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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集中治理重点任务推进情况
序

号
重点任务 年度目标 目前工作进度 主要问题 下一步工作目标

1

化工园区

监管机构

和人员配

备

化工园区按照“十有两禁”

要求配备专业监管人员。
持续推进中。

化工园区监管人数不足，专业能力

不够。

2022 年底前，各化工园区

应按照“十有两禁”要求配

备专业监管人员，人员数量

和专业比例达到要求。

2

化工园区

安全整治

提升

1. 复核化工园区安全风险

评估等级，督促落实“一园

一策”，确保所有化工园区

全部达到一般或较低安全风

险等级。

2. 开展化工园区“十有两

禁”整治服务，指导化工园

区完善总体规划、产业规划，

划定周边土地安全控制线。

已完成本市 3 个专业化工园

区安全风险评估等级复核。

经复核，对照化工园区“十有两禁”

要求，本市 3个化工园区普遍存在

专用停车场、专业监管人员、信息

化系统、化工安全技能实训基地等

需进一步完善的问题。

1. 2022 年底前，各化工园

区按照复核结果、“十有两

禁”和《化工园区安全风险

智能化管控平台建设指南

（试行）》，落实“一园一

策”提升方案。

2. 2022 年底前组织对碳谷

绿湾产业园开展化工园区

专家指导服务。

3

大型油气

储存基地

安全风险

管控

1. 完成大型油气企业“一库

一策”问题隐患整改和“四

个系统”改造提升。

2. 完成大型油气企业安全

风险智能化管控平台建设。

1. 本市4家地方大型油气储

存基地均已印发安全风险智

能化管控平台建设方案。

2. 本市5家中央在沪大型油

气储存基地按照所在央企总

部要求开展安全风险智能化

管控平台建设。

1. 本市 9 家大型油气储存基地尚

有部分问题隐患未完成整改，尚未

完成“四个系统”改造提升。

2. 本市 9 家大型油气储存基地尚

未完成安全风险智能化管控平台

建设。

1. 2022 年 9 月底前，本市

9家大型油气储存基地应按

照“一库一策”完成问题

隐患整改和“四个系统”

改造提升。

2. 2022 年底前，本市 9家

大型油气储存基地应完成

安全风险智能化管控平台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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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重点任务 年度目标 目前工作进度 主要问题 下一步工作目标

4

高危细分

领域安全

风险防控

1. 督促硝化、光气化企业完

成部级督导隐患整改。

2. 组织完成苯乙烯、丁二

烯、重氮化企业专项治理。

完成硝化工艺全流程自动化

改造。

3. 开展化工医药企业专项

整治。

1. 本市 3家硝化、4家光气、

10 家苯乙烯、6 家丁二烯企

业已完成自查。

2. 3 家硝化企业已完成工艺

全流程自动化改造。

3. 化工医药专项整治，已排

查出市级组织检查的 33家、

区级组织检查的 52 家企业

清单。

暂未完成高危细分领域企业现场

核查。

1. 开展高危细分领域企业

现场核查。

2. 督促化工医药企业及时

更新化学品登记系统和

“一企一档”数据。

5

老旧装置

安全风险

防控专项

整治

1. 完成老旧装置安全风险

评估，将评估情况录入登记

系统。

2. 根据评估结果完成分类

整治。

1. 本市有关企业已完成老

旧装置安全风险自评，并已

完成登记系统录入。

2. 已形成本市老旧装置深

度评估方案。

1. 暂未开展现场复核。

2. 高桥石化3#催化装置因距外部

居民区间距问题，自评结果为较高

风险且整改难度较大。

1. 2022 年 6 月底前，组织

开展老旧装置深度评估。

2. 2022 年底前，完成老旧

装置分类整治。

3. 督促高桥石化采取降低

风险措施。

6

油气长输

管道专项

治理

1. 完成管道外部隐患和本

体隐患的排查治理。

2. 完善管道高风险区“一区

一案”，建立高风险区联动

管控机制。

3. 将管道隐患排查治理情

况和高风险区“一区一案”

录入国家油气管道地理信息

系统。

1. 已完成管道外部隐患整

治，41%的本体隐患已完成整

改。

2. 管道所有外部隐患和本

体隐患及部分“一区一案”

已录入国家油气管道地理信

息系统。

1. 上海石化、高桥石化等单位仍

有 10 项管道本体隐患整改未完

成。

2. 仍有 7个高风险区“一区一案”

尚未录入国家油气管道地理信息

系统。

3. 45 个油气管道高风险区尚未签

订政企高风险区安全风险管控协

议。

1. 完成油气长输管道本体

隐患整改，防止新增外部隐

患。

2. 2022 年 10 月底前，完

成 45 个高风险区安全风险

管控协议的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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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重点任务 年度目标 目前工作进度 主要问题 下一步工作目标

7

危险化学

品企业双

重预防机

制数字化

建设

完成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企业和化工医药企业双重预

防机制数字化建设，并保持

优良运行。

已完成相关企业培训，开始

市级双重预防机制数字化平

台政府端和企业端建设。

整体推进进度较慢，仍有 40 家企

业尚未完成方案编制，有 2家企业

尚未确定双预防数字化系统的部

署方式。

1. 2022 年 8 月底前，指导

督促相关企业完成风险隐

患清单和排查任务表的编

制。

2. 加快完成市级双重预防

机制数字化平台政府端和

企业端建设。

3. 金山区、奉贤区做为第

一批推进地区，加快建设进

度，发挥典型示范作用。其

他相关区加快跟进。

8

重大危险

源专项督

导检查

完成 2 次重大危险源“消地

协作”督导检查。

已启动2022 年第一次危险

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企业专项

检查督导。

受疫情影响，进度稍慢。

组织开展专项检查督导的

区级交叉检查和市级抽查

检查工作。

9

危险化学

品企业工

伤预防能

力提升培

训工程

对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三

个包保责任人全覆盖轮训合

格。

已制定工伤预防能力提升方

案，完成培训人员的数量统

计。

整体推进较慢。

有序组织开展培训工作，确

保完成今年既定计划中的

培训人数。

10

化学品登

记系统升

级改造

1. 完成危险化学品生产、进

口企业登记信息核准更新。

2. 完成化工医药企业安全

生产信息登记。

1. 现有生产、进口企业808

家，已完成全部信息核准202

家，完成率为 25%。

2. 化工医药企业登记完成

率为 83%。

1. 化学品登记系统新增了区应急

局审查职能，受疫情影响工作进度

较慢。

2. 部分化工医药企业未完成登

记。

各区应急局监督辖区内生

产、进口和化工医药企业尽

快完成登记工作，于 6月底

前完成企业信息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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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重点任务 年度目标 目前工作进度 主要问题 下一步工作目标

11

危险化学

品安全风

险监测预

警系统升

级

进一步落实危险化学品安全

风险监测预警系统升级后的

规范使用，扩大系统的接入

面，并严格规范企业视频与

感知点位的接入与预警。

已初步完成系统的功能升

级，组织完成了重大危险源

企业视频与感知点位接入的

现场核查工作。

1. 重大危险源企业视频与感知点

位的接入数据更新尚未全部完成，

个别企业进度较慢。

2. 各区对于有实物企业的接入进

度参差不齐。

3. 风险监测预警系统值班值守，

分级巡查等机制运行不完全流畅。

1. 在 7 月底前完成全部重

大危险源企业的数据更新

工作。

2. 在今年三季度内加快完

成有实物企业的接入。

3. 进一步完善风险监测预

警系统运行机制。

12

“工业互

联网 +危

化安全生

产”试点

试点企业氯碱化工有限公司

完成体系架构搭建以及人员

定位等 4 个必建场景和相关

试点场景的建设，能够正式

上线运行。

已完成方案制定和评审，完

成了部分智能巡检场景的开

发。

整体建设进度受疫情影响。

1. 氯碱化工有限公司完成

“工业互联网+危化安全生

产”体系平台架构搭建，加

快人员定位等 4 个必建场

景的建设。

2. 各区选取基础条件好，

建设意愿强的企业按照“工

业互联网+危化安全生产”

建设指南开展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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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集中治理工作进展情况

评估规则

序

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分细则

1

重点

制度项

（30 分）

设立危险化学品安全

专业委员会（5分）

省级层面成立危险化学品安全专业委员会或建立协调解决危险化学品安全重大问题机制，并有效

运行的，得 5分。

2 部门监管责任（5分） 省级层面出台相关文件，明确有关部门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职责和工作任务分工的，得 5分。

3 属地监管责任（5分） 省、市、县将集中治理工作纳入党委政府职责清单和年度工作任务清单的，得 5分。

4
危险化学品运输安全

风险管控（5分）
省级层面制定危险货物运输安全风险集中治理工作方案，并建立工作推进机制的，得 5分。

5

废弃危险化学品等危

险废物风险管控（5

分）

省级层面制定危险废物风险管控工作方案，并形成工作推进机制的，得 5分。

6
深化专家指导服务工

作机制（5分）
省级层面建立专家指导服务工作机制，推动开展集中治理专项工作的，得 5分。

7 重点 化工园区或内设化工 化工园区有明确的监管机构，并按照“十有两禁”要求配备专业监管人员的，得 10分。（具体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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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分细则

措施项

（110分）

园区的开发区监管机

构和人员配备（10

分）

专业监管人员符合要求的园区数量÷园区总数×10 计算得分）

8

危险化学品产业转移

安全风险防控（10

分）

1. 市级按要求完成安全设计诊断、精细化工企业整治任务“四个清零”回头看、化工园区风险评

估复核的，得 5分。（具体按三项工作平均完成率×5 计算得分）

2.省级按要求组织对安全设计诊断、精细化工企业整治任务“四个清零”回头看、化工园区整治

提升完成情况按不低于 30%比例抽查的，得 5分。（具体按三项抽查任务的平均完成率×5 计算

得分）

9
大型油气储存基地

风险管控（10分）

1.存在“一库一策”问题隐患、“四个系统”不达标、高及较高风险等级基地未清零情况的，扣

5 分。

2.完成企业端安全风险智能化管控平台建设方案制定的，得 2分。（具体按完成率×2 计算得分）

3.完成企业端安全风险智能化管控平台建设合同签订的，得 4分。（具体按完成率×4 计算得分）

4.完成企业端安全风险智能化管控平台建设任务的，得 4分。（具体按完成率×4 计算得分）

10
高危细分领域安全

风险防控（10分）

1.省级应急管理部门组织专家对部级专家指导服务以外的硝化、光气化、氟化、有机硅多晶硅企

业全覆盖核查的，得 5分。（具体按核查完成率×5 计算得分）

2.督促硝酸铵生产、硝化、光气化、氟化、有机硅多晶硅、苯乙烯、丁二烯、重氮化企业完成部

级、省级核查的问题隐患整改的，得 5分。（具体按整改率×5 计算得分）

11

老旧装置安全风险

防控专项整治

（10分）

1.完成自评信息线上录入和深度评估录入的，得 5分。（具体按录入率×5 计算得分）

2.根据风险评估结果完成分类整治的，得 5分。（具体按完成率×5 计算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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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分细则

12

重点

措施项

（110分）

化工园区安全整治提

升（10分）

1.推动所有化工园区全部达到一般或较低安全风险等级的，得 6分。（具体按一般和较低安全风

险等级园区数量÷园区总数×6计算得分）

2.化工园区内有居民居住、化工企业与劳动密集型企业安全防护距离不足的化工园区全部制定整

治方案并明确防控措施的，得 2分。

3.化工园区完成总体规划和产业规划制定、明确“四至”范围、划定周边土地规划安全控制线的，

得 2分。（具体按三项工作的平均完成率×2计算得分）

13
油气长输管道安全风

险专项治理 （10分）

1. 按要求完成管道外部隐患、本体隐患、高风险区域有关数据录入国家油气管道地理信息系统的，

得 5分。（具体按录入率×5计算得分）

2. 督促有关企业完成管道外部隐患和本体隐患排查治理的，得 5分。（具体按完成率×5计算得

分）

14

重大危险源“消地协

作”督导检查 （共 10

分）

按照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企业安全专项督导核查评分表评分，总分÷10计算得分。

15

危险化学品企业双重

预防机制数字化建设

（10分）

推动所有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企业完成双重预防机制数字化建设并保持优良运行的，得 10分。

（具体按完成率×优良率×10计算得分）

16

危险化学品企业工

伤预防能力培训工

程（10分）

对重大危险源三个包保责任人全覆盖轮训合格的，得 10分。（具体按重大危险源三个包保责任人

全覆盖轮训合格人数÷应培训人数×10计算得分）

17
化学品登记系统升级

改造（10分）

1.完成危险化学品生产、进口企业登记信息核准更新的，得6分。（具体按录入率×6计算得分）

2.完成化工、医药企业安全生产信息登记的，得 4分。（具体按录入率×4计算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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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分细则

18

特色

加分项

（30分）

危化品安全监管人员

队伍建设（5分）

省级层面利用现有政策，建立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专业人员公务员特殊职位招录、区域集中专项

招录、专业人才引进等机制并组织实施的，得 5分。

19
化工安全学科建设

（5分）

支持区域相关高校设置“化工安全”二级学科的，并通过校企合作培养高素质产业工人的，得 5

分。

20

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

风险监测预警系统升

级（5分）

完成系统升级、建立健全常态化分级监管机制的，得 5分。

21
“工业互联网+安全

生产”试点（5分）
体系架构搭建完成、有应用场景（4个必建场景+试点应用场景）运行的，得5分。

22
其他地方特色加分项

（5分）

围绕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创新工作事项，且具有示范意义和推广价值的，得 5分。（最多两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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