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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此次天津港瑞海公司危险化学品
仓库爆炸事故的教训，化工行业资深研究员
曲睿晶说：“上医治未病，也就说，真正医术高
明的医生要治的是未来和未发生的病。危险
化学品管理也是如此，要防患于未然。”

他告诉记者，此次爆炸事故是个案，但
暴露出很多问题，需要引起相关部门的重
视。同时，必须改变这种粗放的管理模式，
重视人员培训等问题。

钻空子埋隐患

记者：现在来看，我们需要从这起事故
中吸取什么教训？

曲睿晶：很明显，瑞海公司钻了政策的
空子。根据国家安监总局 2012 年颁布的

《危险化学品经营管理办法》规定，依法取
得港口经营许可证的港口经营人在港区内从
事危险化学品仓储经营的，不需要危险化学
品经营许可证。而瑞海公司恰恰拥有港口
经营许可证。

根据相关规定，国家对危险化学品经
营许可证的发放有明确要求，这也是通过
经验教训总结出来的。

现在，资质外借已经成为一种“潜规
则”。企业的资质达不到要求，就以合作的
名义，从其他企业变相借用、套用资质。

比如，一家大型企业出现了环境问题，
并接连出现了生产经营问题、原料丢失等
问题，后来追查发现，其中就存在资质借
用问题。这一事情造成的后果非常严重，
但据我所知，目前对借出资质的企业仅进
行了约谈。

安全管理也曾管得很好

记者：近年来，化工行业的各种事故不
断出现，背后的原因何在？

曲睿晶：这与我国近年化工行业发展
过快有关，加之欧美进行产业转移，把大量
重化工生产加工转移到国内。这些化工企
业迅速发展壮大，但国内的法制法规、人员
培训管理、社会监督等都没有跟上。

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我国很多炼化企
业和化学品加工企业开展了“学杜邦”的活
动，尤其是石油石化行业贯彻比较坚决，投
入大量人力物力加强生产安全管理。

我曾去宁夏石化考察，当时他们“学
杜 邦 ”做 得 非 常 好 ，甚 至 可 以 与 国 外 企
业 比 肩 ，厂 区 内 没 有 垃 圾 箱 、员 工 在 厂
区 内“三 人 成 行 两 人 成 列 ”、坐 车 一 定 系
安 全 带 等 ，让 所 有 员 工 都 养 成 了 一 个 很
好的生活习惯和安全习惯。

在那个时期，国内石化行业安全责任
事故大幅下降，形成了很好的态势。我认
为，上世纪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末，是生产
安全管理的“黄金十年”。

当 时 ，还 组 织 了 全 国“ 学 吉 化 ”的 活
动。吉化作风主要是严、细、实、快，这 4 个
字涵盖了生产安全的全过程。后来，不仅
石油化工行业学吉化，冶金钢铁、纺织轻工
等行业都在学。我曾看过当时吉化工人的
交接班记录，全部是正楷字，一目了然，看
得非常清楚。在国内外两个榜样带动下，
我国危险化学品行业的生产经营管理更加
严格，也没有出现大的生产责任事故。

但到了后期，受多种原因影响，很多熟
练操作工人离开了工作岗位，留下来的员
工中，受过培训的非常少。现在，一些企业
的员工岗位培训没有跟上，不要说危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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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刘秀凤

曲睿晶
化工行业资深研究员

学品管理，即使是普通叉车工也会
出问题。

目前，我国出台了很多政策法
规，但问题的根源在执行政策法规
的人上，如果人出了问题，一切法
规都没有用。

缺员工培训

记者：现在，很多企业缺少员
工培训，该怎样补上这一课？

曲睿晶：做好岗位培训、练兵
是一家规范的、有社会责任的企业
必须做到的。在化工行业，很多岗
位都需要上岗证。以前，在化工企
业里，大学毕业生从进厂到副操岗
位需要 3 年时间。副操就意味着
你可以上手操作，但必须要有主操
在旁边指导，在此之前，只能在旁
边记录仪表数据等。可是，现在一
些企业雇佣农民工进行装卸操作，
带来了很大的隐患。

这次事故是个例，但暴露出的
问题很多，说明有些企业没有严格
执行规章制度，甚至根本不执行。

防患于未然最关键

记者：做好危险化学品管理，
您认为要在哪些方面下功夫？

曲睿晶：过去，化工行业每个
月都要进行安全生产大检查，而且
是在地区间、企业间进行互查，因

为自己的刀永远削不了自己的把。
现在，监管部门太少。NGO

等机构了解污染问题，但不懂化工
行业，看不出危化管理中存在的问
题。监督监管不力，导致了行业管
理的混乱。

事故发生后，很多人在讨论安
全距离不足的问题。但是，在目前
的粗放管理模式下，距离 20 公里
又会如何？防患于未然最关键，如
果维持现在的管理模式和水平，在
哪里都会出问题。现在，不仅要加
强监督、完善法规，还需要注重人
员的培训，人的自觉性超过任何法
规的强制性。

记者：现在，化工围城的问题
在不少地方出现，企业与周边居民
的矛盾也比较尖锐。对此，您认为
该怎么办？

曲睿晶：我认为，安全的生产
环境，比企业利益重要得多。对于
高污染、高耗能企业来说，退城入
园是必须的。企业搬迁与新建的
成本几乎没有差别，但这也是企业
升级换代的过程，不是一件坏事。

希望这次事故能够震醒一些管
理者和企业，让企业重视安全环境管
理工作。当然，这会相应增加企业
的生产成本。 但 如 果 企 业 一 直
在低成本运行，社会责任水平不会
高，对环境污染的贡献也会很大。

■编者按

天津港瑞海公司危险化学品仓库
爆炸事故的代价惨重、教训深刻，究竟
该从中反思什么？本报记者为此走访
了两位化工行业专家，一位拥有 25 年
跨国公司工作经验，对国外企业的安
全环境管理有着深刻的理解和体会；
另一位则在国内化工行业深耕多年，
了解本国企业状况，更了解企业的普
遍问题。

从内外两个视角的交流中，记者
发现，两位专业人士都在强调人的问
题，不管是培养企业文化还是加强员
工培训，都是要提高员工的水平和素
质。同时，他们也都在强调，化工行业
事故防患于未然的重要性。本期《企
业周刊》呈现记者与两位行业从业者
的对话，从内外两个维度进行反思。

天津港瑞海公司危险化学品仓库
爆炸事故让化学品管理问题受到各方
关注，究竟该如何防范环境安全风险？
记者专访了英国化学学会理事刘沁涛
博士。刘沁涛在化工及医药领域有 25
年的跨国公司工作经验，曾在道康宁、
阿斯利康等公司担任重要职务，现任欧

盟健康及消费署消费者安全科学委员
会、健康与环境风险科学委员会及新兴健
康风险科学委员会专家库科学顾问。

在她看来，国内在危险化学品管理
方面的法规还是基本健全的，问题在于
执行。而且，企业还没有形成安全环保
的企业文化。

企业没文化 风险总相伴
安全环境证书再齐全也不够，关键要有安全环保的企业文化

本报记者刘秀凤

记者：对涉及化学品的企业来说，
做好安全环境管理，关键在哪些方面？

刘沁涛：在安全环境管理方面，国
外企业已经有了成型的经验，国内很多
企业也在慢慢提升关键能力。要做好安
全环境管理，我认为关键有 3个方面：

首先就是有法可依、执法必严。国
内的相关法规还是基本齐全的，但在执
行方面还有一定差距。

其次，企业领导要高度重视安全环
境问题，并培养安全第一的企业文化。
有些企业领导认为，企业要生存发展就
是要关心销售额，如果安全环保方面对
利润影响太大，可能不会从心里真正去
重视。实际上，安全环境管理包括很多
方面，如资金投入、人员培训等，最终要
通过领导力创造企业文化，让这种观念
渗透到员工的骨子里，而不是停留在表
面上。现在，有些企业安全环境方面的
证书齐全，但只是放在那里而已，这就
是因为企业文化达不到。

第三，要不断学习安全管理的先进
经验，使用好安全管理工具。以前，涉
及到环保方面的内容，更多是监测污染
情况，现在有了相关的风险评估工具等，
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做好防范工作。

记者：根据您的观察和了解，国内企
业在安全环境管理方面还有哪些不足？

刘沁涛：国内企业在与安全环境相
关的合规及证书方面有造假或抄袭的

现象。比如，企业在编制化学品安全技
术说明书（MSDS）时，能抄则抄，有的甚
至把化学名称都会写错；还有些企业在污
染物排放方面偷排或者数据作假严重。

不少企业还存在侥幸心理，觉得不
一定会查到我，一旦被查到就认倒霉，
缴纳罚款，而且似乎这些问题并不会给
企业带来真正的形象损失。但在国外，
企业不仅要面临巨额罚金，还会使自身
形象受损，甚至影响产品销售。

国内一些企业的领导还不够重视
安全环境问题，认为只要拿到安全、环
境证书就可以了，不用也不会继续投资使
用好的安全管理工具及培训人员，这也导
致很多员工在面对问题时无知者无畏。

在欧盟，进行产品审批时需要通过
环境风险评估，如果不能通过，则产品
很难或无法上市。但是，国内在这方面
的要求还有不足。

记者：在您看来，造成这些问题的
原因是什么？

刘沁涛：以上这些问题，究其原因，
都与执法不严有关。我国的化学品法
规与欧盟相比可能有些差距，但并不比
美国或亚洲其他国家差，主要问题在于
执法力度不够。这就造成市场的“潜规
则”是能造假就造假，不能造假就按最低
要求做。希望这次天津港的事故能够成
为一个警钟或者推动力，督促政府执法
必严、违法必究，也督促企业把安全环
境问题放在第一位，特别是化工企业。

国内企业到底缺什么？
缺乏安全底线，市场的潜规则是能造假就造假，不能造假就按
最低要求做

记者：国内企业曾在上世纪 90 年
代开展过大规模的“学杜邦”活动。类
似杜邦这样的企业，在管理方面的经验
主要包括哪些方面？

刘沁涛：像杜邦这样的企业代表了
国外大型化工企业在安全管理方面的
理念和经验。其实，国外的化学品安全
管理经验也是通过血的教训换来的。

比如，很多国外企业非常重视化学
品暴露风险问题，这与石棉（asbestos）
有关。作为防火材料，石棉在建筑中应
用很多，但后来发现其可能是致癌物
质。问题出现后，在工会、政府部门的

督促下，企业开始重视问题并加大研究
和改进力度。

陶氏化学在处理化学品安全问题
时曾提出“4D 模型”理论，即蔑视（defi-
ance）、否认（deny）、辩论（debate）和对话

（dialogue）。可以看出，企业面对化学品
安全问题的态度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
程，最终与行业协会、专家等进行对话，
并在安全环境领域进行相关研究。

安全环境是一个跨学科的领域，涉
及生物、物理、化学等方面。以此次天
津港爆炸为例，需要了解场地条件、物
理特性、化学特性、暴露场景等，然后通
过测试或模型等方法了解暴露浓度情

记者：尤其在当前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
企业可能更重视利润问题。在这种情况下，
企业有时候也会对合规成本斤斤计较。

刘沁涛：一开始，国外企业也不理解，负
责人也会问，能不能让合规成本少一点。但
后来发现，随着相关企业文化的建立及工具
的使用，花在合规上的钱会越来越少。

很多时候，要看企业领导怎么看待这个
问题，是抱着长期发展的态度，还是赚了钱就
走人？要想实现长期发展，总要开始进行合
规工作，不能总是绕着走。否则，就可能会被
竞争对手打垮，我也看到了这样的例子。

根据欧盟 REACH 法规规定，如果化

学物质数量小于 1 吨/年，则无需注册。国
内一些企业负责人就利用了这一条款，迟
迟不进行合规注册。但有些规模相对较小
的企业看到了其中的商机，率先完成了合
规注册，并因此在欧洲市场实现了对前者
的超越。

在环保方面也是一样。国内一家企业
负责人曾问我，能不能找到欧洲最好的环
保处理方法，否则企业就生存不下去了，因
为国内的环保执法日益严格，处罚力度也
在加大。但我注意到，国内一些企业的硬
件配套已经很好，但还需要在软件上下功
夫，光有先进的环保设备还不行，还需要提
高人员素质。

记者：企业该如何看待安全问题？

刘沁涛：在我以前工作的公司，安全就
是工作。如果被发现下楼梯没有扶扶手，
或者过马路没走斑马线，都会被罚。安全
作为企业文化的一部分，已经深入人心并
影响员工行为。我希望，通过一次次的事
故教训，企业能够加强防范。事情真的发
生了，根本逃不了，最关键的是做好事前防
范工作，不让事故发生。

记者：在国内，邻避问题近年不断出
现，化工企业如何与周边和谐相处？

刘沁涛：这也与执法能力相关，也就是
要确保企业真正合规。解决好这一问题，
最重要的方面在于，企业要重视并认真履
行社会责任，贯彻责任关怀的理念，把安全
环保放在重要位置，并使其成为企业文化。

在欧美，化工企业大多能够做到这一
点。比如，道康宁公司和陶氏化学同在美
国的一个小镇上，小镇居民对这两家企业
非常尊重，小镇环境也很宜居。如果化工
企业能够确保安全环保达标，对地方会有
很多利好，而且能够带来税收和就业，也会
受到当地居民的欢迎。

记者：国外企业很重视利用评估及管
理工具来提高安全管理水平，但国内企业
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原因何在？

刘沁涛：对于化学品来说，有评估才能
有 判 断 。 与 欧 洲 化 学 品 安 全 指 南 及
REACH 相关的安全和环境风险评估工具
包括安全数据表、化学品安全评估及报告、
环境暴露评估、工作场地化学暴露评估及
化学品存放爆炸风险评估、消费者暴露评
估等。

从流行病学角度来讲，不是今天暴露
或接触，明天就能发病，有的暴露可能需要
持续 10年、20年后才会发现问题。我知道像
杜邦这样的企业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进行
工作场地流行病学研究，通过数据跟踪来看
相关产品对工人健康的影响，这是企业前
瞻性的表现。一旦出现相关指控，企业也
能够拿出数据。

在国内，已经有中国版 REACH，也就
是《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办法》，还有危险
化学品管理法规等，这是我国对在中国境
内生产和进口的化学品进行系统管理的一
系列法规。但我感觉，国内在有效使用安
全评估方法及工具方面还有欠缺，也缺少
真正懂安全环境的专业人员。

其实，有时国内外的企业都一样存在
无知或侥幸心理，只是比例大小不同，这是
一个逐渐改变的过程，需要从现在开始，慢
慢做起来。一方面，希望政府部门能够真
正重视起来，另一方面，也帮助企业认识及
识别好的工具，培养相关人才，逐渐把安全
环境管理当做核心工作，防患于未然，避免
事故的发生。

怎么用管理工具？
培养相关人才，逐渐把安全管理当做核心工作，防患于未然

必要的投入舍得不？
随着相关企业文化的建立，花在合规上的钱会越来越少

从血的教训中学到了什么？
企业重视安全和环境问题，建立相关企业文化，甚至比法规要
求更严格

况，并与符合健康要求的浓度进行对比等。
一些跨国企业会培养这方面的专业人

员。我本人之前在阿斯利康公司就曾负责
相关工作。

记者：这些专业人员主要做什么？

刘沁涛：阿斯利康是一家制药企业，当
时我的研究领域主要涉及环境归宿、环境
生态学、毒理学等方面，主要研究化合物在
自然环境中如何降解以及会对环境和人体
产生什么影响。

比如，对于内分泌干扰物的研究在上
世纪 90 年代就已经开始，这类物质现在已
经被加入欧盟化学品登记、评审及授权法规

（REACH）清单，相关的还有农药法规、生物
杀灭剂法规等。如果产品中含有一定量的
这类物质，将不能通过合规要求并且很难

在欧盟上市销售。

记者：这样的研究对企业有什么作用？

刘沁涛：这是一个前瞻性的研究项目，主
要是帮助企业防范风险。这样的研究包括生
产安全、产品安全、环境风险等多方面，虽然
不能直接创造利润，但可以帮助企业合规
并进行战略选择及决策。在欧盟，很多大公
司会派专家加入相关工作组，共同进行研究，
相关内容也会写入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

企业领导重视安全和环境问题，建立
相关企业文化，首先要合规，然后进一步提
升标准要求，也就是比法规更严格。但是，
这样的情况我在国内还没有看到，做得最
好的也就是合规。这说明企业的防范意识
还不到位，在安全、环境及社会责任方面的
投资还不够。

刘沁涛

欧盟健康与环境风险科学委员会专家库科学顾问
英国化学学会理事

■“8·12”爆炸事故反思（二）

本报记者邓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