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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危险化学品概念

危险化学品是本身具有易燃易爆、有毒有害、腐蚀

性强、放射性高等危险性特点，在生产、使用、储存、

运输、处置等环节容易引发安全事故，并造成人员伤亡、

财产损失、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的剧毒化学品或其他

化学品。

2 危险化学品辨别方法

《危险化学品名录（2021 版）》详细记录了危险化

学品鉴别方法和分类标准等内容，既能够为企业履行危

险化学品安全监管责任奠定基础，又能够为《危险化学

品安全管理条例》有效落实提供保障。当前，我国在危

险化学品管理方面主要围绕目录管理制度展开，也就是

说，凡是列入《危险化学品名录》中的项目，均应严格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采取针对性措施进行重点监督和管

理。对于没有列入《危险化学品名录》的化学品，并非

代表其与危险化学品确定原则不符。另外，对于没有列

入《危险化学品名录的》混合物危险化学品，为了进一

步明确其危险性，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危险化学品鉴别分

类制度和登记管理制度。需要企业严格按照制度对危险

化学品进行鉴别，鉴定结果符合危险化学品确定原则的，

需要按照《危险化学品登记管理办法》进行准确登记，

全面了解化学品的类型和危险性，确保其安全使用。由

此可见，在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过程中，应采用鉴别分

类管理与目录管理相融合的方式开展各项工作，有效提

高安全管理水平。

3 危险化学品分类

按照我国现行的《化学品分类和危险性公示通则》，

可以将危险化学品分为三大类，分别为理化危险、环境

危险及健康危险。其中理化危险包括爆炸物、压缩气体、

易燃固体、自然液体、易燃气体等方面；环境危险包括

危害水上环境和危害臭氧层等方面；健康危险包括吸入

性危害、生殖毒性、生殖细胞突变型、特定靶器官毒性、

急性毒性、皮肤腐蚀、严重眼损伤等方面 [1]。

4 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的必要性

危险化学品本身存在的各种危险性特征，会对人类

健康、社会财产以及生态环境造成巨大危害，并且这些

危害存在于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应用、处置等各个

环节。一旦某一环节处理不当或疏于管理，将会造成不

可预估的后果。

尤其新形势下，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化学工业蓬勃

发展，使得化学品应用种类和应用数量逐渐增多，在一

定程度上增加了安全隐患，使得爆炸、火灾、毒气泄漏

等安全事故频繁发生。加上现代化学工业生产逐渐向复

杂化、机械化趋势发展，化工生产涉及到管道连接等各

种复杂工艺，一旦出现管道破裂、设备损坏等情况，将

会导致危险化学品泄漏，并在短时间内蒸发成蒸汽云团，

或者与空气中的介质混合达到燃烧、爆炸下限。在风力

作用下，蒸汽云团不断偏移，并飞往人员集中、设备较

多的区域，遇到明火后容易产生火灾、爆炸等事故，从

而为社会和谐发展造成极大负面影响。另外，在危险化

学品储存过程中，如果设备密封性欠缺，或者使用者操

作不当，会导致危险化学品渗漏，使工作人员在短时间

内产生急性中毒、慢性中毒情况，严重甚至会引发死亡。

与此同时，在危险化学品处置过程中，如果没有严格按

照规章制度处理，在不符合相关标准的情况下排放，会

导致生态环境受到严重污染。由此可见，危险化学品是

化工生产中的重要物质条件，能够为化工企业创造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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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效益，但其固有的危险性特点也会对生命、财产以

及生态造成巨大危害。所以，加强危险化学品监管，不

仅是充分发挥其作用和效益的必然需求，也是减少安全

事故发生率，促进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举措。

5 化工企业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存在的问题

5.1 化工企业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体系不完善

随着我国化学工业发展速度不断加快，危险化学品

安全监管的重要性也日渐突出，在这一背景下，我国也

制定了一系列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法律法规和管理标

准，其中包括《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中华人

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危险化学品名录》等，这些

规章制度在深入落实的同时，也为危险化学品危害性预

防和控制奠定了良好基础 [2]。然而，由于我国在危险化

学品安全监管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起步较晚，相关制度

依然处于正在完善状态，结合实践情况来看，现行规章

制度普遍存在相互矛盾、操作难度大、与国际先进管理

理念不接轨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危险化学品安

全监管水平。

我国化学工业发展至今已经有数十年历史，其在生

产中应用的化学品高达 700 万种之多，并且这些化学品

在不断合成中会形成新型化学品，其数量以逐年上升趋

势持续发展，其中包括很多危险化学品。

5.1.1 观点一：未及时个更新规章制度

由于我国现行的化工企业危险化学品相关规章制度

更新不及时，导致新型危险化学品在经营、销售、管理

等方面无法按照危险化学品登记要求进行登记，使得化

工企业安全管理工作不到位，各种安全隐患层出不穷。

而且，部分化工企业从编制《安全生产责任制》未明确

到每个岗位、每个员工，缺少责任制的落实情况的核查

制度，部分经过“三级教育培训”的员工可能仍然对作

业区内存在的安全隐患一知半解，故相关培训工作仅停

留在文字材料表面，实际意义不大。例如：2015 年天津

滨海新区吉运二道 95 号的瑞海公司危险化学品仓库发

生火灾，造成 165 人遇难。该事故主要因硝化棉分解、

放热引发。由于硝化棉属于易燃易爆化学品，在常温下

会产生分解、放热现象，如果热量消散不及时，会导致

温度持续升高，并引发火灾。但结合我国危险化学品相

关制度来看，对于硝化棉等新型化学品，并未制定针对

性安全管理制度和规范，导致管理人员各项工作开展无

据可依。而直到 2016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危险化

学品安全综合治理方案》，提出了加强硝化棉等高危化

学品相关管理控制。而在此之前，没有引起国家的关注，

不了解该种物质才引发事故。

5.1.2 观点二：多部门间合作不协调

当前，我国与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有关的制度涉及

到多个部门，包括环保局、化工部等。由于管理标准不

尽相同，管理职责划分不明确，导致各部门之间存在管

理混乱、相互矛盾等情况，甚至很多管理工作无据可依、

无章可循，导致企业无所适从。2016 年《化学品物理危

险性鉴定与分类管理办法》对首批化学品物理危险性鉴

定机构予以公告，其中包含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化学品登记中心（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安全

工程研究院）。商务局负责开展加油站安全生产检查，

而应急管理局负责加强加油站安全管理有关工作。例如：

加油站属于危险化学品集中地，但加油站主管部门属于

“商务”。其直接监管部门确实“应急”，究竟谁才是

加油站上级，由谁开展安全监管工作成为问题。再如：

大连普兰店发生的“9·10”再比如，前段时间吵的沸沸

扬扬的大连普兰店区“9·10”燃气爆炸事故问责处理

事件就是个燃气爆炸事故，受到社会群众高度关注，燃

气的行业主管部门为“住建”，我国现行的《安全生产 

法》也明确强调住建部属于应急管理的综合监管部门但

事故发生需要追责时，却出现职责划分不清问题，处理

干部过程中瞄准“应急”，处理力度比“住建”还严重。

5.1.3 观点三：与世界接轨

随着社会经济飞速发展，我国已经成为国际范围内

危险化学品进出口大国，但是由于安全管理体系与国

家安全管理需求不符，导致管理效率不高。例如：美

国在危险化学品需要依据 TSCA（有毒物质控制法案）

进行管理。进口商必须证明货物受 TSCA 管辖，同时符

合 TSCA 所有适用规则。而反观我国，大多数危险化学

品规定和目录都是按照主管机构权的权利和适用范围制

定，由于危险化学品种类和数量较多，所以相关法规和

目录也较多，但对于目录以外的危险化学品如何管理，

需要提供针对性的规范管理方法。

5.2 化工企业危险化学品安全登记监督管理难度较大

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登记注册属于告知性备案工

作，在落实方面缺乏科学规范手段。这也使得一些化工

企业在登记工作开展中积极性不高，认为安全监督登记

注册对化工企业发展影响不大，所以不愿配合相关部门

完成该项工作。

危险化学品生产单位、储存单位、使用单位是登记

工作的主要对象，直辖市、自治区以及国家，是危险化

学品安全登记的主要机构，其工作内容主要是技术管理、

化学品登记等方面。结合安全登记监督管理工作现状来

看，化工企业及市级并未设置专业登记监督部门，并且

缺乏建群完善的监管体系和技术指导。另外，化工企业

不同部门之间缺乏有效沟通，使得各部门信息交流不畅，

均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危险化学品安全登记监督管理难

度。

5.3 化工企业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体系不健全

危险化学品本身存在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危害性

https://www.360kuai.com/pc/9adf1852557d4ad85?cota=3&kuai_so=1&tj_url=so_vip&sign=360_57c3bbd1&refer_scene=so_1
https://www.so.com/link?m=bHD+gYIA8MY9mQ/Yohk0VgIAnKFY7cvZSWGKntOqvhHynxIr9JLa+w0twdAz/fzPGUtE44XkTVF6JcMjNc0OZgtBD6HB/RpHnE+VGiqMoSmTf5JdsNWebuG6gFPjinb20caVoZH76ksgPL7x4S0RfefI0RtzZJEPbkjCQWv+ZALJefhO2/qhhHRkKq1Uf3dKdNLq0k9txIp55b5aXP5sXxMqh3B9tLkH6zfAmLhx3srqk6Wy/n9BIIeEkCAx+cqp0ovJXmWdb3OdRxHLN7BDz8ef0mQ86XW0PNnmgc8+/XsPuN19EA68CX+RfZQE289Vl0aFkT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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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并在危害隐患存在与上生产、经营、储存、使用

等各个环节，稍有不慎就会造成危险化学品泄漏，从而

为人员、财产和生态带来不可预估的损失。虽然近年来，

我国针对危险化学品事故救援出台了诸多法律法规和具

体要求，并且各部门、各企业也积极响应号召编写了各

种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化学危险品出现安全问题时，化

工企业工作人员可能无法及时做出正确判断，仓促应对，

并造成了不必要损失。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是一项

系统性工作，需要化工企业多个部门共同协作，有效配

合。但结合我国事故处理现状来看，依然存在部分化工

企业各部门各自为营现象，缺乏健全完善的应急救援体

系，导致事故得不到有效处理。

6 化工企业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措施

6.1 优化和完善化工企业危险化学品管理体系

上文提到，由于我国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起步较晚，

所以至今为止依然没有形成健全、完善的化工企业管理

体系。而发达国家相对于我国而言，管理体系相对成熟。

所以，我国在未来发展过程中要积极借鉴国外先进安全

管理经验，并熟悉国际安全管理惯例。同时结合我国实

际情况，对现行化工企业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法律法规

进行查缺补漏，尽可能与国际化学品管理体系接轨，确

保各项工作在实行过程中有据可依。另外，法律法规的

制定要提出预见性、前瞻性、实用性及可操作性特点，

具体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分析：

措施：加强中外合作

第一，在危险化学品种类和数量不断增加的同时，

确保《危险化学品名录》、《剧毒化学品名录》及时更新，

针对没有纳入《危险化学品名录》中的危险化学物质，

要推行新的化学物质申报审查制度，并在此基础上优化

申报监管体系。第二，完善化工企业危险化学品安全监

管规章制度。专业人员需要加大力度研究危险化学品鉴

别分类技术、重大危险源鉴别标准等内容，并制定统一

的安全监督管理标准。第三，将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相

关标准与国际通行规则（国际普遍使用的规则）相接轨。

包括危险化学品标签、标志、说明书等。为化工企业危

险化学品生产、经营、使用、运输、储存、处置等全过

程安全监督管理奠定良好基础。

6.2 强化化工企业危险化学品登记管理，为全过程安全

监管奠定基础

现阶段，对危险化学品进行注册登记管理，已经成

为世界各国规避安全事故发生的通行做法。在这一背景

下，很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制定了符合自身安

全管理需求的危险化学品安全登记制度和申报制度，并

严格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对此，我国也要充分做到与时

俱进，尽可能与国际接轨，将危险化学品登记管理作为

行业准入凭证，以及化工企业进入市场的必要条件。如

果化工企业不具备资质条件，则不能通过注册登记审核，

同时不能发放相关证书。对于没有获得证书的化工企业，

不予发放工商登记证和安全生产许可证，在必要的情况

下可以取消企业危险化学品生产资格。

危险化学品在生产、经销、使用等环节涉及到的行

业较多，并且部门复杂、环节多样，在一定程度上增加

了安全监管难度。对此，需要政府部门及相关化工企业

均推行危险化学品登记管理制度，并建立统一的危险化

学品登记管理数据库，对危险化学品进行动态化信息统

计和科学分析，实施监督管理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

使用等各个环节。与此同时，还要强化化工企业各部门

之间的沟通、交流，确保管理信息高效传递，为各部门

协调合作奠定良好基础。除此之外，环保部、交通部、

公安部等应发挥联动作用，构建协调机制，重点对危险

化学品生产、使用的全过程进行监督管理。

6.3 构建完善的化工企业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体系

省、市、区各级政府需要承担起化工企业危险化学

品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重要职责，并不断完善预案体系，

对各类事故风险进行分析，同时组建专业的救援你机构，

配备相应的救援人才。在制定切实可行的应急预案基础

上强化培训和演练，丰富应急教育内容，全面提高应急

救援队伍综合素质。另外，在化工企业危险化学品安全

事故应急救援指挥过程中，应遵循统一指挥、集中管理

基本原则，并加大应急体系建设投入力度。与此同时，

无论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要始终在社会、经济、

政治中发挥动员社会的作用。现阶段，我国已经在上海、

天津、青岛、吉林、大连等多个地市，构建了危险化学

品事故应急抢救中心，并建立了相应的救援网络，引入

了各种先进救援技术，为提高安全事故救援效率奠定了

良好基础。例如：在有毒物质大范围泄漏时，采用哪种

措施做好临时调用、临场指挥等工作，对于区、乡镇而

言是个难题。尤其对于经济不发达地区，优秀人才的招

揽一直是个亟待解决的难题。

7 结束语

综上所述，危险化学品是化学工业生产的必要物质

条件，本身存在危险性特点，稍有不慎就会引发安全事

故。为了尽可能从根源上减少安全隐患，需要相关部门

及化工企业强化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避免产生比必要

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以及生态破坏问题，充分满足化

工产业安全发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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