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全风险管理

一、建立相关制度

二、安全风险评估

制定安全风险管理相关制度

安全风险管理制度

风险分级管控职责分工及其责任制考核奖惩办法

制定教育培训计划

安全风险辨识管控纳入年度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计划并
组织实施，定期开展安全风险辨识管控知识教育和技
能培训

安全风险辨识管控制度

制定培训计划

实施培训并有相关记录

完善相关制度

修改安全生产责任制度
将安全风险辨识管控纳入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职责
和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内容，建立健全安全风险管理制
度，加强安全风险辨识管控。

完善相关方的管理制度 签订安全生产协议，明确各自安全风险辨识管控职责

风险点确定，危险有害因素辨识、分析

制定分级管控措施

风险评价

辨识范围

资料收集

收集清单资料：设备清单、作业活动清单（分区
域、分车间、分工段）、职业危害岗位清单前期准备

制定安全生产风险评估实施方案

相关法规、标准等参考资料和辨识依据

实施相关教育培训

成立相关组织机构

制定安全风险评估作业指导书或作业程序书

三、建立安全风险管控清单

企业公示栏公示较大以上安全风险的名称、所处位置、可能导致的事故类型及其后果、管控责任部门和监督举报电话等
基本情况

公示告知
企业应当在重大安全风险区域醒目位置设置安全风险警示牌，标明重大安全风险名称、可能导致的事故类型及其后果、
主要管控措施、应急措施、报告方式、管控责任部门和责任人等内容

建立档案
企业应当建立安全风险档案。安全风险档案包括安全风险管理制度、管控清单、分布图、变更情况、报告确认材料等内
容。其中，较大以上安全风险资料应当单独立卷，内容包括安全风险名称、等级、所处位置、管控措施和变更情况等。

企业报告

时限上

方式上

内容上

通过全省统一的安全风险网上报告系统定期报告较大以上安全风险

规定企业按要求填报安全生产基本信息、较大以上安全风险信息等内容；没有较大以上安全
风险的，也应当登录安全风险网上报告系统进行确认

要求企业应当于每年第一季度完成安全风险定期报告；新建企业应当在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30日内完成
首次安全风险报告，涉及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的，在试生产前完成报告。发生重大变更的情形，及时进行变
更报告。

有关部门制定、公布较大以上安全风险目录，采用目录化的管理方式规范、统一安全风险的
辨识标准。

责任上
企业应当自主实施安全风险辨识管控和报告，其主要负责人对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能力不足的企业，可以
委托安全生产技术服务机构提供技术服务，但第三方机构不得代替企业实施安全风险辨识管控和报告。

持续改进

变更安全风险管控清单

更新安全风险管控清单情形

十五日内变更报告情形

（一）生产工艺流程、主要设备设施、主要生产物料发生改变的；

（二）有新建、改建、扩建项目的；

（三）行业领域内发生较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或者典型生产安全
事故，对安全风险有新认知的；

（四）本企业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

（五）安全风险目录修订调整涉及本企业的；

（六）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对安
全风险辨识管控有新要求的。

定期开展风险辨识并报告

（一）有新的较大以上安全风险的；

（二）原报告的较大以上安全风险等级发生变化的。

（三）企业名称、主要负责人等基本信息发生变化的

企业应当于每年第一季度完成安全风险定期报告

企业开展安全风险辨识，每年不少于一次。

经常性的安全检查防止安全风险管控措施失效、弱化

安全检查 主要负责人全面安全检查，检查落实安全风险管控措施

教育培训

纳入年度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计划

定期开展全员安全风险辨识管控知识教育和技能培训

（一）生产工艺流程；

（二）主要设备设施及其安全防护；

（三）涉及易燃易爆、有毒有害危险因素的作业场所；

（四）有限（受限）空间以及有限（受限）空间作业；

（五）爆破、吊装、危险场所动火作业、大型检维修等危险作业；

（六）其他容易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风险点。

方法

方法

分级
符合安全风险目录所列情形的，企业应当将其确定为较大以上安全风险。

企业应当将一、二级重大危险源或者发生火灾、爆炸等事故可能造成十人以上人员死亡
的较大以上安全风险，确定为重大安全风险。

JHA

安全检查表

LEC

风险矩阵法（LS） 

安全风险分级：重大安全风险、较大安全风险、一般安全风险、低安全风险四个级别

JSA

不可接受风险

可接受风险

立即制定管控措施，改善后重新进行风险评价，确定风险等级是否处于可接受

尽可能降低其风险，保持现有控制措施，并在可能地方进行改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