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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 production, the production mode and personnel structure have obvious adjustment and change. 
From the two aspects of the effective control of enterprise cost and the lack of technical skills personnel, the relevant operators 
become the backbone of the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process of enterprises. The security problems brought by this have become the 
key core of enterprises to achieve security development. The related operators are different from the enterprise employees, and how 
to ensure their life, health and safety in the process of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is a problem that every enterprise must solve. To this 
end, the author focuses on the safety management of the relevant parties,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safety management of the 
relevant parties, difficulties and other prominent problems, and explore the experience to solve the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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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企业生产的发展，生产模式和人员结构有着明显的调整和变化。从企业成本的有效控制和技术技能人员的缺失两个方
面来看，相关方作业人员成为企业生产作业过程中的中坚力量。由此所带来的安全问题，成为企业实现安全发展的关键核
心。相关方作业人员区别于企业在职职工，如何确保其生产作业过程中的生命健康安全是每一个企业必须解决的课题。为
此，笔者从相关方安全管理工作为着眼点，着重分析企业相关方安全管理工作的重点、难点等突出问题，探索解决问题的
经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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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安全生产关系着民生福祉，关系着社会的和谐稳定，

是当前一个时期内，全体人民的幸福感的根本体现，是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任务。我们必须紧密围绕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踏踏实实谋发展，一丝不苟

求安全，切实将人民生命安全与健康当成企业发展的头等大

事来抓，做到管一企生产、保一方安全。

2 相关方安全现状分析

2.1 政策、法规的基本要求

近年来，国家和地方政府不断加强对相关方安全管理

的政策法规建设，《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对相关方的管

理提出了明确要求，如“生产经营单位使用被派遣劳动者的，

应当将被派遣劳动者纳入本单位从业人员统一管理，对被派

遣劳动者进行岗位安全操作规程和安全操作技能的教育和

培训。劳务派遣单位应当对被派遣劳动者进行必要的安全生

产教育和培训”等。相关方安全管理工作法制化建设正在逐

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更加精准、细致。

从法律法规来看，中国对相关方安全管理工作的法律

体系更加完善健全，相关责任要求更加明确，这也就要求企

业在安全管理工作中要切实履行好安全管理主体职责，落实

好国家法律法规的具体要求和举措。

作为企业，如何积极主动落实好相关方安全管理工作，

让法律法规更贴合于企业生产实际，让相关方作业人认真履

行法律法规要求，是接下来一个周期内企业必须解决的一个

问题。

2.2 企业规章制度的具体规定
作为企业，在承接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基础之上，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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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实现企业相关方自主安全管理，需要有配套、完善的相关

法律安全管理制度作为支撑。细化制度文件，明确职责要求，

是企业落实主体责任的具体体现，为此，中国企业在结合国

家法律法规要求的基础上，也都建立了更加适配于自己生产

特点的相关方安全管理制度。总体来看，其制度内容涵盖了

相关方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告知和安全交底规定、安全教

育培训制度、安全检查标准等，以明确管理职责和流程。

可以看出，在制度建设体系上，企业都已系统建立各

类规章制度，以方便其管理工作的有效开展。

2.3 资格审查方面的严格把控
为更好地管控住企业现场的相关方，众多企业坚持源

头管理、源头把控原则，严审相关方入场资格和资质审查，

坚持最优选择原则，强化相关方的资质条件管理。在资格准

入审查过程中，企业不再只关注价钱高低，更加开始注重对

其业务资质、安全资质等进行全面审查，确保相关方具备合

法有效的资质和安全生产条件。

从短期看，该做法可能为企业背上一定的经济包袱，

但从长远看，相关方作业过程中的安全行为，可以为企业创

造更多的利润价值，减少企业因生产安全事故发生所带来的

各类损失、赔偿和处罚。

2.4 教育培训工作的有序开展
安全培训不到位就是重大安全隐患，这凸显出国家层

面对企业安全培训工作的重视。相关方作为现阶段企业生产

现场的实际操作者和执行者，更加需要系统有序的安全教育

培训方案和内容。传统意义上的安全培训，更多侧重于当前

实际需求，为此针对相关方安全教育培训，更多体现在组织

安全技术交底、危险源告知等内容，以提高相关方人员的安

全意识和操作技能为优先选择。

此种方法可以保证在作业周期内，相关方作业人员对

作业现场的生产工艺、操作流程、安全要求等有着更加清晰

的了解。从而，可以大大减少企业现场生产安全事故发生的

可能性。

但从长远来看，企业更需要有计划地对相关方作业人

员开展安全教育和培训。要筑牢他们的安全基础，强化各类

安全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在此基础上，提升相关方作业人员

的安全技术技能，确保其自身能够有足够的技术技能来保障

其作业的安全，做到人人对自己的安全负责。最后，要讲清

相关方作业人员的安全职责，让其明白其作业企业现场作业

人员，应尽哪些义务，履行哪些职责，不但要保证自己的作

业安全，更要为他人的安全负责。

2.5 日常监督工作的有效开展
针对相关方的日常监督管理工作，企业积极加强其在

现场作业过程中的监督管理，通过实施旁站式监督管理、作

业票审核制度、现场安全检查、作业过程中的行为观察等

一系列有效的举措，强化相关方作业人员的现场安全管理工

作。以定期检查和不定期抽查等方式，及时督促、发现和纠

正相关方作业人员在作业过程中的安全隐患和不安全行为。

3 相关方安全管理难点分析

3.1 难点一，企业安全管理工作上的差异
国内企业虽然在执行国家法律法规要求方面都能够做

到合规化管理，但在企业实际安全管理工作的开展上，确实

也存在安全管理水平上的差异。对其深入分析，产生上述情

况的具体原因有以下几点。

3.1.1 企业自身安全管理能力水平高低不一致
受企业实际生产规模所限，不同生产规模的企业，其

安全管理水平各不一致。具体来说，对于小型私有企业，其

稳定发展周期短，企业生命周期往往不长，在其生产周期内，

其主要目标就是赚取更多的经济利润。因此，在保证企业现

场安全管理工作能够符合国家法规要求，能够确保各类生产

工作可以顺利实施，就已经达到了其内在的安全管理目标。

除此之外，企业不会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资金投入现场安全

管理工作当中，更不会思考如何提高现场的实际安全管理水

平，长此以往，将会为企业现场安全管理工作埋下更多的安

全隐患，从而导致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

3.1.2 领导文化制约着企业安全管理工作的长效发展
不可否认，中国企业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企业领

导一把手的文化。一把手重视安全，那么企业现场安全管理

工作将会有很大的起色，反之，则会导致企业现场安全管理

工作难以为继。从好的方面来看，国家也开始重视企业一把

手的安全管理职责，不断强化企业第一责任人的安全职责，

这就确保对安全管理工作的重视程度不会随着人员调整而

发生改变。但我们不能只盯着好的方面，而不去思考依然存

在的不足。一个系统、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需要结合现场

实际操作反馈，历经多次修改才能够真正做到适应于企业自

身特点。而不同的领导，在落实其自身安全管理职责时，往

往其侧重点并不统一，这就导致很多管理制度还没有得到充

分完善的情况下就被搁置，转而开始建立新的制度。现场实

际作业人员，往往一个管理制度还没吃透，就要去学习另一

个新制度，这不但制约了现场的实际生产行为，更会导致一

线作业人员疲于应对更多新的管理制度，而忽视了这些管理

制度出台的根本目的与作用。

3.2 难点二，相关方作业人员的基本素质参差不齐
相关方作业人员，作为社会群体的大融合，其内部人

员构成，多尔繁杂。其中涵盖了，为谋求生存而出来打工的

农民工，也有因年龄偏大，想找一个临时工作，多赚些金钱

的作业人员，也有文化素质不高，经验不丰富，想通过工厂

实习，学习专业技术的青年作业人员等。可以说，相关方就

是一个大熔炉，它囊括了社会各类型的作业人员群体。在此

背景下，相关方作业人员的基本安全素养就无法得到充分的

保证，作业人员的安全素质高低不同，这就为企业安全管理

工作的有效开展带来了更大的难度。同时，受自己安全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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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限，部分相关方作业人员，在其作业过程中，并不能有效

辨识出其岗位和作业过程中所存在的风险和安全隐患，无法

有效对风险加以控制，对隐患加以整改，这就对企业现场实

际生产工作带入了更多的风险和隐患，长此以往，现场生产

安全事故将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各类事故将会时常发生。

3.3 难点三，企业差异导致安全管理融合难
虽然我国的法律法规基本要求是一致的，但在此基础

上，企事业单位所制定的内部团体标准是存在明显的差异和

不同的。相关方作为企业生产现场的独立单元，其执行的标

准往往是相关方单位自己的规章制度要求。但作为在主体单

位从事作业活动的生产单元，相关方必须遵守主体单位的各

项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这就导致不同企业间的管理制度和

操作规程存在矛盾和冲突的情况。作业人员在大多数情况并

不能有效区分出，具体应该执行何种标准和制度。即便被强

制要求执行主体单位标准，也会由于制度不熟悉、标准不掌

握，而经常出现各类作业过程中的错误，进而导致生产现场

安全隐患频出，更容易酿成生产安全事故。

4 相关方安全管理工作改进建议

4.1 强化政府监管职责，引导企业完善相关方安全

管理工作
政府职能部门，要加强对企业的政策引导和标准制定，

强化对企业安全管理工作的监管职责，借助安全检查、安全

巡查等形式，督促企业落实好各项安全管理工作。同时，各

地方政府，需要结合属地管理范围，制定各自属地范围内的

相关方安全管理工作法规和标准，积极引导企业重视相关方

安全管理工作，以法规、政策和标准，为企业相关方安全管

理工作提供明确的指导和支持。

4.2 落实企业安全主体责任，强化企业自主管理水平
企业要立足自身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自觉将相关方作

业人员纳入本单位实行统一监督管理。要加强对相关方的日

常监管工作，强化相关方作业过程的全流程监管，确保相关

方作业人员的安全。要建立更加系统全面的相关方安全管理

制度，加强相关方的安全教育培训工作组织实施。

4.3 推动相关方作业人员安全素质稳步提升
企业应加强对相关方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和考核工作，

提高其安全意识和操作技能水平。同时企业应积极与相关方

沟通协作，推动安全管理理念和要求的融合与统一，实现安

全管理的无缝对接和协同合作。

5 结语

当前相关方安全管理工作在政策法规、企业实践与管

理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和成效，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和挑

战。未来需要通过加强政策引导、强化企业主体责任、提升

相关方人员素质等措施来进一步推动相关方安全管理工作

的改进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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