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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deas and project practices that how to build the safety culture for construction of for-
eign-related projects by Chinese-funded oil-gas pipeline enterprises or contractors, were dis-
cussed. It is proposed that only focusing on long term safety culture cultivation and practical 
measures to build the safety culture can ensure the intrinsic safety of the company or projects, 
realiz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afety management from the reactive to the proactive transforma-
tion, realize the connection with the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standards, improve performance 
of overall safety management and strengthen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of project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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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探讨中资油气管道企业或承包商在承揽涉外工程项目时，加强安全文化建设的工作思路及实践方法。认

为只有长期培养和关注安全文化建设，企业和项目的安全管理工作才能真正做到本质安全，才能使企业

和项目真正做到长治久安，实现安全管理工作从被动到主动的发展历程，实现与国际化的跨国公司标准

对接，提高对工程项目安全全方位的管控能力，提高工程项目管理全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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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9 年初，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总趋势呈现下滑状，经济发展逐步走缓，在习近平总书记

“一带一路”战略的带动下，具有一定实力和规模的诸多中资建设企业纷纷走出国门，在“一带一路”

沿线多个铁路、公路、港口、能源等基础设施行业从事工程项目总承包或分包业务。 
在涉外基建工程项目中，业主或甲方按惯例通常把安全工作放在首位。项目安全如何策划和管理是

项目业主或甲方关注的重点。为排除掉安全管理不合格的承包商，业主在工程项目招标前，通常会通过

资格预审程序，对工程项目承包商的安全管理工作进行审核或审计，不合格或不达标的承包商，或不能

参与竞标，或带加价条件参与竞标，所加价格为业主将来加强承包商安全管理工作的额外管理费用。正

因为安全管理的重要性，涉外中资油气管道企业更需要持续关注如何有效提高安全管理水平及项目安全

的管控能力，管控好工程项目，使业主或甲方满意。安全文化建设是提高企业安全管理水平的核心所在。

文化是国家或企业发展之源动力，而安全文化又是企业安全管理水平能够长期持续发展的骨线。通过对

外资企业现场安全文化提升和管理惯例的剖析，提炼出发展安全文化管理内容清单，共同学习、共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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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涉外中资油气管道企业安全管理水平。 

2. 安全文化发展的过程及定位 

受早期工业革命影响，国外企业发展较早，个别公司的安全理念和制度建立时间甚至比中国早 100
多年。如杜邦公司在 1811 年建立第一份安全规则，1912 年已经开始建立安全事故审核制。而中国直到

1986 年末，国际公认的安全文化概念才被引入到中国。21 世纪以来，中国进入全面建设安全文化的新阶

段。根据杜邦 TM布拉德利曲线 TM (DuPontTM Bradley CurveTM) (图 1)，企业的安全文化发展一般需要经历

4 个过程，即本能响应、依赖监督、实现自我安全及团队安全互助 4 个阶段。 
 

 
Figure 1. DuPontTM Bradley curveTM 
图 1. 杜邦™布拉德利曲线 TM 

 
根据多年的现场实践经验发现，目前中国大部分涉外建设企业安全文化一般都还处在第二阶段，依

赖他人的严格监督来确保安全，他人的监督一般是指第三方依据安全文件的约束、依靠严格的安全培训、

强制作业人员按照规定的程序和动作办事，以减少事故与事件发生。在上述客观条件下，企业和项目零

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很低。在安全文化发展的第二阶段，现场安全作业人员依然存在侥幸心理，主观参与

安全建设的能动性不足，大部分现场操作或作业人员没有形成安全作业的惯例和习惯，对安全方针和目

标理解不充分，没有充分认识到安全的价值体现。因此，企业安全能否受控好，取决于企业如何发展安

全文化理念，如何让企业中每个人都能够领会并做到安全承诺，实现零安全事故目标，踏进安全文化发

展的第三阶段，进而到达安全文化的终极阶段，即团队安全互助阶段，使每个人都成为安全网络的贡献

者，关注自己和他人安全，使零安全事故的目标成为可能。 

3. 安全管理体系的建立 

要实现安全文化发展过程，安全体系的建立是不可逾越的过程。虽然不同公司可根据不同惯例和标

准建立不同的安全管理体系，但是过程基本上类似，通过风险识别和评估，制定出切合实际的安全管理

规范、安全操作程序、作业流程，通过规定安全动作和约束条件，保证操作或作业安全实施，并在过程

中检验程序和流程的可实施性，持续改进，达到设定的安全指标。安全管理体系文件的建立不是一朝一

夕的过程，没有终点。因此，企业不能只依靠安全体系文件来完全保障现场操作和生产作业的安全。安

全体系文件一般包括实施手册、程序文件、作业文件及检查清单表格等一系列规范文件。体系文件广义

范围也包括现场安全管理标准化规范[1]。中国安全体系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起步较晚，可积累的历史

数据和经验不多，需要企业在管理和承建项目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切实可行的规范，在安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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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受控的前提下，再逐渐完善、推广、使用。 

4. 安全组织机构 

安全体系程序要有效地实施，如何根据工程项目特点建立合适的组织机构必不可少。典型的安全组

织机构图以安全管理是否独立来区分，一般包括非独立性和独立性安全组织机构图(图 2、图 3) 2 种。 
 

 
Figure 2. The diagram of non-independent safety organization 
图 2. 非独立性安全组织机构图 

 

 
Figure 3. The diagram of dependent safety organization 
图 3. 独立性安全组织机构图 

 
图 2 所示的安全部门与其他部门并行排列，只是作为普通的职能部门之一，统一向上级主管领导汇

报，没有突出安全监督和审核的职能。项目经理权力相对集中，统一负责安全管理，有利于项目经理管

理和协调项目，特别适合于小规模及安全风险相对较低的项目管理。图 3 属于典型的独立性安全组织机

构图，安全部门和项目安全部相对独立于其他各部门，且项目安全部受公司安全部门协调管理，安全部

门具有相对更加独立的安全监督和审核管理的职能，可以直接对项目其他部门行使安全监管的特权，管

理角色和职责较图 2 复杂，但是能够有利控制现场的安全风险，适合于较大规模及安全管理风险较高的

项目管理。 
大部分业主或甲方更偏好图 3 的安全组织机构管理，中资涉外工程建设企业应关注和学习，并根据

项目具体情况，选择适合的安全管理构架。合理的安全组织机构有利于明确相互的责、权、利，明确各

方的管理界面，提高沟通效率，有利于安全体系文件要求的各种规范和流程的实施，减少管理过程中的

界面冲突和矛盾。 

5. 安全文化建设 

1) 有感领导和示范作用。安全体系文件与组织机构建立后，如何能够保证安全规范有效地实施到作

业层面，而不是停留在纸面上，有感领导、领导示范、以身做责不可缺失。埃克森美孚高级副总裁 Darren 
W. Woods 在谈到 Valdez 溢油问题，以及如何促使该公司更加努力地追求安全无事故运行时强调：“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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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化始于领导，领导驱动行为，行为建立文化。领导者通过设定期望，建立结构，教导他人和推动问

责来影响文化”。项目或公司负责人、主管领导、各部门经理应定期到工程现场、一线作业现场，亲自

给一线操作职工授课、讲解及参加现场安全实践活动，提升公司或工程项目的安全文化范围，激励一线

职工更加主动地按安全规范做事[2]。有感领导也体现了公司或承包商落实一岗双责、“管工作管安全、

管业务管安全”、“谁主管，谁负责”的安全管理理念，领导示范作用，不可低估，势在必行。 
2) 安全方针和安全承诺签名、公示及发布活动。邀请业主或甲方共同参与工程项目的安全方针和安

全承诺的签名、公示及发布活动，项目经理与业主共同签名安全方针和承诺书，项目全员或职能部门参

与，强调甲、乙方对安全重视的一致性，安全第一，不分你我，明确安全靠大家、人人安全的理念，层

层传递安全信息，让参与者感受到安全职责和做好安全防护的必要性和信心；积极增进业主或甲方与工

程承包商安全管理的团队意识，做到相互支持、相互协作、不分你我、共同维护现场工作和作业安全，

为后续承包商安全工作的顺利开展铺平道路。 
3) 安全履职及绩效考核。通过对全体管理人员的安全履职及绩效考评，可以使安全管理理念和基本

实践知识成为员工或管理人员履职的条件，将安全与业绩挂沟，让安全管理知识成为每个人需要掌握的

基本内容。履职评估和绩效考核不合格的人员经过安全再培训，如仍然不合格则考虑转岗或离职，让每

位员工都把安全作为尽职的条件，使安全真真成为履职和聘用先决条件。根据 HSE (health safety envi-
ronment)履职能力评估情况，制定系统培训和安全再教育计划，加强对企业人员 HSE 体系中应知应会内

容的培训，持续提高管理人员安全素质。如在中东某项目启动之初，业主对进入工程项目承包商的安全

管理人员进行面视和考核，不合格人员不能上岗；对入场人员进行安全应知应会培训、考核并颁发合格

证书、设定有效期，考核不合格人员或合格证书登记过期人员严禁进入施工现场作业。 
4) 全员风险识别活动。通过定期的全员安全风险识别，提升全体员工参与安全管理的积极性、主动

性，发挥安全的主人翁意识，使员工在参与活动过程中，不断强化了解安全隐患和风险所在，在活动中

学习和逐步掌握安全管控方法，贯彻“安全第一，人人有责”的思想。 
5) 安全观察与沟通的实施。通过设定安全观察程序，要求各级管理人员、专职安全人员开展行为安

全观察与沟通活动；鼓励全体员工进行随机行为安全观察与沟通，观察和讨论员工在工作地点的行为及

可能产生的后果，汇总、统计、分析行为安全观察与沟通报告的信息和数据，为企业或工程项目持续改

进安全体系和作业规范提供依据和参考[3]。 
6) 第三方或他人安全有奖指证。通过发放小奖品、奖金或荣誉奖书的方式，鼓励作业现场第三方及

工作人员对其他人员不安全的行为或状态进行指证，指出对方的安全不符合项或不按照安全规范进行作

业的情况。如现场甲分包商发现乙分包商有安全不符合项时，可以通过举报的形式，通报给甲承包商负

责人或者业主与甲方等，做到安全面前、人人平等，把安全监督的理念和权利下放给每个人，形成人人

关心安全、人人争当安全监督员的文化氛围及监督机制，防范在先。 
7) 安全月、安全日、安全周宣贯作用。公司或工程项目通过设定安全月、安全周或安全日活动，进

一步强化安全在每个人心中的重要性，特别针对平时与现场安全危害活动距离较远、对现场安全危害体

会较浅的部分部门的办公室管理人员。通过设定不同的安全主题，开展与安全有关的挂图学习、典型事

故或事件培训学习、安全竞赛答题、有奖安全小测试等活动，将日常工作或安全体系理论中与个人安全

或组织安全有关的内容或实践以各种形式的答题方式，让员工参与有奖做答，进一步激励全体员工的安

全意识，拉近各级管理层安全沟通的距离，使大家体会到安全管理的趣味性，提高全体员工特别是最基

层作业员工和中层部门管理人员的安全意识。如中国各企业的安全月、BP 和 Shell 的安全日活动都具有

提升公司和项目安全文化意识，增强全体员工安全管理理念的作用。 
8) 安全演讲和安全责任书与标语签名活动，提高安全责任感。通过安全演讲，将现场安全管理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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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业绩经验或教训通过多种形式(教育片、音频、视频、文字)传递给员工，加深员工安全事故和事件教训

的认识，再结合公司或项目不同岗位安全责任书或标语签名活动，加强员工对岗位安全职责的认识，使

安全成为工作职责的一部分，提高每位员工的安全责任感。 
9) 每月安全之星评比，激励全员安全意识。通过每个月对现场操作的一线员工包括分包商人员进行

安全之星评比活动，提升员工安全荣誉感，激励一线员工，带动现场安全文化氛围，形成人人讲安全、

爱安全的意识氛围。 
10) 安全分包商论坛。对超大规模工程项目，承包商也可以定期举办分包商安全论坛活动，期间邀

请相关分包商、业主或甲方参与活动，分享各分包商间的安全理论、工具、方法、经验、教训，与各分

包商沟通交流承包商和业主成熟的管理经验，对参会安全议题进行讨论，提出解决方案和途径，相互促

进、共同提高、持续改进整体工程项目安全管理水平。 
11) 设定安全百万工时无损工时事故目标和庆祝会活动。通过设定安全百万工时无损工时事故目标，

举办庆祝活动，对安全管理达标的分包商或个人代表颁发感谢信、证书、奖杯，设定标杆和榜样，让分

包商与承包商和业主或甲方共享荣誉，互相激励，共建团队安全氛围。 
12) 建立现场安全管理可视化标准规范。安全文化建设也包括现场安全管理可视化标准规范建设，

如现场安全提示牌、指示标识、标语、警示牌、警报防护设施、安全通道、隔断等安全设施设计的标准

化建设，为现场创造良好有序安全的工作环境；建立安全宣传栏和公告板，公告板上每天更新工程项目

安全关键性指标进度值，安全宣传栏将进场安全提示、安全规范做法等传达给入场的每个人，使进场人

员时时了解和学习到上述内容，促进进场人员建立安全规范意识，提醒激发人们的安全自觉性，降低安

全事故、事件的发生[4]。 
13) 会议前的安全事故或理论分享。设定公司和项目在进行任何会议前进行安全事故或经验分享惯

例，强化将安全工作放在首位的意识，强调每位会议主持人带头宣贯安全的重要性，带动全体参会人员

树立全员安全管理理念。 
14) 利用网络时时发布及共享现场安全管理实践(微信、QQ 或其他手机通信软件)。在网络时代，安

全管理和沟通方式也进一步发展，工程项目或企业可利用智能手机 APP 通信软件，建立沟通共享平台，

将现场好的安全规范做法及时通过 APP 软件发布，使群内相关方及时了解现场安全管理情况；也可以将

现场不安全行为的组织或个人进行曝光，威慑不安全作业人员或组织，使现场的安全管理处于所有人监

管之下，有利于大家共同遵守安全规范和标准，统一思路，达到人人讲安全的目的。 

6. 结语 

安全管理发展阶段，实际上就是安全文化发展的过程。笔者通过多年工程项目实践，总结出 17 条与

现场工程项目有关的促进安全文化发展的惯例，抛砖引玉，也希望各界同行专家在针对上述理论和实践

有不同见解时，积极讨论和沟通，对共同提升和促进涉外建设企业总体的安全文化建设和管理水平贡献

一点微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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