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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安全文化是核行业的基石，如果核安全文化出现问题，轻则导致事件频发，重则危机整个行业，甚至出现社会性危机。 

       核安全文化又是无形的，它存在于维修人员每一次的选择中。当面临选择时，维修人员可能会因这样或那样的“理由”，选择

了他们自认为对自己有利的选择，而往往忽略了“核安全文化”这个最大的风险。 

       对于核电维修企业，面临的突出挑战：不仅要注重员工核安全文化提升，还要快速有效的提升“大量且流动性高、文化层次不

太高的承包商人员”的核安全文化意识。 

       如何有效的将无形的核安全文化，转变为一线员工听得懂，做得到的具体行为，是从事设备检修的企业必须解决的问题。在两

年多的实践中，我们结合维修工作和人员的特点，探索建立了卓有成效的的核安全文化落地机制，并有效监控、探测隐患、持续改

进，守卫核安全。 

背景介绍 1.1 面临的挑战 

不希望出现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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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合《INPO12-006核安全文化实践》中员工核安全责任和维修工作的特点分析，我们对一线员工的核安全表

征进行了如下具象化： 

① 我知道我是在一家核电厂工作； 

② 我将严格遵守上级发布的程序、指令和计划； 

③ 我了解我将为我的工作品质承担责任； 

④ 如果我发现任何偏离或问题，我将上报主管； 

⑤ 我将关注自身及他人的安全； 

⑥ 在我工作时，特别是遇到困难时，我将做： 

 停下来，在采取行动前先三思，审视我的行为将带来的后果（STAR原则）； 

 必要时，求助于我的上级； 

 绝不弄虚作假。 

    警惕：当你选择让自己舒适的时候，是否考虑清楚了如下的风险： 

① 可能受伤或者设备损坏； 

② 别人和组织承担的责任。 

背景介绍 1.1 维修人员核安全文化具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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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具象化的特点和维修工作面临的风险，从如下核心要素开展卓

越核安全文化建设： 

①诚信透明建设：诚信透明是核安全文化最显著的表征，根据十倍法则，越

早暴露缺陷损失越小，也有利于主动预防和改进；造假是最恶劣的结果，要

建立屏障预防造假和减轻造假的后果。 

②考核引导：设置合理的考核和激励措施，牵引管理导向； 

③维修防人因建设：通过人防、物防、技防等手段提升绩效，注重本职安全

提升和作业程序精准度和可执行性，降低一线员工做选择的概率； 

④遵反活动：持续开展“遵守程序、反对违章”专项活动 

⑤承包商日常常态化管理：为其提供通俗、易懂、形象的培训和演练材料，

持续施加影响，促进承包商安全文化自主化管理； 

⑥经验反馈：典型事件纳入经验反馈，通过各层级管理会议展示管理态度和

导向，不断强化核安全文化。 

一线核安全文化建设思路 2.1 6大核心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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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核心要素的实践介绍 3.1 诚信透明管理 

      借鉴行为心理学经典方程式：刺激（stimulus）——反应（response）方程式，即S—R方程式（来源《行

为心理学》约翰华生著），将S—R方程式和不敢、不能、不想的管理模式相结合，聚焦提升透明度的着力点。 

S R 

主动汇报
口头报告
书面报告

不汇报
或缺乏书面

报告

A汇报机制

独立监督
视频监控

减少事件
（安全质量改进
防人因改进）

透明度指标异常事件

趋利避
害本能

考核担忧：
组织绩效、个人奖
金、岗位晋升  

荣誉、
面子

怕麻烦（调查、
写报告  ）

  

领导力 安全文化优化考核

阻碍透明
的反应

应对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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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核心要素的实践介绍 3.1 诚信透明管理 

培训、告知、承诺：建立标准化培训教材，分层分级开展培训，并通过经验反馈不断总结和完善。分年度培训和大修培训 

1、年度培训与承诺：重意识震撼和提升，较为丰富，面向员工和常驻承包商。 

① 高层领导培训中层领导，并签署承诺书； 

② 中层领导培训基层领导，并签署承诺书； 

③ 基层领导培训员工，并签署承诺书； 

④ 每年度由公司总经理对全员开展一次全员（含承包商）安全文化震撼教育，由各业务部门安排转训并签署承诺书。 

2、大修培训与承诺：以典型案例入手，用正方面事件处理结果震撼，转换为简单易懂的正确做法。面对所有大修参修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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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核心要素的实践介绍 3.1 诚信透明管理 

报告 

①记住自己的角色，知道

发生或发现异常后向谁

汇报； 

②及时、如实将当前掌握

的事实填写事件单

（24H以内）； 

③凡是不真的，就是假的，

不心存侥幸，弄虚作假

将会收到严厉惩罚！ 

④主动汇报根据事件后果

对个人减轻或免除处罚。 

大修口头报告流程

日常口头报告流程

合作伙伴协调

项目负责人/QC

大修协调

大修责任经理

项目队长

大修指挥部

安全监督组

项目部经理合作伙伴领导

准则说明：
1、准则一：人员受伤、火灾等紧急情况；火警、误碰、跑油/跑水、被困电梯等幽闭空间；与机组状态相关或可能相关；
2、准则二：符合准则一，以及设备损坏、符合LOE/IOE准则、符合安全指标准则、质量指标准则等重要异常；
3、准则三：人员伤害、潜在安全后果较为严重的安全相关重要异常事件；
通用要求：
1、流程适用于任何人员遇到已发生安全/质量异常事件、重要设备异常/超标或损坏、已发生或潜在关键路径延误工作；
2、口头报告流程启动必须严格执行15分钟报告制要求；
3、口头报告包含电话、微信、短信、邮件等方式；书面报告包括24小时事件单；但最终以事件单为准；
4、任何员工发现或导致异常事件有义务填写事件单，但是否填写事件单的主体责任在接口专业部（QDR除外，以分部和合作伙伴商定为准）。

员工

合作伙伴员工

员工

准则一 第一时间报告主控符合

符合准则一但未报主控

电厂接口部门准则二 符合

准则三 符合

书面报告流程
发现或导致异
常事件的员工

填写责任主体：接口分部
24小时内填写NG或NC单

进入事件筛选流程

专业部经理

安全/质量/
设备异常

大修生产相关异常和事件报告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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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核心要素的实践介绍 3.1 诚信透明管理 

监控指标：设置过程类监控指标和结果类监控指标，过程类监控指标用于预测趋势，提前警示；结果类监控指标分

级设置，用于考核，通过对后果较低事件的强化管控以减少严重后果事件。 

结果类监控指标： 

① 透明度红黄线事件：被上级单位、所服务的电厂等界定为红

黄线的透明度相关事件 。 

② 透明度偏差事件：非红黄线的透明度相关事件，遵循非真即

假原则，即当事人已清楚要求，为获得个人或组织利益，当

事人或组织主观违章（不真实的行为或有意不按汇报要求汇

报相关异常事件），但未达到红黄线的事件界定标准的为透

明度偏差事件。 

③ 透明度警示事件：因不遵守现场作业文件导致的可能与透明

度相关的需要警惕的异常事件，不包括因程序质量问题、人

员技能经验不足、培训不足和疏忽等其他原因导致的事件。 

过程类监控指标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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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核心要素的实践介绍 3.1 诚信透明管理---防造假 

预防 
①培训 
   告知 
   承诺 
②考核 

执行 
③风险点 
流程管理 
④报告 

监管 
⑤监督 
⑥举报 

零造假 

持续改进： 经验反馈 
内部治理 承包商管理 

基础： 风险点识别 

打造防造假三道防线： 

① 防线1（预防）：通过告知、培训和承诺书签订提升个人及组织防造假意识（年度专题活动和大修专题活动相结合），明确考核

流程及考核条款，同时推进承包商单位建立诚信透明自主管理机制。 

② 防线2（执行）：在防造假风险点识别的基础上，建立风险点管理、控制流程，同时明确责任主体，从机制和流程上设置屏障。 

③ 防线3（监管）：将监督检查工作清单化及标准化；建立内部举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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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核心要素的实践介绍 3.1 诚信透明管理---防造假 

第三方检

测报告/厂

家文件 

人员资质人

员资质和相

关证明 

单位资质 培训和

考核 

现场记录
和报告 

体检记录 

维修造假
风险点 

应用卓越绩效过程控制表法，梳理各个环节的措施；根据每个环节梳理的结果，明确管理

流程、责任主体，以及可操作的检查标准。举例如下： 

风险识别（含流程、各流程检查标准） 

*流程及检查标准纳入方案 

特种作业/特种设备操作资质管理流程

甲方

根据作业需要，提出本
单位特种（设备）
作业人员持证需求（含
所接口承包商）。
可参考《特种作业和特
种设备作业人员资质清
单》。

提出需求

甲方

根据作业需求，配置足
量满足资质要求的特种
（设备）作业人员。

配置人员

甲方

审查特种（设备）作业
人员配置计划与作业匹
配情况。

审查人员配置匹配性

甲方

梳理人员清单，确认工种与
资质的匹配性，查验证件真
伪。将《特种作业或特种设
备操作证备案审查表》，连
同证件扫描件和国家相关网
站查验截图（带网址），提
交安全组审核备案；

梳理清单，申报备案

甲方安全管理组

审核各参修单位提交的
《特种作业或特种设备
操作证备案审查表》，
验证真伪，审核通过方
可备案（及时更新备案

人员信息）。

验证真伪，备案

甲方

作业派工

甲方

对本单位作业人员持证
上岗、作业范围情况进
行自主管理。

特种作业自主管理

甲方安全管理组

对各专业特种（设备）
作业进行独立监督，对
假证、无证上岗的情况
严肃处理。

独立监督

乙方 乙方

乙方

接口专业

对各单位特种（设备）
作业进行
监管，并对无证上岗、
超范围作业的情况进行
接口检查管理

接口检查管理

乙方

甲方

复核人岗匹配性

派工时，审核所派特种作业
人员资质满足要求，且已在
电厂备案，不得无证作业或
超范围作业。

确认合作伙伴特种作业
人员与作业岗位匹配性
（含人员数量）满足本
专业需求，且已在电厂
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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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核心要素的实践介绍 3.2 考核引导 

考核体系改进：考核是导向，为提升透明

度，通过考核体系优化要解决管理层和员

工的问题： 

① 对个人经济收入的影响； 

② 对个人发展的影响； 

③ 对所在组织绩效的影响； 

④ 对个人和组织荣誉的影响。 

       同时让管理层和员工认识到，诚信透

明事件将严厉考核，主动汇报不考核或减

轻考核。（说明：1级考核最重，5级以教育为

主。） 

两个零容忍、

公司红线等
按管理规定考核

诚信透明事件

Y

N
造假事件

Y

N

严重后果
N

根据判定结果，不同的岗位承担相应
的考核。承包商按照管理程序条款考

核。

诚信透明事件定义：
诚信事件：造假产生的事件，

如签字造假等；
透明事件：迟报、漏报或谎报

或瞒报异常事件。

严重后果定义：安全质量相关公司级批
评、影响公司或中心品牌及价值的人因
事件，造成停机停堆、轻伤及以上、重
大设备损坏等后果的人因事件，对大修
工期延或累计发电损失产生严重后果

（＞2天）的人因事件。

一般后果

不考核

Y

N

一般后果定义：造成一级火险、工业安
全严重未遂、工业安全普通未遂、体表
沾污等人因事件，造成一般设备损坏、
设备一次再鉴定不合格、一般后果的返

工/维修质量缺陷/重复性维修的人因事
件，对大修工期延或累计发电损失产生

一般后果[8小时，1天）的人因事件。

故意行为

N

按2级考核

Y

故意行为判定：
当事人已经知道相关要求;
当事人非疏忽情况下实施了违反要求
的相关行动;
当事人知道这种活动带来的后果;
实施这种活动的目的并非为了工作，
而是为了实现个人目的。

人因事件

上级

考核

安全文化
透明事件

造假产生负面影响，按1级考核；

造假未造成负面影响，按2级考核。

漏报或谎报或瞒报异常事件造成负面影响，按1级考核；

漏报或谎报或瞒报异常事件未造成负面影响，按2级考核；

迟报造成负面影响按3或4级考核；

迟报未造成负面影响按5级考核。

生产管理 故意行为
N

按5级考核

Y

Y

工具：

过错判定树

较大后果

Y

N

较大后果定义：造成未超年度剂量限值

误照射、较大设备损坏、FME一级事
件、退状态等后果的人因事件，对大修

工期延或累计发电损失产生较大后果[1

天，2天]的人因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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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核心要素的实践介绍 3.3 维修防人因建设---一览图 

维修防人因建设：结合维修工作特点，开展维修防人因体系建设，以提升人因绩效，保卫核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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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核心要素的实践介绍 3.3 维修防人因建设---实践案例 

实践案例1：安全标准可视化、质量标准可量化 

以视觉、听觉信号为基本手段，从“作业区域”、“作业项

目”、“作业岗位”、“作业规范”四个方面开展安全标准可

视化创建工作，固化标准动作，以可视化的方式呈现，使现场

作业班组直观清晰知悉作业标准。 

通过可量化的数值来控制的检修工艺是最为精准和可靠的，

可以大大降低人因失误降低对人员技能和经验的依赖，依

托维修程序开展质量标准可量化工作，为现场提供精准可

靠的维修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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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核心要素的实践介绍 3.3 维修防人因建设---实践案例 

实践案例2：工作负责人读包、双向技术交底 

“双向技术交底”，正向清晰传达，反向验证有效： 

① 正向技术交底是“由上至下”过程，即项目负责人向全体参

修人员讲解检修项目、关键点、风险、措施和经验反馈等； 

② 反向技术交底是“由下至上”过程，即工作负责人向项目负

责人或QC讲述所负责工作的关键点、风险、措施及经验反馈。 

工作负责人读包是大修前强化工作准备，提升作业熟悉度，

从而弥补技能方面的不足，降低人因失误的有效方法，同

时在消除工作文件准备过程中的符合性缺陷方面也有良好

的效果。 



16 16 

1.75  

1.40  

0.67 
0.50  

0.00

0.50

1.00

1.50

2.00

群厂值 CNOC值 

走错间隔指数（百大修日事件数） 

2021 2022

基于核心要素的实践介绍 3.3 维修防人因建设---实践案例 

实践案例3：技术类反馈改进、微视频应用 

核安全文化建设的核心要求，以通俗、形象、移动的动画形式展

现，分类制作微视频（5min以内）。微视频传播容易，接受度

高，广受好评。 

为有效预防走错间隔，除实施相邻机组实体隔离外，2021

年底结合维修特点开发“三一致唱票”工具，出版了标准

文件和微视频。明确两个规范如下，取得了良好效果： 

① 确保开工凭证和执行的工作包相符，确保不敢错工作包（风险
点：一个工作负责人多个工作包、主子票） 

② 工作包的功能位置与现场一致，确保不干错设备（风险点：一
个包多个工作点、中断后重新开工） 



17 17 

基于核心要素的实践介绍 3.4 遵守程序反对违章 

遵守程序、反对违章：“遵反”是每一位员工的责任，是合格员工合规的标志之一。日常管理通过管理责任下沉，意识培训与日

常管理相结合；执行阶段将遵守程序和现场作业场景和流程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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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组管理 

班组管理 

承包商管理 

部门管理 

①教育活动； 

②检查和探测； 

③本班组遵反事件3个全； 

④鼓励和奖励 

⑤开展事件反馈和寻求上级支持 

载体《班组管理》 

①教育活动； 

②检查和探测； 

③管理推动（周会、管理部署和行动 

④本班组遵反事件4个全 

⑤信息报送到专业部和项目部 

①教育活动及分解遵反指标； 

②检查和分析（巡视、专项检查等） 

③部门周会管理推进，行动录到纪要 

④奖惩 

①教育活动及分解遵反指标； 

②检查和探测； 

③奖惩，该罚全处罚； 

④管理周会改进部署 

⑤指挥部安排对参修单位开展遵反管理

质保监查 

1. 公司制定的年度遵反教育，包括：安全

月活动、安全日活动、年度计划中的活

动 

2. 部门开展专项教育：部门管理层专门制

定的专项遵反活动，如各基地全员安全

震撼教育等 

3. 队组/参修单位专项教育：大修前的经

验反馈学习中包括遵反教育章节，停工

整改的教育，班前教育和反馈，事件分

析学习会等 

4. 班组教育：事件分析学习会（经验反

馈），班前教育和反馈（班前会内容） 

基于核心要素的实践介绍 3.4 遵守程序反对违章---一览图 

遵反责任落实：“遵反”管理的原则是重心下移至最基层管理者，各级管理者主要工作是对基层管理进行检查、分析、指导、督

促，不断夯实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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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核心要素的实践介绍 3.5 承包商日常常态化演练 

      为提升合作伙伴单位日常自主化管理，促进内部安全文化持续提升，强化员工基础训练，制定合作伙伴单位日常常态化演练方

案。明确责任和标准动作，实施学习内容循环，不断提升学习效果。并通过建立钉钉群组每日打卡的方式督促落实。 

周期/每
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固定项目
（班组早会
演练项目） 

防走错间隔：三一致唱票演练 

循环项目
（管理会议

题） 

诚信透
明：视
频学习
（大修
作业异
常事件
汇报及
诚信透
明守则） 

视
频：
最
小
作
业
单
元
简
介 
 

读包
和技
术交
底 

视频：
最小
作业
单元
工作
负责
人 

遵
守
程
序 

视频：
最小
作业
单元
作业
组安
全员 

QC
履
职 

视频：
最小
作业
单元
监护
人 

诚
信
透
明
（
典
型
诚
信
透
明
造
假
案
例） 

视频：
最小
作业
单元
作业
中成
员 

读包
和技
术交
底 

视频：
工前
会指
引 
 

遵
守
程
序 

视
频：
班
前
会
指
引 
 

钉钉群组每日打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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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核心要素的实践介绍 3.6 经验反馈 

经验反馈：重预防，防重发，提升组织绩效。 

具体目标： 

① 反馈到位：员工安全意识提高，不出安全事故，违规事件减少或维持在低位； 

② 建立机制：确保多基地异常信息流通顺畅，事件原因分析准确，确保纠正行动的有效性，闭环改进 ； 

③ 提升能力：通过外部反馈吸取经验教训，减少知识盲点，提升能力； 

④ 培育核安全文化：营造诚信透明、主动分享的氛围； 

⑤ 提高客户满意度：以员工和管理者为客户，提高经验反馈工作的客户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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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核心要素的实践介绍 3.6 经验反馈 

三版技术问题反馈管理：根据维修特点，实施了大修专项技术类反馈，以实现前后台联动，提升反馈质量和落实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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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安全文化建设效果展示 4.1 透明度指数 

       自2020年探索和推进核安全文化建设以来，全员安全文化素质得到提升。通过透明度监控指标来看，整体趋势

不断向好。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① 透明度指数从2020年度的不达标，到近两年维持在99.8%以上的高透明度； 

② 员工填写人因事件单的数量不断上升，主动暴露问题意愿不断提升，且公司各部门趋势一致； 

③ 不遵守程序事件持续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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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安全文化建设效果展示 4.1 透明度指数 

  得益于核安全文化的有效实施，对近两年充分暴露出的苗头事件进行分析，针对性的制定管理改进，实现安全生产业绩核心指

标持续降低向好（越低越好，百大修日数值=事件数/大修天数*100）： 

① 近三年年百大修日安全指标事件数分别为：1.97、1.58、0.5； 

② 近三年百大修日质量指标事件数分别为：1.43、0.88、0.17； 

③ 近三年百大修日人因指标事件数分别为：4.83、3.68、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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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安全文化建设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① 持续吸收内外部良好实践； 

② 不断实践完善维修一线核安全文化管理机制； 

③ 追求高透明度下的零指标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