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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建设项目 HSE 作业许可证管理，是 HSE 管理体

系等制度执行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现场直接作业环

节监管的重要举措。通过许可证管理的纽带作用，实

现了制度落地，反映了现场情况。建设项目作业许可

证的管理，是实现建设项目 HSE 管控目的，进而运行

HSE 管理体系“PDCA”循环，形成良好反馈机制的

重要做法。

1 作业许可证管理问题分析

1.1 作业许可证数据分析

以某大型管网项目许可证管理为例。2021 年度该

项目三家监理单位共开出作业票证 10512 张，作业票

种类及数量如下所示：
表 1   作业许可证统计

序号 票证名称
九江
监理

万纬
监理

洛阳
监理

小计

1 挖掘工作许可证 51 45 95 191

2 用火作业许可证 440 197 221 858

3 高处作业许可证 2122 790 534 3446

4 起重吊装作业许可证 723 360 236 1319

5 临时用电作业许可证 168 85 174 427

6 受限空间作业许可证 367 157 482 1006

7 射线作业许可证 285 249 324 858

8 一般作业许可证 591 473 647 1711

9 夜间作业许可证 291 115 126 532

10 格栅安装 / 拆除许可证 106 57 0 163

合计 5144 2529 2839 10512

从作业票证数据分析，高处作业应为重点监管作

业，对于个人防护如安全带、生命绳、高空作业防护 

网，脚手架搭拆、跳板固定措施等有关人员与机具的

审核报验应为该大型项目的重点监管内容，其次是起

重吊装等。2021 年度共检查出问题项 484 项，涉及

18 家承包商，具体问题项数量及种类如图 2 所示，从

违章占比统计分析图 2 中显示，起重吊装作业违章占

比最多。

图 1   作业许可证占比统计

图 2   违章占比统计分析

1.2 作业许可证实例分析

以该大型管网项目吸附分离单元塔 602 旋转挖孔

桩桩基施工中起重吊装违章作业为例：该项目桩基工

程施工单位组织对吸附分离单元塔 602 区域进行旋挖

桩施工，当天共投入起重机具（25t 汽车吊）1 台，旋

挖机 1 台，挖掘机 1 台。

当日 14 点 20 左右，监理对现场进行安全检查发

现，汽车吊吊臂仰角低于 28.3°，负荷达到 89.5%（此

时桩钢筋笼正在搭接焊），现场要求操作司机严格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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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吊装载荷，注意吊臂仰角，严禁负荷率超过 90%。

16 时左右，桩浇筑完毕，起重司机操作汽车吊吊

装地下护筒（根据当时吊车站位和吊装半径，判断吊

臂仰角保持 30°左右），由于护筒与泥浆地面吸附力

大，超过负荷率，无法起吊。在吊钩未拆除的情况下，

操作人员使用挖掘机配合吊车同步抬吊，吊装过程中，

护筒下坠，致使吊车瞬间超负荷，致使起重车辆存在

倾覆的风险。

1.2.1 从违章情况分析

①作业许可证中 JSA 分析缺乏充分性、有效性。

连日下雨现场施工环境较差，场地积水，地基较软，

施工单位虽对吊车站位铺设了钢板，但未充分考虑现

场作业半径，吊臂仰角过小，起重作业风险较大，反

映出施工单位对雨季施工条件准备不充分，对低仰角

作业的安全风险辨识不到位，风险防控措施落实不细

致，对作业许可证中的 JSA 分析缺乏充分性、有效性；

②作业许可证中直接作业环节管理欠缺，关键岗位人

员脱岗。现场检查发现，起重作业无起重指挥，现场

作业由起重司机和施工人员共同完成，违反“不具备

起重特种设备作业资质的人员，不得从事司索作业”

规定。同时发现，吊装作业安全警戒设置不全，无关

人员站在吊臂危险半径以内，违反“机械吊装警戒区

域严禁无关人员进入，对擅闯警戒区域的人员施行零

容忍”规定；③作业许可证中安全措施落实不到位、

安全监管缺失。护筒吊运过程中，对护筒的“实际载 

荷”不明（护筒重量加上黏土和护筒的吸附力），试

吊失败时，在对吊物的“实际载荷”不清楚及钢丝绳

未卸力的情况下，擅自改变施工方案，采取挖机和吊

车同步作业，属于严重违章行为。现场监护人对违章

行为未制止，安全责任不强，职责落实不到位，对作

业许可证上相关措施未进行有效的检查、监护。

1.2.2 针对违章行为，提出整改防范措施

①提升作业许可证开票人、签发人、监护人素质，

做好技术技能培训。通过宣贯、督导、约谈、培训等

方式，加强监理、承包商关键人员及安全监管人员安

全技术技能，全面提升 HSE 管理体系氛围。同时要求

各相关人员充分利用周例会、班前 600S 喊话活动，

加大作业班组等人员的安全技术技能培训教育，提高

安全意识，监理、第三方监管对监护人和特殊作业人

员加大监管力度，对冒失作业、监护人不作为的行为

进行严格考核；②严肃作业许可证管理制度，加强直

接作业环节的安全管理。要进一步严肃作业许可证管

理制度，要求施工单位进一步加大直接作业环节的安

全管控，对作业许可证上的相关要求逐步检查、落实，

起重作业必须配备专职的起重指挥，禁止超负荷作业；

③自查自改作业许可证签发存在的问题，全面提升安

全管理水平。要求作业许可证签发涉及人员加强票证

管理中问题的自查自改，对业主、第三方、监理查出

的问题举一反三，加大隐患治理力度，提高现场安全

管理水平，落实安全主体责任。

1.2.3 案例启示

从该违章作业实例表明，作业许可证管理流于形

式，导致 HSE 管理体系中运行过程管控失效，同时也

反映出作业票证管理、特殊工种取证管理的重要性。

2021 年该大型项目共组织对特殊工种 1096 人进

行实操验证考试，其中，架子工 192 人，电工 100 人，

起重工 168 人，焊工 636 人，数据分析如下图 3 所示：

图 3   特殊工种类型分析

针对特殊工具类型分析，通过按比例抽检、现场

检查等多种方式，加强特殊工种管理，做到持证上岗，

确保特殊工种发挥主导作用，做到相关工种作业本质

安全。通过作业许可证管理，反映出直接作业环节的

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路径，必须在 HSE 管理体系制度有

所体现。

2 完善 HSE 管理体系制度，提升体系思维

2.1 承包商 HSE 管理体系主要问题

通过对作业许可证管理及现场隐患排查治理、日

常专业检查中，发现承包商 HSE 管理体系的主要问题

归类如下：

2.1.1 HSE 管理体系不健全

① HSE 管理制度不完善，施工机具报验制度、特

种作业人员管理制度、劳动用品登记发放制度不全。

现场发现诸如承包商 HSE 责任制手册内容不全面等问

题，部分承包商 HSE 责任制手册相关岗位职责缺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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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施工计量器具检定的相关内容。机具入场报验流于

形式，机具报验监理单位未认真仔细检查，存在为完

成任务而贴标的现象；②作业许可证中直接作业环节

JSA 分析缺乏充分性、有效性。直接作业环节 JSA 分

析不全，该大型项目新建罐区受限空间作业主要危害

因素分析不全，缺少触电、高处坠落、机械伤害等风

险评估内容；③安全教育培训缺少或不符合要求。规

定要求，工程建设项目为三级安全教育培训，承包商

自行教育培训经常性缺少，安全教育培训未做到全覆

盖；④作业许可证中 HSE 检查及隐患排查缺失，未仔

细排查。HSE 检查及隐患排查中发现，施工现场危险

废物临时贮存点三防设施不规范，施工现场危险废物

临时贮存点危废混放、散落、滴漏的现象；⑤ HSE 管

理改进措施未有效建立。针对 HSE 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未制定有效改进措施缺失或执行不力。如桩基工程临

边孔洞采取简单拉警戒线围挡方式，未有效消除安全

隐患。

2.1.2 以包代管

承包商多通过专业分包及劳务分包方式将利润

低、风险高的部分工程及作业分包出去，以控制用工

成本，但分包队伍的人员资质、施工机具设备的完好

性、现场作业回归性、安全技术措施落实情况及作业

人员劳保穿戴等却没有进行统一协调管理，缺少有效

的现场管理与安全检查。

2.1.3 现场 HSE 管理水平参差不齐

承包商 HSE 管理人员水平不能与现场 HSE 管理

要求相适应，且部分人员存在责任心不强问题，对检

查中发现的问题，不能及时有效反馈，不能及时落实

改进措施。

2.1.4 HSE 管理投入不足

主要分为管理人员与管理设施投入的不足。管理

人员按照规定，必须按照 50:1 的配比配备 HSE 管理 

员，现场存在配备不足或违规顶岗现象。管理设施投

入不足，主要体现在个人防护如安全带、劳动着装、

生命绳、防暑药品等缺少或缺失。

2.2 承包商 HSE 管理体系问题解决方法

承包商 HSE 管理人员流动性强，HSE 管理体系理

解不到位。项目主管部门与承包商 HSE 管理人员沟通

不足，导致 HSE 管理无法“上行下达”。针对项目中

出现的问题，主要的解决问题对策如下：

2.2.1 完善承包 HSE 管理体系

通过全面覆盖所有承包商的 HSE 体系审核的方

式，督促承包商做好 HSE 体系建立、实施、整改，全

面提升承包商 HSE 管理体系水平，实现 HSE 管理体

系自行运转，受控。其中包括对各项管理制度的建立、

备案及更新。

2.2.2 完善承包商考核制度，切实强化承包商管控力

度

采取承包商安全记分量化等手段，压实总包责任，

重点对总包负责人等关键人员监督考核，形成关联责

任，将现场 HSE 管理责任与总包负责人切身利益挂 

钩。同时加强对分包资质审核及施工机械设备、现场

工况条件确认等措施，依法合规性从严检查。

2.2.3 加强承包商 HSE 管理

承包商负责人必须全面参与 HSE 管理人员工作业

绩监管，通过督导、约谈、业绩考核等手段，采取负

责任的态度及时有效对现场 HSE 情况进行管理。必要

时，建设主管部门，可采取清退，更换等手段，要求

承包商配备合格 HSE 管理员。并加强对现场 HSE 管

理人员配备及设施投用情况进行核查，对不符合要求

的情况，坚决勒令停工整改，杜绝一切潜在的风险隐

患。

3 结语

探索国内大型石化企业如何有效实施 HSE 管理是

一项长期战略任务，尤其是企业 HSE 文化的融合凝练

需要长期积累 [1]。通过制度不断完善 HSE 管理体系，

做好许可证管理等做好运行过程管控，进而全面运行

HSE 管理体系“PDCA”循环，才能实现施工作业的

本质安全。确保施工、生产全过程“无事故、无害于

人员健康、无损于环境”，是 HSE 管理体系落到实

处的具体体现。推广 HSE 管理体系思维，实现 HSE

管理体系融于业务、融入制度，落实到基层，才能织

就“HSE 管理体系”这张安全网，兜住人与环境的健 

康、安全、环保的底线。HSE 管理是一项复杂的工程，

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企业面临来自内外部的挑

战。与国外先进企业相比，国内大型石化企业在 HSE

管理的体制机制、管理制度、管理体系和管理方式方

法还有很大差距，要走的路还很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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