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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工矿企业安全生产风险报告实施指南

一、编制依据

为全面防范和化解企业安全生产风险，推动落实企业安全

生产主体责任，规范企业安全生产风险报告工作，依据《江苏

省工业企业安全生产风险报告规定》（江苏省人民政府令 第

140号）、《江苏省工业企业较大以上安全生产风险目录（第一

批）》及《关于印发<苏州市工业企业安全生产风险报告工作实

施方案>的通知》（苏安办〔2021〕13号）制定本指南。

二、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苏州市非煤矿山、冶金、有色、建材、机械、

轻工、纺织、烟草等工矿企业的安全风险辨识管控和报告工作。

三、总体要求

企业应建立健全安全风险辨识管控制度，将风险辨识纳入

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内容，每年不少于一次开展安全风险辨识，

按照不同安全风险等级实施分级管控。落实安全风险报告责任，

按照《江苏省工业企业安全生产风险报告规定》要求开展首次

报告、定期报告以及变更报告，切实防范化解安全生产风险。

四、风险辨识评估和分级

1.风险辨识内容

企业应参照《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GB6441-1986）

和《生产过程危险和有害因素分类与代码》（GB/T13861-2009）

的要求，对生产经营过程中涉及的生产工艺、原辅材料、设备

设施、作业环境、人员行为和管理体系等方面存在的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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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全面、系统的辨识。

——生产工艺的风险辨识应根据生产工艺流程，按班组

(或岗位)逐步辨识和分析生产、存储和使用过程中潜在的危险、

有害因素。

——原辅材料的风险辨识应涵盖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涉

及的所有原辅材料、半成品、成品。

——设备设施的风险辨识应涵盖企业生产过程中涉及的

所有生产设备、公用辅助设备设施，包括环保治理设施。

——作业环境应涵盖企业所有作业场所，突出涉及易燃易

爆、有毒有害危险因素的作业场所。

——人员行为应涵盖企业的常规作业和非常规作业，范围

应包括但不限于生产工艺过程、公用辅助设施和环保设施运行、

设备设施保养及检维修、特殊作业及相关方在本企业内开展的

作业活动，突出动火作业、有限空间作业、高处作业等。

——管理体系应涵盖企业安全相关的所有管理制度、操作

规程等。

2.风险辨识方法

（1）物的状态、环境及管理的因素

推荐以安全检查表法（SCL）对各个作业单元的物的状态、

环境及管理的因素进行辨识。根据划分的作业单元，从基础管

理、选址布局、工艺管理、设备管理、电气系统、仪表系统、

危化品管理、储运系统、消防系统、公用工程系统等方面，制

定安全检查表。

冶金、有色、建材、机械、轻工、纺织、烟草等工矿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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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参照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编写的《工贸行业较大危险因素

辨识与防范指导手册（2016版）》（安监总管四〔2016〕31号）、

《工贸行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2017 版）》（安

监总管四〔2017〕129号）等，制定安全检查表。

（2）人员行为

推荐以作业危害分析法（JHA），编制作业活动清单，对

作业活动分解为若干个相连的工作步骤，辨识每个工作步骤的

危险有害因素、人的不安全行为和可能导致的事故。

（3）危险工艺和装置

推荐以危险与可操作性分析法（HAZOP）等方法进行辨

识。

3.风险评估分级

企业可采用作业条件危险性分析法（LEC）（附件 1）、风

险矩阵法（LS）（附件 2）等定量评估方法，结合《江苏省工

业企业较大以上安全风险目录（第一批）》和自身风险实际，

评估计算每项危害因素的固有风险大小，据此确定风险等级，

列出安全风险辨识分级清单（附件 3）。

按照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可能性

及其后果的严重程度，安全风险等级从高到低划分为重大安全

风险、较大安全风险、一般安全风险和低安全风险四个级别。

较大安全风险和重大安全风险统称为较大以上安全风险。

较大以上安全风险的评估方法以固有风险评估为原则。即

根据危险有害因素发生的可能性和后果严重程度，在不考虑已

采取控制措施的前提下，确定风险的大小和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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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存在以下情形的，应判定为重大安全风险：

①构成危险化学品一、二级重大危险源的场所和设施；

②粉尘涉爆单班作业 10人（含）以上的粉尘涉爆场所；

③作业人数 10人（含）以上涉及高炉、转炉以及煤气柜

的场所和设施；

④作业人数 10人（含）以上涉及 10吨以上电炉、熔炼炉

且采用起重机吊运熔融金属的场所和设施；

⑤作业人数 10人（含）以上涉及深井铸造的场所；

⑥作业人数 10人（含）以上涉及重点监管化工工艺、场

所及设施；

⑦作业人数 10人（含）以上涉及爆炸品及具有爆炸性的

化学品的场所和设施；

⑧作业人数 10人（含）以上涉及使用剧毒化学品的场所；

⑨其他发生火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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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存在以下情形的，应判定为较大安全风险：

①符合《江苏省工业企业较大以上安全生产风险目录（第

一批）》所列情形，经评估未构成重大安全风险的；

②构成危险化学品三、四级重大危险源的场所和设施；

③对未列入安全风险目录的其他安全风险，经风险评估确

定为较大以上安全风险的。

五、风险分级管控

1.风险控制措施

企业对辨识出的安全风险，应当根据安全风险特点，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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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技术、安全管理、培训教育、个体防护、应急处置等方面逐

项制定管控措施。

2.风险分级管控

企业应当制定安全风险辨识管控制度，明确分级管控职责

分工及其责任制考核奖惩办法。按照不同安全风险等级实施分

级管控，将安全风险管控责任逐一落实到企业、车间、班组和

岗位。

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应当遵循固有安全风险越高、管控层级

越高的原则。企业应当结合本单位机构设置和管理层级情况，

合理确定各级风险的管控层级。上一级负责管控的风险，下一

级必须同时负责管控，并逐级落实管控措施。

企业应当在每一轮风险辨识分级后，编制覆盖所有风险单

元的安全风险分级管控清单（附件 4），并及时更新。

3.安全检查

企业应制定安全风险管控落实情况安全检查表，对安全风

险管控措施落实情况进行经常性检查，防止安全风险管控措施

失效、弱化。企业安全生产全面检查应包括对安全风险管控措

施落实情况的检查。

六、风险档案和告知

1.风险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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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分布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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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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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风险教育培训

企业应制定安全风险辨识管控培训计划，明确培训时间、

培训内容、参加人员、考核方式、相关奖惩等内容，分层次、

分阶段开展安全风险辨识管控相关内容的培训，提高全员安全

风险辨识管控意识和管控能力，保证从业人员了解本岗位安全

风险基本情况，熟悉安全风险管控措施，掌握事故应急处置要

点，培训记录应妥善保存，归入安全风险档案管理。

3.风险告知

企业应建立安全风险公告制度，并通过教育培训、公示公

告、警示标牌等方式告知作业人员安全风险相关内容。对存在

较大以上风险的场所，应设置较大以上安全风险公示栏（附件

5）进行公示。对存在重大安全风险的区域应在醒目位置设置

安全风险警示牌（附件 6）。

企业重大安全风险、较大安全风险、一般安全风险和低安

全风险四个安全风险级别分别对应红、橙、黄、蓝 4种颜色标

示。企业应将各个风险单元的风险等级在厂区和车间平面布置

图中用红、橙、黄、蓝 4种颜色标示，形成安全风险四色分布

图（附件 7），在厂区醒目位置进行公示。

七、网上报告

企业应当登录“江苏省工业企业安全生产风险报告系统”

（通过江苏政务网（www.jszwfw.gov.cn）统一登录），按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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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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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有分布在不同地址的多个生产经营场所的，统一登录

后分别填报每个生产经营场所的安全风险信息；同一生产经营

场所使用多个企业名称的，以其中一个企业名称的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填报，并按照要求备注其他名称。

企业开展安全风险辨识，每年不少于一次。企业应当在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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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竣工验收合格后三十日内完成首次安全风险报告。企业有新的

较大以上安全风险或原报告的较大以上安全风险等级发生变

化的，应在确定或者调整安全风险等级后十五日内进行变更报

告。

八、其他要求

企业要将安全风险报告工作和安全生产标准化、“双重预

防机制”、危险化学品使用分级评估等工作相融合，已开展标

准化和“双重预防机制”工作的，可将工作中相关内容与安全风

险报告工作合并。企业危险化学品使用分级评估的结果可作为

企业安全风险辨识管控的依据之一，但两者的评估结果之间不

应有明显的冲突。

附件：1.作业条件危险性分析法（LEC）

2.风险矩阵法（LS）

3.安全风险辨识分级清单示例

4.安全风险分级管控清单示例

5.较大以上安全风险公示栏示例

6.安全风险警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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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企业安全风险四色分布图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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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作业条件危险性分析法（LEC）

作业条件危险性分析评价法（简称 LEC）。L(likelihood，事故发

生的可能性)、E(exposure，人员暴露于危险环境中的频繁程度)和

C(consequence，一旦发生事故可能造成的后果)。给三种因素的不同等

级分别确定不同的分值，再以三个分值的乘积 D(danger，危险性)来评

价作业条件危险性的大小，即:D=L×E×C。D值越大，说明该作业活动

危险性大、风险大。

事故事件发生的可能性（L）判断准则

分值 事故、事件或偏差发生的可能性

10 完全可以预料（在设备设施中时常发生）

6
相当可能；或危害的发生不能被发现（没有监测系统）；或在现场没有采取防范、监

测、保护、控制措施；或在正常情况下经常发生此类事故、事件或偏差（可能在设

施使用寿命中至少发生一次）

3

可能，但不经常；或危害的发生不容易被发现；现场没有检测系统或保护措施（如

没有保护装置、没有个人防护用品等），也未作过任何监测；或未严格按操作规程执

行；或在现场有控制措施，但未有效执行或控制措施不当；或危害在预期情况下发

生（可能在设施使用寿命中发生一次）

1
可能性小，完全意外；或危害的发生容易被发现；现场有监测系统或曾经作过监测；

或过去曾经发生类似事故、事件或偏差；或在异常情况下发生过类似事故、事件或

偏差（在设施使用寿命中有 1/10 的发生概率）

0.5
很不可能，可以设想；危害一旦发生能及时发现，并能定期进行监测（在其他地方

曾经发生过类似事件）

0.2
极不可能；有充分、有效的防范、控制、监测、保护措施；或员工安全卫生意识相

当高，严格执行操作规程（工业领域尚未发生过类似事件）

0.1 实际不可能（工业中不可能发生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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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露于危险环境的频繁程度（E）判断准则

分值 频繁程度 分值 频繁程度

10 连续暴露 2 每月一次暴露

6 每天工作时间内暴露 1 每年几次暴露

3 每周一次或偶然暴露 0.5 非常罕见地暴露

发生事故事件偏差产生的后果严重性（C）判别准则

分值
法律法规

及其他要求
人员伤亡

直接经济损

失（万元）
停工 公司形象

100
严重违反法律

法规和标准

10人以上死亡，或 50
人以上重伤

5000以上
公司

停产

重大国际、国内影

响

40
违反法律法规

和标准

3人以上 10人以下死

亡，或 10 人以上 50
人以下重伤

1000以上
装置

停工
行业内、省内影响

15
潜在违反法规

和标准

3人以下死亡，或 10
人以下重伤

100以上
部分装

置停工
地区影响

7

不符合上级或

行业的安全方

针、制度、规定

等

丧失劳动力、截肢、

骨折、听力丧失、慢

性病

10万以上
部分设

备停工
公司及周边范围

2
不符合公司的

安全操作程序、

规定

轻微受伤、间歇不舒

服
1万以上

1套设

备停工

引人关注，不利于

基本的安全卫生要

求

1 完全符合 无伤亡 1万以下
没有

停工
形象没有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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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等级判定准则及控制措施（D）

风险值 风险等级 实施管控措施

>320 重大风险
立即补充管控措施，以期降低风险

级别，定期检查、测量及评估

160～320 较大风险
立即或近期补充管控措施，定期检

查、测量及评估

70～160 一般风险
建立目标、建立操作规程，加强培

训及沟通

0～70 低风险 完善管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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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风险矩阵法（LS）
风险矩阵法（简称 LS），R=L×S，其中 R是危险性（也称风险度），

事故发生的可能性与事件后果的结合，L是事故发生的可能性；S是事

故后果严重性；R值越大，说明该系统危险性大、风险大。

事故发生的可能性（L）判断准则

等级 标 准

5
在现场没有采取防范、监测、保护、控制措施，或危害的发生不能被发现（没有

监测系统），或在正常情况下经常发生此类事故或事件。

4
危害的发生不容易被发现，现场没有检测系统，也未发生过任何监测，或在现场

有控制措施，但未有效执行或控制措施不当，或危害常发生或预期情况下发生

3

没有保护措施（如没有保护装置、没有个人防护用品等），或未严格按操作程序执

行，或危害的发生容易被发现（现场有监测系统），或曾经作过监测，或过去曾经

发生类似事故或事件,或在异常情况下发生过类似事故或事件。

2
危害一旦发生能及时发现，并定期进行监测，或现场有防范控制措施，并能有效

执行，或过去偶尔发生事故或事件。

1
有充分、有效的防范、控制、监测、保护措施，或员工安全卫生意识相当高，严

格执行操作规程。极不可能发生事故或事件。

事件后果严重性（S）判别准则

等级
法律、法规及其他

要求
人员 直接经济损失 停工 企业形象

5
违反法律、法规和

标准
死亡 100万元以上

部分装置（>2

套）或设备

重大国际影

响

4
潜在违反法规和

标准

丧失劳动能

力
50万-100万元

2套装置停工、

或设备停工

行业内、省

内影响

3

不符合上级公司

或行业的安全方

针、制度、规定等

截肢、骨折、

听力丧失、慢

性病

10万-50万元
1 套装置停工

或设备
地区影响

2
不符合企业的安

全操作程序、规定

轻微受伤、间

歇不舒服
10万元以下

受影响不大，几

乎不停工

公司及周边

范围

1 完全符合 无伤亡 无损失 没有停工 形象未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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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风险等级判定准则（R值）及控制措施

风险值 风险等级 实施期限

20-25 重大风险
立即补充管控措施，以期降低风

险级别，定期检查、测量及评估

15-16 较大风险
立即或近期补充管控措施，定期

检查、测量及评估

9-12 一般风险
建立目标、建立操作规程，加强

培训及沟通

1-8 低风险 完善管控措施

风险矩阵表

5 低风险 一般风险 较大风险 重大风险 重大风险

4 低风险 低风险 一般风险 较大风险 重大风险

3 低风险 低风险 一般风险 一般风险 较大风险

2 低风险 低风险 低风险 低风险 一般风险

1 低风险 低风险 低风险 低风险 低风险

取值 1 2 3 4 5

（人员伤亡、直接经济损失情况仅供参考，各企业可根据自身风险可接受程度进行相应

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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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安全风险辨识分级清单示例
1 采用 LEC 法：

2采用 LS法：

序

号

安全风

险名称

所处位置（场

所、部位、环

节）

可能导致的事

故类型及其后

果

作业条件危险性分析

风险等级 等级颜色 备注

L E C D

1 10 6 15 900 重大安全风险 红色

2 3 6 15 270 较大安全风险 橙色

3 3 6 7 126 一般安全风险 黄色

4 1 6 1 6 低安全风险 蓝色

序

号

安全风

险名称

所处位置（场

所、部位、环

节）

可能导致的事

故类型及其后

果

风险矩阵
风险等级 等级颜色 备注

L S R

1 4 5 20 重大安全风险 红色

2 4 4 16 较大安全风险 橙色

3 3 3 9 一般安全风险 黄色

4 2 2 4 低安全风险 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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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安全风险分级管控清单示例

序
号

风险单
元名称

区域/位置 危险有害因素
可能导
致的事
故后果

风险等
级

风险控制措施
管控
层级

责任
部门

责任人 备注
工程技术 安全管理 培训教育 个体防护 应急处置

1 重大风险

2 较大风险

3 一般风险

4 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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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较大以上安全风险公示栏示例

1 张贴位置要求：较大以上安全风险公示栏应设置在厂区入口或涉及该风险的厂房入口处。

2尺寸材质：建议公示栏背板选用不锈钢或塑料材质，建议尺寸：1500mm×1000mm。企业可按照实际情况进行尺寸修改。

3图样示例：

序号 安全风险名称 所处位置（风险点）
可能导致的事故类型

及其后果
风险等级 管控责任部门 监督举报电话

1
燃气储存设施、使用设施燃

气泄漏（0305）
厂区东北角天然气调

压站、烘干房燃烧机

火灾、其他爆炸，造成人员伤

亡和财产损失
较大风险 □□部（部门级） □□□□□□

2
（机械加工）清洗作业使用

天拿水等易燃易爆类清洗

剂（0710）
生产厂房三清洗间

火灾、其他爆炸、中毒和窒息，

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较大风险 □□部（部门级） □□□□□□

3 起重设备倾覆（0306）
生产厂房四 10t移动式

起重机作业区

起重伤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

产损失
较大风险 □□部（部门级） □□□□□□

4
（涂装）涂漆调配、涂漆作

业区域有机溶剂泄漏、挥发

性气体积聚（0717）

生产厂房四喷漆工段

（10人以上）

火灾、其他爆炸，造成人员伤

亡和财产损失
重大风险 □□公司（公司级） □□□□□□

5
（涂装）涂漆风机、管道、

地坑积漆渣自燃（0719）
生产厂房四喷漆工段

火灾，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

失
较大风险 □□部（部门级） □□□□□□

6
易燃易爆场所动火作业

（0315）
清洗间、烘干线、喷漆

工段

火灾、其他爆炸、中毒和窒息，

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较大风险 □□部（部门级） □□□□□□

7 有限空间作业(0301)
厂内电缆井、污水井、

烘干线内
中毒和窒息，造成人员伤亡 较大风险 □□部（部门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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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安全风险警示牌示例

1 张贴位置要求：重大安全风险警示牌应分别设置在对应的风险点上方。

2尺寸：建议尺寸：900mm×600mm。企业可按照实际情况进行尺寸修改。

3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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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企业安全风险四色分布图示例

1 张贴位置要求：安全风险四色分布图应设置在厂区、厂房、车间入口处，或厂区内醒目位置。

2尺寸材质：建议公示栏背板选用不锈钢或塑料材质，建议尺寸：1200mm×900mm。企业可按照实际情况进行尺寸修改。

3图样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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