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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从法律法规建设、应急预案制定和应急管理机制等方面系统梳理我国危险化学品应急

管理体系的组织架构和管理措施,提出组织协调机制有待加强、应急预案体系有待健全和技术支

撑稍显不足等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提升我国危险化学品泄漏入海的应急管理能

力,具有针对性地提出:完善应急管理内容,建立全过程应急管理;统一应急管理机构设置,理顺应

急管理工作运行机制;健全应急预案体系,规范应急预案管理等工作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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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romtheperspectiveoftheconstructionoflawsandregulations,formulationofemer-

gencyplanandmechanismofemergencymanagement,thispapersystematicallyanalyzedtheor-

ganizationstructureandmanagementmeasuresofhazardouschemicalsemergencymanagement

system,and pointed outsome existing problemsthatthe mechanism of organizational

coordinationneedstobestrengthened,thesystemofemergencyplansneedstobecompletedand

technicalsupportneedstobeenhanced.Onthisbasis,inordertofurtherenhancetheemergency
managementabilityofleakageofhazardouschemicalsintothesea,thispapertargetedtosuggest

theworkproposals,includingimprovingthecontentofemergencymanagement,establishingthe

wholeprocessofemergencymanagement,settinguptheunifiedemergencymanagementinstitu-

tions,straighteningouttheworkingmechanismofemergencymanagement,perfectingtheemer-

gencypreplansystem,standardizingtheemergencyplansmanagementands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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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急管理的目的是对突发事件做出有效快速

的响应。科学有效做好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前提

是早发现、早预警,尽最大可能降低人员伤亡、减少

社会风险和财产损失[1]。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工业生产

需求的不断扩大,石化、钢铁、核电等重化工产业逐

步向滨海区域转移聚集,沿海危险化学品生产、使
用、储存和运输等活动日益频繁,导致危险化学品

泄漏入海事故的发生频次呈升高趋势[2]。这类事故

的发生具有突然性,危险化学成分瞬时大量排放,

破坏性极大,给海洋生态环境安全带来巨大威胁[3]。

因此,在合理利用和开发海洋的前提下,提高危险

化学品泄漏入海应急管理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目前我国在危险化学品泄漏入海应急管理方

面已取得一定的成效,应急管理体系初显轮廓,但

仍存在不足。本研究通过系统梳理危险化学品泄

漏入海应急管理体系的组织架构和管理措施,提出

存在的问题,为进一步强化应对危险化学品泄漏入

海提出有针对性的思考和建议。

1 面临的形势

我国危险化学品的生产量和使用量均居世界

前列,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石化产业年产值超

过13万亿元,占工业经济总量的20%[4]。

根据2015年统计数据,危险化 学 品 种 类 达

2828种[5],其中一些危险化学品一旦发生泄漏入海

事故,会在物理化学反应下产生复杂衍生物,给救

援、监测和处置工作带来巨大困难,严重威胁沿海

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海洋生态环境安全。

2 取得的成效

2.1 法律法规建设不断健全

2002年《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经国务院

审议通过并公布实施,2003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应急条例》发布施行,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

事件应对法》正式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也对

环境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工作原则、组织体系、运
行机制、预案管理等做出明确要求[6];2016年《关于

印发危险化学品安全综合治理方案的通知》经国办

印发实施。

2.2 应急预案制定日益全面

2005年《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经

国务院审议通过,2013年《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

办法》经国务院审议通过并发布执行,2014年《国家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经国办发布执行,确定包

含事前、事中、事后等各环节的一整套工作运行机

制;环境保护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暂行

办法》、安监总局《海洋石油天然气作业事故灾难应

急预案》和交通运输部《水路交通突发事件应急预

案》等专项预案相继出台;各省级人民政府也印发

实施相关预案,如山东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和

江苏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等;针对我

国海域多发频发的海洋灾害,国家海洋局已出台

《海洋石油勘探开发溢油应急预案》《风暴潮、海啸、

海冰灾害应急预案》和《赤潮灾害应急预案》。

2.3 应急管理机制逐步完善

在国家层面,2007年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监管

部际联席会议(以下简称“联席会议”)制度初步建

立,由安全监管总局牵头,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

铁道部、监察部、质检总局、公安部、法制办、国资

委、卫生部、工商总局、建设部、民航总局、劳动保障

部、交通部、环保总局、全国总工会共16个单位组

成,旨在进一步贯彻落实《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加强对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的组织领导,

强化部门协作配合,提高安全监管工作效率[7]。

在海洋领域,国家海洋局于2007年成立由局应

急办公室和专家小组组成的局应急管理领导小组。

该领导小组是我国海洋灾害应急管理体制的中心

部分,统一指挥各海洋灾害应急管理机构工作,下

设各工作组负责具体实施设定的方案,协同开展海

洋灾害突发事件的管理与控制。

3 存在的不足

3.1 组织协调机制有待加强

联席会议中尚未包含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各涉

海部门间信息沟通不畅,缺少专门机构与各部委进

行信息共享和交换,获取其他部门信息的难度较大。

3.2 应急预案体系有待健全

由于缺少国家层面的应急预案,我国危险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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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泄漏入海应急预案体系仍有待健全。

3.3 技术支撑稍显不足

现有相关技术规范和标准已不能完全适应当

前各类海洋环境突发事件频发的新形势,常规监测

方法固然在准确性方面有较好保障,但却无法快速

出具监测结果,监测要素和评价标准不能涵盖繁多

的危险化学品种类;对沿岸海域危险化学品分布和

风险源种类等的认识仍有不足;缺少可在危急条件

和高毒、高危状况下有效工作的监视监测设备,无

法到达事故核心区进行采样监测。

4 相关工作建议

突发危险化学品泄漏入海事故时,科学有效地

开展应对工作的基本保证是具备完整而高效的应

急管理体系。健全完善应急管理体系不仅应对单

一方面进行加强和改进,而且应贯穿事前风险防

范、事中应急响应和事后影响评估的全过程[8]。

4.1 完善应急管理内容,建立全过程应急管理

应急管理应包括风险防范、应急物资储备、预

测预警、监测评价、应急处置和救援、事后影响评估

和修复等工作[9]。《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

《水路交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和《海洋石油天然气

作业事故灾难应急预案》等多数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均对预防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针对目前我国危险

化学品泄漏入海应急管理的前期预防工作较为薄

弱的问题,建议积极推进危险化学品泄漏入海风险

源和敏感资源调查、风险评估和区划等业务化工

作,建立危险化学品泄漏入海风险防范体系,实现

全过程的应急管理。

4.2 统一应急管理机构设置,理顺应急管理工作

运行机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国家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和《国家突发公共事件应

急总体预案》的要求,统一各类海洋环境突发事件

应急管理的机构设置;明确在应急响应过程中各单

位的职责(包括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各职能部门

和技术单位等),理顺应急管理工作运行机制,避免

出现职责交叉、多头管理、无人管理等问题。

4.3 健全应急预案体系,规范应急预案管理

各部门根据职责分工,编制危险化学品专项应

急预案,包括编制、评估、备案、修订、演练等方面;

加强国家对地方应急预案编制工作的指导和协调,

地方政府督促企业履行海洋环境保护主体责任,落

实海洋环境风险防范管控措施,做好应急预案备案

和动态管理,提高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效率;定期

组织开展桌面演习和综合演练,保证应急预案的科

学性、及时性和规范性,加强其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真正发挥其应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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