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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科研事业单位的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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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安全生产关乎人民福祉，强化企业主体责任落

实，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是每个单位义不容辞的责任。科研事

业单位作为承担安全主体责任中的一员，也需要加

强其自身的安全管理。科研事业单位虽然通常本身

不制造或生产危险源，但会使用各类危险源，存在

一定的安全隐患甚至是事故苗头。

本文通过分析研究危险源、隐患和事故的关系，

阐述了危险源和使用危险源的人员对于安全管理

的重要性，并在此基础上，描述了以使用危化品或

压力容器为主要危险源的科研事业单位的安全管

理现状，提出了对于科研事业单位安全管理的措施

和建议。

1  危险源、隐患和事故的关系

危险源是引发事故（职业病）的根本原因 ；隐

患是导致事故（职业病）的直接原因；事故（职业病）

是存在隐患的危险源失控造成的后果 [1]。

危险源可分为根源危险源和状态危险源。其中，

根源危险源是指可能直接或间接导致事故发生的客

观存在的实体，涵盖了现有危险源分类中的能量或

危险物质 ；状态危险源则是指根源危险源的不安全

状态。没有根源危险源就没有相应的状态危险源，

比如没有瓦斯就不存在所谓的瓦斯浓度超限或瓦斯

浓度不超限，没有瓦检员就不存在所谓的瓦检员错

检、漏检等不安全行为。同时，对于根源危险源来说，

人是管控的主体，客体是根源危险源，但如果人（主

体）对根源危险源（客体）认知不够，则可能导致

根源危险源（客体）失控，酿成事故。因此，人（主

体）也是根源危险源（客体）[2]。

笔者通过归纳总结众多相关研究，得出以下关

系 ：由于危险源没有管控好，极可能会造成安全隐

患 ；如没有发现安全隐患或者发现安全隐患却选择

忽视，继续实施作业，则很可能会导致事故的发生。

从危险源、隐患和事故三者之间的关系来看，危险

源的管控是前提，如果将危险源管控好了，基本可

以避免事故的发生。

既然危险源是重中之重，那管好危险源自然就

是安全管理的重点。一般来说，对于危险源的管理

主要涉及两方面 ：一是危险源本身，管理内容主要

包括其来源是否规范，自身是否合格，有无超出使

用范围或期限，存放的环境是否合规 ；二是管理或

者使用危险源的人，管理内容主要包括安全意识是

否到位，是否了解危险源，监督管理是否到位，使

用过程是否合规，存放是否合理等等。

摘要：本文从危险源、隐患和事故的关系入手，分析归纳出危险源以及操作危险源的人是安全管理的重

中之重，然后结合科研事业单位的特点和安全管理的现状，提出了预防为主、以人为本、借助先进技术手段

和评估机构，以及加强内部监管等管理措施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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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科研事业单位的安全管理现状

2.1  科研事业单位安全方面的基本情况

科研事业单位的主要职责是进行科学研究，通

常不生产加工产品，在使用各类危险源（比如，各

类危化品或压力容器）时，虽然不会有大量的库存，

但会一直使用，有时为了方便，也会少量存储。当然，

对于部分实验室将危化品作为基础研究素材，则要

另当别论。

另外，科研事业单位中使用危险源的人员通常

具有较高的学历，且大部分从学生期间就开始接触

相关的危险源，较为熟悉危险源相关的注意事项。

2.2  科研事业单位安全管理的组织架构

科研事业单位的安全管理通常实行分级管理。

其中，领导机构一般是安全管理委员会，主任由单

位主管领导兼任，成员包括各相关部门的负责人 ；

管理职责由机关职能部门中的某一部门承担，负责

单位内部安全管理各项事务的组织协调 ；安全具体

操作事宜由各部门或者课题研究单元负责，各部门

或者课题研究单元会设置安全员，负责安全监督 ；

具体使用危险源的科研人员则是安全操作的直接责

任人员。

2.3 科研事业单位安全管理的实施情况

科研事业单位的安全管理实施情况一般与组织

架构相对应。安全管理委员会每年至少会召开一次

会议，研究安全工作计划、商讨安全重大事项、审

议安全奖惩，并处理突发的安全事故等。

安全管理的职能部门负责制订每年安全工作计

划，经审批后，按照工作计划组织实施安全的各项

工作，主要包括培训、检查、演练等，同时每年进

行安全工作总结。

各部门在完成科研工作的基础上，需要管理好

所使用的危险源，同时需要按照安全管理职能部门

的要求开展各项安全方面的工作。

2.4  科研事业单位安全管理的监督检查情况

对于科研事业单位来说，监督检查的发起部门

一般是安全管理职能部门，具体又分为两类 ：第一

类是上级单位要求的监督检查，比如在重大节日前、

重大活动前或者出现重大事故后等 ；第二类是各单

位的例行检查，包括放假前的安全检查、各部门的

安全自查、全单位整体检查或者某项专项检查等。

不论何种监督检查，目的就是督促科研人员强化安

全意识，提升安全认知，使安全责任制落实到位。

3  科研事业单位的安全管理建议

对于科研事业单位来说，与所有单位一样，安

全生产工作的立足点，必须始终放在预防事故和治

理隐患上，而不是被动地应付事故 [3]。由于科研事

业单位对于作为“客体”的危险源等硬件设施通常

都有较好的经费保障，加之使用量有限，危险源（客

体）本身的安全往往能够得到保障。因此安全管理

的重点主要体现在一个个“点”上，即每个使用危

险源的科研人员。

3.1  建立健全监管体系

危险源是产生事故和隐患的根源，对此，科研

事业单位必须高度关注，并担负起预防和监管的责

任。比如，对于气瓶等压力容器，相关职能部门应

重点做好制度流程的制定，包括供应商资质审核、

采购平台建设、培训和准入体系建设等，同时各实

验室或课题研究单元在落实各项制度措施的基础上，

还应根据不同种类的气体采取相应技术措施保障气

瓶的存储和使用安全，进而形成一种建立在组织措

施基础上，以技术措施为保障的综合管理体系 [4]。

同时，科研事业单位还应本着“源头管控”的

原则，确保采购合法、合规、合格的产品，另外对

于危险源的使用和存储环境也要给予高度的重视，

健全定时和不定时的检查制度，通过监管促使安全

责任到人。

3.2  培训和日常检查相互交叉，重点提升人的安

全意识

事故的产生，除不可控因素外，主要来源于 4

个方面隐患 ：人、物、环境以及管理。其中，人因

隐患主要是各类不安全行为，如误操作、违章操作、

违章指挥等 ；物因隐患主要包括各类设备不正常运

行和设计、制造、安装、维护缺陷等 ；环境隐患主

要包括场所设计缺陷、场所环境不良、危害因素超

标等 ；管理隐患主要包括制度规范缺陷、组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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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陷等 [5]。

从科研事业单位的实践角度来看，人的隐患是

最不可控的，比如，人的心情、家庭情况、性格因

素等都有可能影响人对于危险源使用的操作，进而

产生隐患。

因此，对于科研事业单位的安全管理工作来说，

必须坚持“以人为本”，重点关注接触危险源的个人。

具体来说，一是通过加强培训，让每一个接触危险

源的科研人员树立安全意识，并不断深化安全意识；

二是通过检查，使科研人员始终绷紧安全这条弦，

将安全放到首位；三是通过建立“立查立改”制度，

对于发现的安全问题或隐患，立查立改，避免相关

人员存在侥幸心理 ；四是通过执行奖惩制度，利用

经济手段促进相关人员对于安全的重视 ；五是针对

安全管理，参考现有的规范，完善行为规范，且对

于违反者，立即处罚，杜绝“下不为例”。

3.3  借助现代化技术手段提升安全管理能力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对于本身就从事科学研

究的科研事业单位来说，更应该充分发挥先进技术

手段在安全管理中的作用，借助现代化技术手段提

升安全管理能力。

第一，可以利用大数据，将以前的典型安全事

故案例进行总结分类梳理，以避免同类事故再次发

生，同时也可借此培训新入职的人员。“身边”的

事故往往更能警醒本单位职工。

第二，利用先进的设备仪器，通过警示图像或

声音，对各类危险源进行全天候监控，比如 ：在压

力容器管理方面，针对氢气、甲烷等易燃易爆气体，

设置可燃气体报警器，使其一旦超过一定浓度，即

可发出报警，提醒各级人员采取应对措施等。

第三，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提高预防手段，

比如，针对各类设备的检验周期，可以通过信息化

手段对超过检验周期的设备进行警示提醒，甚至直

接采取“锁死”措施，让相关设备无法使用，以避

免超期使用各类设备带来的风险。

3.4  充分利用外部机构或专家的力量

虽然从各单位自身来说，通常都认为“家丑不

能外扬”，但术业有专攻，从安全管理的角度，笔

者建议各单位应通过聘请相关专业评估机构或者行

业专家，对自身的安全管理情况进行科学、客观、

专业的评估，并依据评估提出的改进建议，完善自

身安全管理。

3.5  形成常态化监督检查机制

对于科研事业单位来说，科研人员和各类危险

源点相对比较分散，科研人员以及相应对于危险源

的操作模式比较固定，风险程度相对较低，但正是

如此，往往会导致科研人员在“熟悉”的试验过程

或使用过程中不自觉地放松安全方面的要求。

因此，这就需要科研事业单位加强监督提醒，

通过形成常态化定期和不定期的监督检查机制，确

保安全警钟长鸣，避免各级人员因为疏忽而引发安

全事故。

4  结论

对于科研事业单位来说，直接接触和使用危险

源的科研人员是安全的直接责任人员，也是安全管

理的重点。科研事业单位需要不断总结经验，通过

建立健全监管体系、强化培训和日常检查、借助现

代化技术手段、利用外部机构或专家的力量、形成

常态化定期不定期的监督检查机制等手段，促进本

单位的安全管理更上一个台阶，保障单位科研生产

活动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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