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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多起建筑施工事故的发生，不仅威胁到了生物人员的生命安全，也为社会稳定带来了一定的打击。因此，

社会越来越注重建筑施工的安全性，对建筑工程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针对这一要求，建筑行业需要建立安全生产双重预

防机制，加强对建筑工程施工的安全风险管控，隐患排查和监督考核等一系列工作，提高安全生产管理效率。论文深入分析

安全生产双重预防机制的建设意义和问题，提出几点有效的策略，确保该机制的稳定运行。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	number	of	construction	accidents	have	not	only	threatened	the	life	safety	of	biological	personnel,	but	
also	brought	a	certain	blow	to	the	social	stability.	Therefore,	the	society	pays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safety	of	construction,	

and	puts	forward	higher	an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In	view	of	this	requirement,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needs	to	establish	a	double	prevention	mechanism	of	safety	production,	strengthen	a	series	of	work,	such	as	construction	safety	risk	

control,	hidden	trouble	investigation	and	supervision	and	assessment,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safety	production	manage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ignificance	and	problems	of	safety	production	dual	prevention	mechanism,	and	puts	 forward	several	

effective	strategies	to	ensure	the	stable	operation	of	the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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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安全生产双重防范机制主要是开展安全管理和风险防控

工作，深化安全专项整治，加强安全生产把控，从而消除其

中风险，遏制重大特大事故的发生。但一些企业在建设应用

该机制的过程中，由于认识不全面，相关方法比较滞后等诸

多问题，影响了该机制作用的充分发挥。因此需要从问题入

手，加强机制各方面的建设和运营监管，对企业安全生产起

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2 安全生产双重预防机制建设的意义
2.1 有利于强化企业的风险防控意识

建设安全生产双重防控机制，提高企业对安全生产管理

的重视程度，强化企业的风险防控意识，消除侥幸心理。在

日常生产管理中以安全为主，开展一系列的管理工作，渗透

预防为主理念，重点放在“防”方面，需要结合企业生产实

际情况，制定恰当的措施，筑牢安全生产两道现场防线，及

时排查消除隐患，有效扼杀安全事故的发生，也能确保安全

生产目标的实现。该机制的运行，也能为企业提供诸多的数

据，开展全面管理工作，认识到在整个工程中存在的各类风

险问题，建立全面的应急机制，在发生安全事故后也能快速

作出反应，将事故的损失降到最低。

2.2 有利于企业生产符合规章制度
针对安全生产双重预防机制的建设，中国也进行了详细

的规定，在法律制度的支持下，确保该机制的稳定运行，加

强对企业的监督管理。而建筑企业积极践行该制度，完善安

全生产双重预防机制，符合国家的相关要求，能够加强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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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约束和管理，防患于未然，落实预防为主的理念，有效

预防安全事故的发生。

2.3 有利于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在建筑行业安全事故的发生，在对施工人员造成生命威

胁的同时也威胁着企业的正常运行。通过加强安全生产管理

和风险防控等一系列工作，消除在建筑工程中的各类安全隐

患，提高企业防范安全事故的水平，保障企业的建设质量。

而且组织建设安全生产双重预防机制是生产经营单位主要

负责内容之一，进一步完善该机制，承担起社会责任，树立

一个良好的企业形象，收获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

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一定的优势，从而促进企业的可持续

发展。

3 安全生产双重预防机制的建设难点
3.1 相关认识不健全

一些企业在建设安全生产双重预防机制时，对该机制的

认识并不全面，理论认识不一导致实践过程也会经常出现混

淆的情况，影响了该机制的全面建设。例如对风险和事故隐

患危险源等的定义，不同并未认识到风险和隐患之间的区别

联系，建设的机制也相对混乱，无法满足风险防范和危险源

排查等一系列工作，影响了安全生产管理的效率。

3.2 风险防范方法滞后
一些企业在建设安全生产双重预防机制时，依旧采取传

统的管理方式，信息化建设程度低。风险分级、日常管理等

依旧受人为主观影响，结果具有较大的差异，无法为该机制

的运行提供依据。而且各部门缺乏有效的联系，信息化程度

低，主要依赖于人力资源，工作机制相对滞后，信息资料在

收集的过程中也经常会出现遗漏丢失等一系列情况。资料不

全面导致风险评估分级也不彻底，安全管理和风险防控的效

果并不理想。在评价工作中，并不能熟练地应用 LEC、LS

等方法。而且整体参与度不足，在一些企业中仅仅由安全部

门人员。安全管理人员但系统人员参与到风险辨识和评价工

作中，导致编制不全，专业性不强。

3.3 员工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
安全生产双重预防机制的建设，离不开员工的支持，员

工需要具备一定安全生产意识和隐患意识，认识到建筑工程

中存在的多种隐患和风险，提高重视程度。但是在实际的工

程中，企业定位建立一个有效的教育机制，安全教育推广不

到位，缺乏有关法律、制度等内容的学习，很多员工的安全

意识不足，也并未掌握一些安全防范措施。在施工过程中也

难以约束自身的行为很多，操作仅凭自己的经验，没有严格

按照规章制度，埋下了一定的隐患，很有可能会引发安全

事故。

3.4 工作机制不健全
一些企业的安全生产防范意识不足，过于注重经济效益，

而忽略了安全管理，导致相关的工作机制建设并不健全。仅

仅在施工前和施工中进行安全排查工作，要求安全人员穿戴

好护具。并未建立全面的风险分级和评估机制，工作岗位安

排也相对混乱，岗位工作的重叠使得一部分工作人员态度相

对散漫，并未认真对待，难以及时发现施工中存在的一些风

险，埋下了一定的安全隐患。此外针对风险管理和隐患排查

的机制建设并未建立一个有效的联系，两者工作相对割裂，

不仅会花费大量的时间用于两项工作的管理，同时也会影响

到隐患排查和治理的工作效率，使得安全生产的管理机制形

同虚设。

4 安全生产双重预防机制的建设策略
4.1 设置重大安全风险公告栏

建筑企业需要在内部进一步完善重大安全风险公告栏，

加强宣传，便于工作人员及时掌握生产过程中存在的重大安

全风险问题，提前做好准备工作，有效控制风险。领导层也

要提高重视程度，积极引进一些成功的经验，不断丰富公告

栏的建设。要认识有害因素、安全隐患、危险源、风险等的

概念和相互关系，针对这些内容健全安全生产管理的基本内

容。同时要根据国家相关规定细化针对各类风险等级的评定

标准，掌握隐患排查的方法。风险一般指的是某一危险发生

的可能性以及后果的严重程度，在建筑工程中可能存在的风

险有施工人员人为影响、材料质量、环境因素等，需要针对

这些风险因素，细化安全生产预防的相关内容，在防止事故

发生的同时，也能确保安全生产机制更加的健全，消除该机

制的漏洞，加强对整个工程的把控。

4.2 建立双重预防信息化分级监管系统
在新时期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能够为企业管理机制提

供重要的技术支持，更新各项性能，确保管理的智能化和自

动化。因此，在安全生产的双重预防机制建设方面，也需要

注重信息技术的引进。构建信息化监管系统，该系统分为安

全风险管控、隐患排查治理、监督与考核三个子系统，各子

系统能够实现互联和信息的共享，加强对整个工程的把控。

4.2.1	安全风险管控系统
在建设该系统时，需要明确安全风险的管控范围、风险

分类分级标准、识别评估内容等，在运行时加强对整个工程

的把控，分析该工程的生产风险，加强对施工过程的全面把

控和监督管理。该系统能够自动传递相关信息，提醒责任人

员履行管控责任，加强对薄弱部位的排查和监督。同时明确

了基层员工、项目负责人、领导层等不同的责任主体，在信

息系统的支持下，加强各级关联，实现信息共享，确保分级

管理体系的稳定运行。

4.2.2	隐患排查系统
该系统主要依托于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多项技

术，由总控制中心的人员通过监控视频了解现场的施工情

况，获得实时的数据信息为在现场的工作人员提供依据，加

强对生产隐患的排查。例如中铁建集团构建了大盾构数据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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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中心，该数据中心包含了各项工程的详细数字信息，同时

还建设了视频监控网络模块。实时采取工程的相关数据，抓

拍现场的安全隐患，为隐患的排查治理提供重要依据。

4.2.3	监督与考核系统
监督与考核系统主要是针对双重预防机制的运行所建设

的系统，收集日常系统运行的实际数据，以及工作人员的各

项表现，综合分析评估该系统的运行情况，公司会按照调度

中心的责任体系网实施调查机制，每季度总结通报监督考核

的内容，指出该系统的风险问题，对存在重大隐患，管理混

乱的项目根据企业的制度对相关负责人进行处罚，从而提高

各部门的重视程度。定期开展安全考核工作，引进相关的技

术，加强对系统的监管和排查，不断地升级系统，优化性能，

强化安全，生产管理和风险排查。

4.3 安全风险清单和数据库的建设
建筑工程需要建设一个完善的数据库，收集工程的全面

资料信息，加强各部门之间的沟通联系，实现数据信息的

共享，能够为安全生产管理和风险的排查提供全面的依据，

确保结果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一方面，企业可以结合相关的

标准要求，来分析工程中可能存在的各类风险因素和影响内

容，出具相关的清单，根据清单收集工程的资料，不断地丰

富数据库。另一方面，在系统的支持下，各部门上传工程的

相关信息，便于管理人员及时查看，细化安全管理内容，明

确主要的控制要点加强现场的风险和隐患排查工作。

4.4 做好员工培训工作
人才的支持是安全生产双重预防机制建设的保障。建筑

企业需要健全教育培训机制，加强人才的引进，逐步提高员

工的综合素质，构建高效的队伍。在人才引进方面可以加强

和高校的合作，引进复合人才，为企业安全管理提供优秀的

储备军。另外，健全安全教育培训机制，对在岗人员和施工

人员进行安全教育，提高他们的安全防范意识和风险意识，

掌握一定的防范措施。在实际工作中能够严格约束自身的行

为，及时发现工程中的各类隐患，消除人格因素的影响。通

过提高员工的综合素质，强化安全生产的管理和风险排查等

一系列工作，保障工程施工的顺利进行。

4.5 制定安全生产风险评估排查制度
安全生产双重预防机制，在运行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一

定的漏洞问题或把控不全面，因此可以从管理制度入手，及

时更新管理内容，细化相关的标准，弥补日常工作中出现的

各种漏洞，不断地健全管理制度，为该机制的运行提供一定

的保障。一方面，要细化责任制，合理设置岗位，明确各岗

位的具体的工作内容。要避免出现工作交叉重叠的情况，通

过这一规定能够端正员工的工作态度，避免相互影响，最终

威胁到安全生产。出现问题后也能及时追责，形成一定的威

慑作用。另一方面，明确风险危险源辨识和风险评估等级划

分等一系列的内容标准。危险源辨识的范围主要包括工程规

划设计运行全过程、工艺设备、气候地质等，辨识方法可以

使用作业危害分析法、类比法安全检查表分析等多种方法。

风险评估和风险分级的内容需要严格按照地方政府制定的

标准，确保风险按分级和评估的科学性、合理性。

4.6 优化结构组织安排
在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中，一般应用生产 4 级，包括岗位、

班组、城建和整个公司，层层递进，构建一个全面的组织结

构，加强对各环节的把控，从而提高安全生产管理和风险防

控的效率。因此在建设安全生产双重预防机制时，还需要考

虑组织结构的建设，针对 4 个层级的工作人员进行明确的规

定确定不同层级的内容、目标和工作规范，同时加强各层级

之间的沟通交流，不断的升级信息技术，实现办公的自动化，

在日常管理工作中，各级可通过内部平台实现沟通管理，上

传数据资料，实现共享了解工程的实际情况。领导层需要格

外重视，加强对下级人员的监督考核工作，通过层层递进和

严格的把控，确保结构组织更加稳定，做好对安全风险排查

和整个工程的把控工作，提高工作效率，促进企业的稳定

发展。

5 结语
综上所述，建筑工程在施工中存在诸多的风险和隐患问

题，通过建设双重预防机制，能够为该工程提供一个双重的

防火墙，通过层层筛选和控制，把控整个工程，掌握该工程

的隐患和风险问题，制定恰当的防范机制，提高安全生产管

理的效率。企业主要通过开展员工培训、建立信息化监管系

统和数据库、优化组织结构安排等一系列措施，健全安全生

产双重预防机制，严格遵循国家的相关要求，严格落实各级

安全管理的责任，提高企业的安全风险预防意识，为企业的

进一步发展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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