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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企责任关怀理念在中国遭遇“冷热不均” 	  
	  
 

石油石化生产技术的发展，在给人类带来了大量的财富和舒适的生活环境的同

时，也带来了火灾、爆炸、中毒、环保等重大事故的频频发生，不仅给企业带来了高

额的经济损失，也使石油石化产业长期处于高能耗、高污染、高破坏的境地。 
 
石油石化生产需要规模经营，出于对能源开发的保护，目前中国基本上将国内所

有的石油开采和炼制都纳入到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等大集团旗下。石油开采有中

石油、中石化、中海油 3 家企业以及陕西延长石油等地方企业；石油炼制有中石油、

中石化及山东等部分地方炼油企业；石油销售环节，中石油、中石化两大公司负责批

发，中石油、中石化及部分专项用户和社会加油站负责成品油零售。 
 
炼化行业分支庞大，法规涉及多个方面，目前中国除了涉及油品安全相关的几大

基本法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危险化学

品安全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交通法》等，其建设、预防、检

测与检查等基本上是由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等各大石油巨头根据各自企业的实际

情况单独制定相关安全规章制度、建立相应的 HSE（Hea l t h Sa f e t y and 
Envi r onment ）体系。树立 HSE 国际形象，推行责任关怀也是这些大企业能够进入国

际市场竞争的通行证，因此也备受企业“热宠”。 
 
在去年召开的由中国化工信息中心（CNCI C）和亚洲清洁燃料协会（ACFA）联合

主办的“2011 中国清洁燃料高峰论坛”上，中国石油规划总院的主任工程师魏海国

博士介绍说，目前中国几大油品企业都已经设立专门的环境保护管理机构，并配备专

职管理人员。同时明确责任和目标——“ 谁主管、谁负责” 的原则，明确决策、生

产、营销、服务等环节的环保责任人，实施生产全过程环境保护责任管理，并定期组

织考核。同时在理念上逐步推行责任关怀——零排放、零事故的理念，清洁生产工艺

技术与节能减排技术和设备，建立完善的 HSE 体系，关注职工的职业健康。 
 
在实际执行落实中，目前中国几大炼油企业必须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三同

时”的制度。企业发展规划需要包括环境保护篇章，对规划实施后可能造成的环境影

响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估，提出预防或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而且在企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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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从建议书阶段到生产运行的整个流程中，都已经逐步建立起一套严格的责任制度，

以确保安全。 
在项目建议书阶段，建设单位将组织尽职调查，了解项目可能影响的范围内环境

敏感对象及分布情况，征集有关方面对环境保护的要求。在可行性研究阶段，建设单

位必须了解建设地的环境现状和环境容量，明确执行的法律法规和环保标准；分析污

染物排放情况，提出污染物治理措施；初步提出环境监测和环境管理措施；委托编制

并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提出项目与国家及地方政策、规划的符合性，预测污

染物排放的影响范围和对敏感目标的影响程度，分析环保措施的合理性和清洁生产水

平等。 
 
在设计阶段，监管部门将根据有关法规

和尽职调查、环境影响评价结果提出环境保

护要求，保证环境保护部门对环境影响报告

书批复意见的落实。在施工阶段， 选择施

工单位和监理单位时，充分考虑其环境保护

业绩和达到环保要求的能力。 项目建设单

位审查施工图设计和其他与施工有关的方案

时，应对环境保护内容进行审查，同时督促

施工单位搞好施工期间的环境保护。 在竣

工验收阶段，建设单位将按照国家建设项目

环境保护竣工验收规定，及时申请环境保护

竣工验收。排污不能达到环保要求的不得投

产。 
 
在生产运行阶段，生产企业必须符合政府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固体废物处置

应满足有关技术规范要求；建立完整的废物处理和排放控制档案，依法办理排污许可

证；实施污染源分类分级管理，明确各污染物排放口达标排放的责任人。操作规程中

应当有明确的污染物控制和排放规定；加强污染治理、废物处置和生态保护等环境保

护设施的管理，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操作规程和环境监测等规章制度，定期检维

修；不得擅自闲置、停运或者拆除环境保护设施；污水实行三级防控措施等。 
 
在加油站管理上，安全设施和环境保护设施都有了更加严格的安全评估和环境评

估，绝大部分都已经安装了油气回收装置和底部装卸油系统，所有的运输车辆都装有

油气回收装置和底部卸油装置，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对大气污染的影响。同时，注重

和加强了对废气大气污染和安全距离的设计。 
 
除此以外，石化企业在生态保护、清洁生产、环境应急体系和环境信息管理上也

加强了监管。生态保护中恪守“ 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 的原则；将清洁生产

持续应用于生产、产品和服务中；环境应急体系中，建立 HSE 管理体系，严格控制和

管理环境风险 ；环境信息管理上：在线监控和定期出版环境保护公报受社会监督。 
 

根据调查，中国石油、中国石化等

目前已经建立了比较成熟的安全、

环境和健康管理体系。以中国石化

为例，目前其 HSE 管理体系标准，

共 10 个标准，包括 1 个体系、	  

4 个规范和 5 个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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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调查，中国石油、中国石化等目前已经建立了比较成熟的安全、环境和健康

管理体系。以中国石化为例，目前其 HSE 管理体系标准，共 10 个标准，包括 1 个体

系、4 个规范和 5 个指南。 
 
1 个体系是指《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安全、环境与健康（HSE）管理体系》；4 个规

范是指《油田企业 HSE 管理规范》、《炼化企业 HSE 管理规范》、《施工企业 HSE 管

理规范》、《销售企业 HSE 管理规范》；5 个指南是指《油田企业基层队 HSE 实施程

序编制指南》、《炼油化工企业生产车间（装置）HSE 实施程序编制指南》、《销售

企业油库、加油站 HSE 实施程序编制指南》、《施工企业工程项目 HSE 实施程序编制

指南》和《职能部门 HSE 职责实施计划编制指南》。中国大型油企的安全管理及责任

理念的推广，相比发达国家目前已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令人欣慰。 
 
相比于国内的几大国营油企巨头，目前中国的民营油企对于油品的安全管理及责

任关怀的推广态度则消极的多，甚至可以用“冷遇”来表达。纠其原因则是，中国民

营油企往往在物资流、资金流、信息流等三方面存在缺陷，把大量的精力和资金用在

搞油源、买油上，而无暇顾及改进经营管理. 目前对于他们来说首先是成品油的油源

问题，然后是成本控制，最后才是储存油品、运输油品的安全问题等，安全环节必然

需要一定的技术和设备基础支持，这对于大多数缺乏实力，陷入资金紧张的民营企业

将是“负担”。而问题日渐累计，风险将难以控制。即使有中国石油、中国石化等榜

样，其责任关怀的推广实施也必将任重而道远。 
 
但目前中国加油站总数大约 8 万个，其中约 4 万个系民营加油站。据不完全统

计，目前我国加油能力的 40%、油品仓储能力的 60%、炼油能力的 20%均来自民营石

油企业。这也意味着，中国油品炼化及销售安全管理的短板将集中在这些分散的民营

企业中，这必须应引起中国政府的足够重视，防患于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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