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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点线面综合评估方法

一、点风险评估方法

（一）点风险的固有风险值

根据风险识别确定的事故可能性大小和后果严重性的乘积确

定风险的大小，定量计算方法如下：

R= f (L, S)

式中：R——单个点位风险的固有风险值

f——风险值的计算函数

L——事故发生的可能性

S——事故后果的严重性

针对点风险的可能性分析，应至少包括以下 5个方面内容：

（1）安全管理现状，包括安全相关资质证照、安全管理机构设置、

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创建、对执法监察响应态度、近年来灾害事

故和执法处罚情况等；（2）重要设备设施检测报告；（3）安全

评价报告和重大危险源评估报告；（4）关键部位和环节安全控制

措施现状；（5）专家现场检查意见。根据这些内容，对发生事故

的可能性大小进行综合评估。

可能性统一划分为 5 个等级，分别为：极高、高、中、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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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低。可能性评分是对被评估对象的历史发生概率和风险承受能

力两个维度进行打分，并取最大值作为可能性的评估结果。其中，

被评估对象的历史发生概率 Q1可依据以下 5类历史资料：

（1）本单位历史事故发生情况；

（2）本区域内类似历史事故发生情况；

（3）本行业类似历史事故发生情况；

（4）全国类似历史事故发生情况；

（5）全球类似历史事故发生情况。

表 2.1：发生事故的可能性大小（L）取值表

指标 释义 分级 可能性 等级

历史发生
概率（Q1）

从该风险过去 N 年发
生此类事故或突发事
件的次数（频率），并
结合国内行业事故发
生情况得出等级值。

本市1年内发生 1次以上；全国
或国际上频繁发生

极高 5

本市 10年内发生 6次以上；全国
或国际上经常发生

高 4

本市 10年内发生 2次以上；全国
或国际上时有发生

中 3

本市 10年内发生 1次以上；全国
或国际上偶有发生

低 2

本市过去从未发生；全国也极少
发生，国际上偶有发生。

极低 1

风险承受能力
（Q2）

从评估对象自身的风险
承受能力（稳定性）来
判断发生此类事故或突
发事件的可能性。

承受力很弱 极高 5

承受力弱 高 4

承受力一般 中 3

承受力强 低 2

承受力很强 极低 1

发生可能性=Max(Q1, Q2) 发生可能性值：1-5

针对事故的后果严重性分析，应至少包括以下方面内容：（1）

危险特性、种类和数量等；（2）接触人数和周边敏感人群分布情

况；（3）事故灾难和自然灾害统计、典型案例和事故模拟分析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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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在此基础上，对发生事故的后果严重性大小进行取值，后果

严重性统一划分为 5个等级，分别为：特大、大、较大、轻微、

几乎无影响。（表 2.2）

表 2.2：发生事故产生的后果（S）计算表

领域 指标 释义 分级 严重性 等级

人

死亡人数
M1

因安全风险引发的事故或突
发事件而遇难（包括经法定
程序宣布死亡）的人数

≥30人 特大 5

[10,30)人 大 4

[3,10)人 较大 3

[1,3)人 轻微 2

<1 人 几乎无影响 1

受伤人数
M2

因安全风险引发的事故或突
发事件而受伤，需接受医生
或医疗机构治疗的人口

≥100 人 特大 5

[50,100)人 大 4

[10,50)人 较大 3

[1,10)人 轻微 2

<1 人 几乎无影响 1

紧急转移
或暂时安
置人数
M3

因安全风险引发的事故或突
发事件而需要紧急疏散（事
后可以返回原住所居住）或
暂时（7天以下）安置，或
只需在原住所给予相应救助

的人数

≥50000 人 特大 5

[10000,50000)人 大 4

[5000,10000)人 较大 3

[1000,5000)人 轻微 2

<1000 人 几乎无影响 1

长期安置
人数 M4

因安全风险引发的事故或突
发事件而失去住所，需要在
原地或异地重建住所的人数

≥10000 人 特大 5

[5000,10000)人 大 4

[1000,5000)人 较大 3

[100,1000)人 轻微 2

<100 人 几乎无影响 1

经济
经济损失

E1

因安全风险引发的事故或突
发事件而造成的人员伤亡及
善后处理支出的费用和毁坏

财产的价值

≥10000 万元 特大 5

[5000,10000)万元 大 4

[1000,5000)万元 较大 3

[100,1000)万元 轻微 2

<100 万元 几乎无影响 1



—22—

社会

周边敏感
目标影响

SO1

包括党政机关、军事管理区、
文物保护单位、学校、医院、
人员密集场所、居民居住区、

大型公交枢纽等

≥10000 人 特大 5

[5000,10000)人 大 4

[1000,5000)人 较大 3

[100,1000)人 轻微 2

＜100 人 几乎无影响 1

社会关注
度 SO2

社会对因安全风险引发的事
故或突发事件关注的程度。
从持续时间与关注范围两个

方面进行衡量

对关注范围和持续时
间综合分级

对关注范围和
持续时间综合

评估
1-5

保障

基础设施
中断或损
坏 SE1

因安全风险引发的事故或突
发事件对基础设施产生影

响，包括供水、电力、燃气、
道路交通和通信等方面。

对具体基础设施类型
实行不同分类标准

对具体基础设
施类型分别评

估
1-5

生活保障
中断 SE2

因安全风险引发的事故或突
发事件造成食物和医疗服务

中断

对中断时间和影响人
数综合分级

对中断时间和
影响人数综合

评估
1-5

生态
环境

生态环境
影响 EE1

因安全风险引发的事故或突
发事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包括保护区、土地、水域、

大气等方面

对具体生态环境类型
实行不同分类标准

对具体生态环
境类型分别评

估
1-5

注：后果严重性=Max(M1,M2,M3,M4,E1,SO1,SO2,SE1,SE2,EE1) 后果严重性值：1-5

在得到事故发生可能性（L）和后果严重性（S）的取值后，

根据表 2.3 读出点位的固有风险等级（R），将点位的固有风险等

级从高到低划分为重大风险、较大风险、一般风险、低风险。

表 2.3：固有风险等级划分

风险等级R
后果严重性

几乎无影响
[0～1]

轻微(1～2] 较大(2～3] 大(3～4] 特大(4～5]

可
能
性

极低[0～1] 低 低 低 一般 一般

低(1～2] 低 低 一般 一般 较大

中(2～3] 低 一般 一般 较大 重大

高(3～4] 一般 一般 较大 较大 重大

极高(4～5] 一般 较大 较大 重大 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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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点风险的控制风险值

在得出固有风险的基础上，对于较大及以上的点风险，根据

固有风险值和风险管控能力评估的结果，叠加后得到该风险点的

控制风险值。定量计算方法如下：

R'= f (L×C1, S×C2)

式中：R'——单个点位风险的控制风险值

L——发生事故的可能性大小（表 2.1）

C1——事前控制能力修正值

S——发生事故后果的严重性（表 2.2）

C2——事后控制能力修正值

事前和事后控制能力分析，应包括以下 4个方面：安全管理、

个体防护、工程控制、应急处置。在此基础上，建立应急组织、

监测预警、应急预案、救援队伍、物资保障、应急演练、应急响

应和教育培训等指标，进行综合分析，确定修正系数 C1和 C2。

表 2.4：控制风险等级划分

风险等级 R'
后果严重性

几乎无影响
[0～1]

轻微(1～2] 较大(2～3] 大(3～4] 特大(4～5]

可
能
性

极低[0~1] 低 低 低 一般 一般

低(1~2] 低 低 一般 一般 较大

中(2~3] 低 一般 一般 较大 重大

高(3~4] 一般 一般 较大 较大 重大

极高(4~5] 一般 较大 较大 重大 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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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线风险评估方法

根据已经评估完成的点风险，统计行业内点风险的风险类别

和风险等级，通过行业专家对不同风险类别赋予的权重指标，进

行行业风险的综合评估，其计算方法如下：

式中：Rk——区域内 k行业的综合风险。

λj——k行业的第 j类风险源在本行业的权重。由行

业专家通过权重计算方法确定，用于反映行业中某类风险的关注

度和严重程度。

λi——第 i风险等级的权重。（表 2.5）

f（rij）——k行业第 j类风险源的第 i风险等级之和。

表 2.5：控制风险等级划分

序号 指数名称 权重

1 低风险 0.01

2 一般风险 0.1

3 较大风险 0.5

4 重大风险 1

三、面风险评估方法

（一）乡镇街道风险评估方法

根据乡镇街道安全风险综合评估指标体系（表 2.6），对各

乡镇街道的安全风险综合评估值进行计算，其计算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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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T——乡镇街道安全风险评估值。

Ckj——指标体系中的二级指标值。

wj——指标体系中的二级指标权重。

wk——指标体系中的一级指标权重。

表 2.6： 乡镇街道安全风险评估指标体系

评估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乡镇街道安全
风险综合指数

（T）

事故灾难风险（C1）

应急管理部门监管领域的风险（C101）

住房城乡建设管理部门监管领域风险
（C102）

消防救援机构监管领域风险（C103）

交通部门监管领域风险（C104）

发展改革部门监管领域风险（C105）

商务部门监管领域风险（C106）

文化旅游部门监管领域风险（C107）

水务部门监管领域风险（C108）

卫生健康部门监管领域风险（C109）

公安部门监管领域风险（C110）

民政部门监管领域风险（C111）

教育部门监管领域风险（C112）

体育部门监管领域风险（C113）

房屋管理部门监管领域风险（C114）

其他委办局部门监管风险（C115）

乡镇街道内各居（村）风险（C116）

自然灾害风险（C2）

气象灾害风险（C201）

洪涝灾害风险（C202）

地质灾害风险（C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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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海洋灾害风险（C204）

地震灾害风险（C205）

农林生物灾害风险（C206）

森林火灾风险（C207）

其他自然灾害风险（C208）

应急准备和综合减
灾能力（C3）

组织管理能力（C301）

风险防控能力（C302）

监测预警能力（C303）

预防准备能力（C304）

治理防范能力（C305）

应急处置能力（C306）

辖区居（村）总体应急准备和综合减灾能
力（C307）

乡镇街道安全风险评估指标体系中各项指标的说明如下：1.

各职能部门监管风险（C101-C116），即线（行业）风险，按照前文

中线风险的评估要求和评估方法执行。2.自然灾害风险（C201-C208）：

是指由自然事件为主因导致的不确定性对乡镇街道的影响。自然

灾害的分类标准依照 GB/T 28921-2012《自然灾害分类与代码》

执行。其中：气象灾害风险（C201）是指除洪涝灾害风险（010200）

外其他气象灾害（代码以 01 开头的自然灾害）造成的风险；洪涝

灾害风险（C202）是指洪涝灾害（010200）造成的风险；地质灾害

风险（C203）是指除地震灾害（020100）外其他地质地震灾害（代

码以 02 开头的自然灾害）造成的风险；海洋灾害风险（C204）是

指所有海洋灾害（代码以 03 开头的自然灾害）造成的风险；其中

风暴潮（030100）灾害和咸潮灾害作为近年来上海地区频繁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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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文灾害，应当重点评估；地震灾害风险（C205）是指地震灾害

（020100）造成的风险；农林生物灾害风险（C206）是指除森林火

灾（040600）外其他生物灾害（代码以 04 开头的自然灾害）造成

的风险。森林火灾风险（C207）是指森林火灾（040600）造成的风

险。其他自然灾害风险（C208）是指除上述自然灾害外的其他自然

灾害（例如生态环境灾害（050000））。3.应急准备和综合减灾

能力评估（C301-C307），是根据《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创建标准

（2022 版）》《国家安全发展示范城市评价细则（2023 版）》《城

镇防灾减灾指南（地方标准，2021 版）》《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

《上海市安全发展和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创建工作指引》等，总结

和提炼乡镇街道应急准备和综合减灾能力核心要素，并开展评估

工作。

为了求出最终的乡镇街道安全风险评估值，需要对不同分级

下的指标分别进行计算。

1.1 事故灾难风险计算

对于二级指标为事故灾难风险的部分（C1），其指标可通过

已经得到的各行业安全风险评估结果进行计算。其计算方法为：

式中：d——乡镇街道事故灾难风险指数

Rk——乡镇街道内 k行业的事故灾害风险。

λk——k行业在本乡镇街道计算风险时的权重。由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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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历年各行业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来确定。

1.2 自然灾害风险计算

利用国家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的风险计算方法，对乡镇街

道自然灾害及其次生衍生灾害的风险开展评估，得到区域整体自

然灾害风险值。最后对风险值无量纲化，得到本项自然灾害具体

指标值 C2。

1.3 应急准备和综合减灾能力计算

根据对应急准备和综合减灾能力的二级指标进行拆分，设置

详细指标，通过打分的方式，进行应急准备和综合减灾能力评估，

最终根据公式计算得到用于反映乡镇街道整体应急准备和综合减

灾能力水平 C3（详见附件 3）。

1.4 权重计算

对于wj和wk权重的计算，可根据乡镇街道特点自行进行设置，

也可通过定量化方法进行计算，推荐采用模糊层次分析法。

（二）区级风险评估方法

根据区级安全风险综合评估指标体系（表 2.7），对各区的

安全风险综合评估值进行计算，其计算方法如下：

式中：D——区级安全风险评估值。

Pkj——指标体系中的二级指标值。

wj——指标体系中的二级指标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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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k——指标体系中的一级指标权重。

表 2.7：区级安全风险评估指标体系

评估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区级安全风险综合评估
（D）

1、区域风险 P1

事故灾难风险（P11）

自然灾害风险（P12）

2、应急准备和综合
减灾能力 P2

组织管理能力（P21）

治理防范能力（P22）

风险防控能力（P23）

监测预警能力（P24）

预防准备能力（P25）

应急救援能力（P26）

快速恢复能力（P27）

应急保障能力（P28）

辖区街镇总体综合减灾能力（P29）

3、区域基础信息P3

亿元国内生产总值生产安全事故死亡
率（P31）

自然灾害经济损失率（P32）

道路交通事故万车死亡率（P33）

万人火灾发生率（P34）

火灾十万人口死亡率（P35）

平均每百万人口因灾死亡率（P36）

每平方公里 GDP（P37）

人口密度（P38）

区级安全风险评估指标体系中各项指标的说明如下：1.区域

风险（P11-P12），包括了区域内的事故灾难风险和自然灾害风险。

2.应急准备和综合减灾能力（P21-P29）：包括综合评价区域内的组

织管理能力等 8个二级指标。3.区域基础信息（P31-P38），是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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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内与事故灾难风险相关的统计数据，历史上发生的事故灾难

和自然灾害，造成的人员和经济损失记录，开展的综合评估。

为了求出最终的区级城市安全风险评估值，需要对不同分级

下的指标分别进行计算。

2.1 区域风险计算

对于事故灾难风险（P11）和自然灾害风险（P12）按照街镇城

市安全风险评估的评估要求和评估方法执行，最终分别将区域内

各街镇的事故灾难风险和自然灾害风险相叠加。

2.2 应急准备和综合减灾能力计算

根据对应急准备和综合减灾能力的二级指标进行拆分，设置

详细指标，通过打分的方式进行评估，最终根据公式计算得到用

于反映区域整体应急准备和综合减灾能力水平 P2。

2.3 区域基础信息

根据地方发展特点，将与区域风险相关的统计数据，包括亿

元国内生产总值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自然灾害经济损失率、道

路交通事故万车死亡率、万人火灾发生率、火灾十万人口死亡率、

平均每百万人口因灾死亡率、每平方公里 GDP、人口密度，纳入

区级安全风险评估。

2.4 权重计算

对于 wi，wj，wk等权重的计算，可根据区域特点自行进行设

置，也可通过定量化方法进行计算，推荐采用模糊层次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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