

反馈

反馈反馈
报送

上报

县级安委会
（对部门报送风险点辨识管控清
单查漏审核和汇总整理，编制县级

风险分级管控报告并上报）

县级有关部门
（汇总生产经营单位风险点，开展
城市风险辨识、评级，填写辨识管
控清单并上报；对本行业所有风险

点实施监督检查）

市级安委会
（核定辨识管控清单和风险等级，编制

市级风险点辨识管控
报告并上报。）

市级有关部门
（审核、校正辨识管控清单，编制

行业<市级>风险点辨识管控
报告并上报；重点对较大级以上风险点

的管控情况实施监督检查)

省政府安委会

(统筹协调全省风险点辨识管控
工作)

省级有关部门
(汇总辨识管控清单，编制行业<
省级>辨识管控报告；重点对重
大级风险点的管控情况实施监

督检查)

反馈

生产经营单位
(开展风险辨识、、评估、评级，
填写本单位风险辨识管控清单并
上报；负责本单位风险点有效管

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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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风险分级管控报告编制指南

编制风险分级管控报告的基本要求有：结构完整、数据可靠、方法合理、内容详实、结

论清晰、措施可行。有条件的地区或部门可组织专家评审，形成评审意见。

风险分级管控报告的基本框架需包含：封面（注明编制单位名称）、目录、摘要、正文

和附件等五个部分内容。其中，正文内容应基本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编制依据。

1.1．相应的国家和行业标准、规范及规定；

1.2．区域或行业基础性资料；

2．区域或行业领域概况。

3．辨识和风险等级评估流程。

4．风险辨识和风险等级评估具体内容。

4.1．红、橙、黄、蓝四级风险点数量和清单的确定，具体清单可以作为附件；

4.2．每一种类中的每一级别风险点管控措施及管控责任单位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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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风险辨识和风险等级评估结论。

5.1．红、橙、黄、蓝四级风险点的汇总、统计与分析；

5.2．风险评估结果的科学性、可行性、合理性及存在问题；

5.3．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的风险管控措施和建议；

6．其他需要重点说明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