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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预防机制工作在我国已推行近七年时间，全

国各级地方政府、危险化学品生产和储存企业都付出

大量的人力、物力、精力开展双预防机制的建设工作，

也取得很大成效。七年来，随着双重预防机制数字化

工作持续深入推进，危险化学品生产与储存企业安全

风险管控得到全面有效提升，借助全国协同一致建设

的数字化平台，行业和企业安全监管体系建设、安全

监管效率也得到大幅加强。

1 双重预防机制数字化建设沿革

天津港“8·12”瑞海公司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

故发生后，重新定位当前安全监管模式显得尤为迫切，

重新思考危险化学品生产和储存企业事故预防水平更

是迫在眉睫。重特大事故的发生，不论是责任还是非

责任事故，分析事故原因，未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制

度不完善、隐患排查与治理流于形式、安全监管不到

位、安全基础与事故救援能力薄弱等方面的问题最为

突出。扭转重特大事故频发的局面，务必扎实落实全

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排查消除事故隐患，必须对易发

重特大事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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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事故应急救援，提升安全生产整体预控能力，确保

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危险化学品生产与储存企业双重预防机制数字化

建设，目标是构建形成从点到线再到面能有机结合、

无缝对接的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

防性工作体系，明确风险分级管控责任，实现排查任

务能向各岗位人员精准推送，隐患排查与治理情况的

数据及时上传，异常情况及时预警，解决隐患排查任

务不精准、全员参与不全面、整改情况追溯难、隐患

治理难闭环等问题，推动危险化学品生产与储存企业

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有效落实。

2 危险化学品生产与储存企业双重预防机制数字

化建设要求

2.1 总体要求

应建成有科学完善的工作机制和责任清晰的隐患

排查治理管理制度，有全面的风险分级管控措施和线

上与线下能有效融合的数字化系统（杜绝线上、线下

两层皮），有奖惩明确的常态化运行机制，推动企业

双预防机制与日常安全管理体系深度融合；企业系统

端与政府统建平台数据务必互联互通，政府端可以实

时监管企业端运行数据，保障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有效落实。

2.2 评估标准

危险化学品生产与储存企业双重预防机制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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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以危险化学品生产与储存企业双重预防机制数字化建设思路和国家要求，结合自身多年从事

危险化学品生产与储存企业现场管理的工作经验，以实现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数字化建设为核心，

将信息与数字化技术和双预防机制深度融合，从建成有完善科学的工作机制，有全面的风险分级管控措施，有

责任清晰的隐患排查治理管理制度，有线上与线下能有效融合的数字化系统，有奖惩明确的考核机制等方面入

手，梳理危险化学品生产与储存企业双重预防机制数字化建设思路。

关键词：危险化学品生产与储存；双重预防机制；数字化平台

表 1   双重预防机制数字化建设重点关注的 6 项否决项
A 级要素 B 级要素 否决项

工作推进机制
成立领导机构 主要负责人没有主持研究双重预防机制建设重大问题的
开展全员培训 重大危险源三类包保责任人，有未参加培训的

安全风险分级管控 划分安全风险分析单元 安全风险分析对象没有覆盖涉及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的所有装置及设施的
隐患排查治理 明确隐患排查任务 隐患排查任务覆盖岗位低于 80% 的，或未覆盖重大危险源三类安全包保责任人的
数字化系统 建设要求 未按照数据交换规范建设数字化系统或没有使用移动终端开展隐患排查的

激励约束机制 制度建立及运行 未制定考核奖惩办法或有奖惩办法从未兑现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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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评估标准有工作推进机制、数字化系统、激励约

束机制等 7 个 A 级要素和成立领导组织机构、编制方

案、全员培训、绘制安全风险空间分布图、动态评估、

功能拓展等 16 个 B 级要素，该评估标准作为企业建 

设、政府验收、运行评价的基准（见表 1）。

3 危险化学品生产与储存企业双重预防机制数字

化建设路径

3.1 工作推进机制

危险化学品生产与储存企业应成立由一把手任组

长的双重预防机制数字化领导小组；编制具体实施方

案，方案中需明确分工、工作目标、任务、实施步骤、

进度安排，并将双重预防机制数字化建设内容纳入全

员年度培训计划组织实施；结合相关要求，应修订和

完善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与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安

全教育培训、安全考核、安全生产责任制等相关管理

制度。

3.2 安全风险分级管控

①危险化学品生产与储存企业应按照生产装置 /

储存设施梳理确定重点管控对象；②根据生产工艺流

程或设备 / 设施布局，将安全风险分析对象分解为相

对独立的安全风险分析单元和主要设备设施；③组织

各相关部门、专业、岗位等，对安全风险分析单元进

行安全风险辨识，评估出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事件

（如：爆炸、火灾、中毒、窒息等）作为重点安全风

险事件管控。据此再建立安全风险管控清单；④根据

安全风险评价准则，绘制风险四色图；⑤针对安全

风险事件，从工程技术（主要针对关键设备部件等方 

面）、维护与保养（主要保障动、静设备完好）、人

员操作、应急措施（个体防护、应急设施与预案等内 

容）等方面辨识制定风险管控措施，并据实际情况，

不断更新，及时纠正偏差；⑥根据安全风险事件后果

严重程度，明确相应的管控范围和责任，将责任分解

到危险化学品生产与储存企业领导、部门、车间、班

组和岗位人员等各层级，确保安全风险管控措施逐级

落实。

3.3 隐患排查治理

①围绕管控措施，从组织架构、所属专业、管理

区域三个维度制定与之对应的隐患排查内容与任务，

应全员全覆盖、责任明确、周期清晰，任务还应包含

重大危险源三级安全包保责任人的履职内容；②根据

隐患排查任务，危险化学品生产与储存企业全员通过

防爆终端按期开展隐患排查，或通过随手拍功能及时

准确地记录隐患排查情况，确保风险管控措施落实；

③排查发现的隐患，应立即整改，若无法立即整改，

则应制定隐患治理计划，进行安全风险分析，落实安

全管控措施，防止事故的发生。对所有隐患治理情况

应进行复查，实现闭环管理。

3.4 数字化平台

危险化学品生产与储存企业应择优遴选行业信息

化技术优秀的第三方服务商，协助建设双重预防机制

数字化平台，保障建设工作的顺利推进；信息部门对

IT 网络和无线信号覆盖进行优化提升，保障全员现场

移动终端的日常使用；建设过程中，信息部门协调数

字化平台第三方和智能巡检系统厂商，应实现双重预

防数字化平台与智能巡检的集成融合，解决现场员工

使用同两台移动终端开展日常工作的困扰。

3.5 激励约束机制

危险化学品生产与储存企业应制定双重预防体系

考核奖惩制度，根据信息化系统自动生成的绩效考核

结果，与员工奖励评优挂钩，系统建立奖惩考核台账，

定期为员工兑现，调动积极性和主动性。

3.6 持续改进提升

危险化学品生产与储存企业应每年对风险清单、

管控措施和隐患排查内容进行一次评估实现动态完

善，不断改进提升安全管理成效。

3.7 提升功能

在双重预防机制数字化系统基础上，危险化学品

生产与储存企业应同时开展特殊作业电子作业票、视

频智能分析、人员定位、重大危险源监测、企业安全

生产分析预警等信息化系统建设，员工隐患排查与智

能巡检统一移动端入口，提高操作执行人员的系统使

用体验；隐患排查过程与人员定位联动，确保排查效

果；隐患排查发现的问题与重大危险源监测、企业安

全生产分析预警联动，为其提供数据支撑；隐患排查

过程和结果将纳入设备完整性管理的设备档案履历，

为设备包机、设备运行评价提供数据支撑。

4 危险化学品生产与储存企业双重预防机制数字

化建设成果

为顺应企业数字化转型需要，全面提升危险化学

品生产与储存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信息化水平，中

煤陕西榆林能源化工有限公司精心筹划“工业互联网

+ 危化安全生产”的数字化方案，在 2021 年被应急

管理部遴选为全国危险化学品生产与储存试点建设企

业，双重预防机制建设工作作为“工业互联网 + 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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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主要构成部分，已于 2022 年 9 月顺利完

成建设并投入使用。经过近一年数字化建设和试运行，

不断组织和强化全员深化应用该平台开展工作，如：

风险动态评估和定期复评、日常和定期隐患排查、隐

患治理过程管理、安全履职及考核奖惩等，基本实现

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线下转线上的信息

化目标。

双重预防机制数字化平台的管理者驾驶舱（图 1）、

动态风险四色图、风险管控图表、排查任务图表、隐

患治理图表、部门和员工积分报表、包保责任人履职

报表等一系列的管理工具，极大提升了安全管理工作

效率。企业端双重预防机制数字化平台日常运行产生

的业务数据，通过安全风险分析单元、安全风险事件、

安全风险管控措施、隐患排查任务、隐患排查记录、

隐患治理信息、装置停用 / 检维修记录等 7 个数据接口，

实时传送到省政府风险管控平台，并自动在省平台生

成针对企业双重预防机制运行效果评价，实现政府安

全监管的实时性。

图 1   双重预防机制数字化平台驾驶舱

通过真抓实干的践行双重预防机制数字化建设，

在企业全员不懈努力下，中煤陕西榆林能源化工有限

公司双重预防机制数字化运行成效得到长足提升，运

行效果从最初上线的良好已转变为优秀。在持续完善

机制和数字化平台的基础上，企业积极对接政府部门、

行业的工作需要，组织开展对外交流和学习，分享建

设经验，充分发挥危险化学品生产与储存企业双重预

防机制数字化的优势，进一步促进企业安全管理工作

持续有效提升。

5 危险化学品生产与储存企业双重预防机制数字

化建设持续提升

5.1 持续保持优良运行效果

安全工作重在坚持与持续改进。应特别在坚持上

下功夫，保持安全管理工作的高标准、严要求。针对

长期运行中可能出现的放松和偏差，危险化学品生产

与储存企业应该关注以下几点：①根据危险化学品生

产与储存企业管理提升的需要，及时修订相关制度；

②注重新员工、换岗员工的教育和全员再教育；③及

时开展定期或变更后的风险评估，更新安全风险清

单；④发生换岗等变更时，及时修正和完善管控措施

和隐患排查任务；⑤时刻关注排查任务完成率不能低

于 80%，并重点关注连续 2 个周期以上隐患排查逾期

和包保责任人的履职情况；⑥重点关注隐患整改率，

加强临期和逾期整改情况提醒监督；⑦重视现场员工

使用移动端和全厂网络通讯设备维护保养，加强数字

化平台的运维工作，保障数字化系统正常运行；⑧根

据激励约束机制开展考核，奖惩应及时兑现。

5.2 不断完善和优化机制

随着政府监管政策和企业本质安全要求的不断加

强，危险化学品生产与储存企业也需跟随相关要求不

断完善和优化双重预防机制数字化建设工作。双重预

防机制运行效果每年至少评估一次，重点评估风险管

控措施是否发生变化、隐患排查任务是否有针对性且

可操作等内容，持续改进；当政府平台的运行成效评

价模型发生调整时，要及时优化完善企业双预防机制

数字化平台。

6 结语

截止 2023 年，全国范围 32 个省级单位 6663 家

重大危险源企业完成了双重预防机制数字化建设。但

在对 15 个省份建设运行情况开展“线上 + 线下”调

研评估时，近 14% 的企业仍不满足要求。为此，应急

管理部发布《2023 年度危险化学品企业双重预防机制

数字化应用提升工作方案》，按照“持续提升、优良

运行”原则，围绕“四个深化”，持续推动双重预防

机制数字化平台优良运行。危险化学品生产与储存企

业双重预防机制数字化建设工作，是坚决落实安全生

产工作重大决策部署的政治觉悟，是切实落实安全生

产主体责任和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的有力抓手，是实

现企业源头治理、纵深防御、关口前移的安全管理手

段，重视风险管控，加强安全管理，确保风险受控，

是预防危险化学品生产与储存企业事故发生的根本途

径，也是企业健康持续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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