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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石油化工生产工艺复杂，生产设备众多，且多数

设备使用要求十分严格，部分生产人员及管理者无法

有效保证设备运行可靠性与稳定性。与此同时，石油

化工物料在开采、存储、生产加工等环节也存在巨大

风险，一旦出现错误操作，亦或是生产设备出现故障，

则生产人员人身安全将面临巨大威胁，企业生产效益

也将无从谈起。由此可见，石油化工行业在安全风险

层面显著高于其他行业，且很容易造成较为严重的生

态环境污染。高风险因素直接影响员工的职业健康状

态，一旦出现意外事故，则各类赔偿以及后续生产恢

复过程也会造成企业整体效益下滑。因此，石油化工

企业全面改善其各类生产装置的安全可靠性，即可为

员工创造更为稳定的作业环境，亦可避免各类风险对

其经济层面带来的负面冲击。

1 石油化工行业风险因素及其带来的负面影响

1.1 环境与物料的因素

石油化工产业开采、运输、存储及生产过程所要

使用的原料、成品以及半成品均属于易燃、易爆、有

毒的危险品，这也造成石油化工生产过程安全事故频

发，安全隐患始终无法彻底消除，即便生产企业采取

多重管控措施，也很难及时处理隐藏在各个环节深处

的安全问题。与此同时，环境因素的改变也会进一步

影响石油化工生产秩序，不同作业环节对应的环境要

求存在很大差异，若环境管理方面出现疏漏，亦或是

外界环境发生较大改变，则安全生产问题爆发几率将

大幅抬升。

1.2 技术工艺因素

随着技术工艺的快速发展，石油化工产业生产效

益得到显著提升。但石油化工行业为实现资源最大化

利用，其采用的工艺种类极其繁多，生产加工方法也

相对复杂，且很多加工过程需配备高温高压装置与大

量输送管道，加之原材料、半成品与成品多为易燃易

爆危险品，直接造成石油化工生产过程安全管理难度

颇高，生产监管压力巨大，生产区域管道密布，且不

同装置与管道之间也要保持独立，这就造成石油化工

生产企业从设计、建设与运行均要设置专业的技术团

队，以先进且高效的技术手段，及时发现潜藏在生产

工艺内部的安全漏洞，及时找到工艺缺陷，尽可能保

证石油化工生产的安全可靠性。

1.3 管理因素

我国石油化工产业发展迅猛，行业管理机制也在

快速革新，依照其工程管理发展实际情况角度分析，

多数石油化工企业采用三层分离的管理机制，即实现

决策层、管理层、作业层相互分离。研究表明，三层

分离的管理机制可对各个部门的工作形成良好约束，

亦可确保各项管理工作内容可落实到个人，但这种管

理机制本身存在一定的权利隐患，管理过程缺少监管。

部分石油化工企业的工程管理人员在职业能力与专业

素养层面并未与实际岗位需求保持一致，其拥有的工

作权利超出其能力范畴，而能力与权利的不匹配也造

成工程管理人员无法及时发现石油化工工程自身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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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质量缺陷与安全隐患，若安全风险长期累积，则很

容易引发极为严重的生产事故。

1.4 人为因素

结合石油化工产业过往生产事故案例，多数生产

事故的根本原因在于管理人员及操作人员安全意识薄

弱，未能严格按照生产技术标准完成各项作业活动，

进而导致石油化工企业配属的各项安全防护措施无法

发挥其工程效益，且安全事故发生后，亦无法在最短

时间内遏制事故发展。大型石油化工企业经济实力较

强，其技术工艺较为先进，加之其重视安全生产防护

体系建设，与生产风险防控相关的各项制度也十分完

善。

与之相比，中小型石油化工企业资金不足，企业

过度关注效益空间，安全生产保障建设工作落后，安

全管理制度与安全管理意识薄弱。此外，很多石油化

工企业不重视员工安全知识教育与职业技能培养，且

生产过程未对管理人员的工作内容及生产人员的作业

行为进行细致考核，最终造成企业各项安全管理措施

及各类机械设备操作规范流于形式，基层员工违规行

为普遍存在，安全事故发生几率大幅抬升，且很容易

造成较为严重的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

2 政策变化对石油化工产业安全事故发生频次带

来的影响

近些年，为进一步加快石油化工产业转型进度，

我国相关部门正加速推进石油化工产业安全生产管理

工作建设，规章制度愈发完善，产业监管措施愈发合

理，在此影响下，全国范围内石油化工产业安全生

产事故发生次数及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数量正逐年下

滑。

数据表明，2012 年，我国石油化工产业爆发安全

伤亡事故 149 起，其带来的人员死亡数量高达 233 人，

而在各项监管措施约束下，石油化工企业加快其安全

生产保障机制建设，管理人员及作业人员安全意识得

到显著增强，安全生产保障措施更为先进。2021 年，

全国范围内石油化工产业出现安全事故的总次数为

122 起，人员死亡数量也降至 150 人。

数据信息直观表达出我国石油化工产业在安全生

产保障层面的提升与进步，事故数量及死亡人数的下

降也意味着政府职能部门出台的各项改革政策与规范

制度正逐步发挥其产业引导效能，国家层面的政策指

导与支持为我国石油化工产业可持续健康发展创造更

为有利的政策环境。2021 年 6 月份，我国制定并颁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借助多重监管机制，

安全生产法已成为石油化工产业生产安全工作的核心

指导依据，且该项法律的落实也基本回应了党和国家、

政府及人民群众长期以来对安全生产工作的高度重

视。借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石油化工

企业也在加速推进管理机制优化与调整，层层负责的

生产安全责任制度已基本落实，管理内容愈发完善，

管理过程愈发合理，石油化工产业安全保障投入也极

大刺激企业经济效益的持续提升，石油化工企业因生

产事故而额外支出的管理成本大幅下滑，生产秩序更

加稳定。从 2012 年至 2021 年，我国石油化工行业安

全环保投资费用增长近一倍，如图 1 所示，高额投入

也带来安全生产体系的巨大转变，因安全保障措施而

产生的经济效益愈发明显，我国石油化工企业对技术

创新与措施改造更为关注。

图 1   2012 年至 2021 年石油化工行业安全环保投资趋势

3 以员工心理角度分析石油化工产业安全投入与

经济效益

对于职工而言，薪资是其工作的核心追求，而在

赚取经济利益过程中，其心理安全感也将直接决定其

工作态度以及对相关岗位的责任意识。为进一步分析

员工心理安全感与石油化工产业各类生产体系运行效

益之间的关系，行业科研人员正加速开展调研分析工

作。

某项调研活动中，其调研内容以 8 道量化评分题

目和 1 道选择题目构成，而 8 道量化评分题目主要面

向员工安全感水平及生产事故发生后的处理操作办

法，涵盖工作环境、劳保装备、工艺设备、应急救援

设备、企业事故控制能力等等，综合评估生产作业人

员在遭遇一般故障、较大故障及严重故障时，其更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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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采取何种措施对事故问题进行处理。

调研题目中的 1 道选择题则是从当前已有的 26 项

石油化工安全设施内容中选出最重要的五点，从而分

析一线员工对安全生产保障措施的具体认知与态度。

本次调研活动同步覆盖多家民营企业，以石油化

工一线生产人员为核心对象，一共发放 161 份调研问

卷，回收问卷 154 份，经过分析判断得知，有效问卷

数量为 142 份。调研人员在完成收集后，借助 SPSS26

软件对调查问卷的实际数据进行信度与效度分析，分

析结果表明，调查问卷整体的克朗巴赫系数为 0.885，

这说明本次调研活动取得的数据信息在信度层面有着

良好表现，而调查对象的实际问答结果也较为可靠。

调查问卷效度分析结果中，整体 KMO 值为 0.843，而

问卷 p 值则小于 0.5，此结果表明本次调研活动采用

的题目内容也较为有效，最终形成的结果信息具备参

考价值。

调查问卷结果显示，以安全感为核心的题目中，

一线员工的整体得分数值约为 36 分，而低于 30 分的

人数占有效问卷数量的四分之一左右，高于 40 分的

人数占有效问卷数量的五分之二左右。对于石油化工

一线员工而言，安全感是员工对自身所处环境的主观

判断，即便是相同环境下，因员工自身认知水平及思

想意识差异，也会产生不同的判断结果。

同时，根据石油化工装置突发故障严重程度不同，

员工选择的处理方式也存在很大不同，如仪表故障，

亦或是有备件的机泵出现故障，此时，生产工艺将受

到影响，超过一半的员工会选择在维持生产继续运行

的状态下尝试修复，而超过三成的员工会选择降低系

统运行负荷后尝试对故障进行修复，只有不到两成的

员工会选择停机维护作业。

若化工生产管道发生堵塞问题，在相关组件无备

件的情况下，仅有不到三成的员工会选择在运行状态

下实施故障维护，而其余员工通常会在降低负荷与停

机之间摇摆。若出现管道泄露、可燃气体外泄、漏电

或控制系统离线等严重故障时，仅有不到一成的员工

会选择维持运行的状态下进行修复作业，多数员工选

择停机维护。因此，以员工角度出发，员工出于安全

感考量，其对化工生产故障进行处理时，整体呈现轻

度故障在线维护、中度故障降负荷维护、重度故障停

机维护的基本规律。

结合员工安全感评分数据，其安全感数值直接影

响其相关事故的处理措施。若生产过程出现轻度故

障，则有 15% 左右的人会选择停机维护，而在安全

感相对较低的人群中，停机维护选择比例则高达 40%

以上，反之，在安全感相对较高的人群中，停机维护

的选择比例则仅有 5% 左右。若生产过程出现中度故

障，则整体层面选择停机维护的人群占比约为 35%，

而在于安全感相对较低的人群中，停机维护比例接近

100%，反之，在安全感相对较高的人群中，选择停机

维护的比例则超过六成。若发生重度故障，则仅有安

全感评分超过 40 的群体才会有一定可能选择在维持

生产运行状态的前提下进行维修。

由此可看出，员工心理安全感越高，其在应对不

同程度故障时，选择的维护策略更有利于生产过程。

员工的心理安全感则来自于企业各项安全保障投入，

如员工工作时是否及时配发安全防护手套、头盔、口

罩、防护眼镜等保障设备，生产区域是否配备必要的

灭火装置，生产系统是否配备各类自动化报警装置等

等。因此，对石油化工企业而言，为进一步优化安全

生产保障投入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企业需全面分

析当前可能存在的安全事故隐患，以更为合理的角度，

尽可能保障生产安全，并同时融合更先进的技术措施，

控制安全生产保障投入的增长。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对于石油化工生产而言，为进一步保

证生产秩序与生产安全系数，其必须投入足够的安全

环保资金，从而方可保证各项安全保障措施的有效落

实。对于员工而言，企业配属的各项安全保障手段将

直接决定其安全体验，而安全感系数越高，员工在处

理问题时，将更倾向于维持企业生产利益。因此，石

油化工企业应结合影响安全生产投入与经济效益的各

项因素，面向实际问题，逐步优化生产管控机制，提

升生产保障能力，以改善员工安全感角度着手，提升

生产体系整体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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