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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管理基本理念

• 世界上唯一确定的是充满不确定。

• 项目的基本特点：相对于规范运作（刚性大量生产），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性。

• 机遇/风险：不确定对预期（目标）的有利/不利影响。

• 工程项目：在抓住机遇的同时，即“制造”风险。

• 核电的最大风险：核事故灾难。核安全社会责任高于一切，包括经济效益。

• 核电工程质量是核安全的基石，其项目管理必须“以风险为导向、以质量为核
心”。



工程项目的两大类风险

• 基准性风险：即作为工程实施基准的目标/设计/计划，是否合理可达的
风险。

• 符合性风险：即项目启动后，能否符合上述基准目标/设计/计划的风险。

基准是先决条件，包括技术、进度、成本等目标/计划。



风险裕度

既然不确定性（风险）是项目的基本特征，工程目标/计划的设定必须留有合
理的风险裕度。

• 技术：设计已计入安全系数、公差要求等以确保功能实现的风险裕度，所以质
量要求就是100%符合设计要求；

• 成本：在概算中一定有“风险预备费”；

• 工期：福清华龙一号率先设置了“风险预备工期”；

• 安全：生命无价，安全目标是将安全风险控制在尽可能低的合理的可接受水平。

考核目标 = 期望目标 + 风险裕度



工程风险三大因素

风险裕度主要取决于以下三大因素：

• 技术成熟度

• 执行方成熟度

• 项目组织管理成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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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风险为导向、
以质量为核心：

• 信息=确定性
的增加；

• 控制系统关键：
信息与反馈；

• 协同：由无序
到有序稳态；

• 突变：防止从
稳态突变为无
序状态。

• 核安全压倒一
切，工程管理
必须以质量为
核心。潜隐的
质量缺陷往往
是引发突变的
关键因素。

安全/环境



核电工程风险管理

风险管理应当贯穿工程项目各领域各阶段，起着各项运作的导向作用。

我国核电工程几十年的实践，创造和积累了丰富的风险管理经验：

• 工程项目评估：尤其开工前的评估对风险管理更有前瞻意义（全局-信息-反馈）；

• 沙盘推演（信息-反馈-协同）；

• TOP10（十大关注风险）（全局-子系统：信息-反馈）；

• 关重风险项的横向协调机制（子系统：信息-反馈-协同）；

• 高风险作业/项目的操作规程/风险检查单（反馈-规程化）；

• 对各种缺陷和隐患“尽早发现，准确定性，快速处理，及时反馈”的风险文化（协同）；

• 风险管理手册（信息-反馈）；

• ……



沙盘推演

沙盘推演又称桌面推演(Table Top Exercise)。在福清华龙一号开工前评
估时首次应用于工程项目风险管理，并在核电工程界得到推广应用，已证
明是行之有效的风险管理工具之一。

沙盘推演主要应用于涉及多个参与方的工程关重风险项。在该项目实施
前，各参与方共同进行风险预判，拟订具体的应对措施。其形成的推演总
结即成为该项实施过程中各方应对风险的行动指南，具有实战意义。



沙盘推演的特点

• 不是培训或纸上谈兵，而是实战（工程实际风险）推演；

• 不是专业人员的施工组织设计，而是各参与方责任人与专业人员的共同研讨；

• 不搞一言堂，参与推演的人员人人平等、各抒己见、集思广益，尽可能预判各
种可能的风险，研究各主要风险的预警值、应对风险的方案、以及各方的分工
与职责；

• 不是为了写报告，推演结论经审批后，将成为各方该项目应对风险的行动指南；

• 不是一劳永逸，随着工程的进展和变化，可能需要再次推演，或做细化的推演。

• 关键是“一把手”，再好的推演成果，若决策层将之束之高阁，则毫无意义。



沙盘推演的应用

• 目的：

1. 事先预判风险，制定风险应对措施——信息与反馈；

2. 提高各参与方的风险防范意识并落实各方分工、责任与接口，增强团队精
神——协同。

• 准备：

1. 遴选推演课题：主要是对实现工程目标潜在的、涉及多个参与方的关键重大
风险项；

2. 材料准备：准备该项的总体简介。各参与与方相关专业人员初步预判风险和
拟订应对方案。按实施进程拟订若干可供推演的风险场景材料；

3. 推演参加人员名单：各相关方责任人和专业骨干。同时确定主持人和记录人。



沙盘推演的应用

• 推演：

1. 推演课题简介；

2. 主持人按预设的“场景”鼓励全体参加人员发表不同意见，群策群力，集思广益；

3. 集中讨论内容：还存在哪些潜在风险？主要风险是哪些？主要风险的预警值（临界
点），触发预警时的应对措施；各方的责任和接口；

4. 认真做好记录；

5. 总结：及时整理推演记录，并形成该风险项的应对预案，经各参与方同意后交上级审
批。一旦该风险出现时，各方按既定预案执行。

• 后续工作：

1. 必要时建立相应的横向协调机构，监控该风险项并协同各方的应对措施；

2. 及时反馈风险项现状、趋势和防范效果，以利各方加强防范；

3. 随着工程的发展和情况的变化，及时研究再次推演或细化推演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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