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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文件                
 

沪经信运〔2022〕317 号 

 
 

 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关于加强危险化学品 

安全风险集中治理的通知 

 
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化工区管委会、各区经委（商务委、科经委）： 

今年 3 月份以来，本市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集中治理工作进

度因疫情受到影响。根据《上海市关于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

集中治理方案》和《上海市关于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专项整治三

年行动实施方案》要求，现就市经济和信息化系统加强危险化学

品（以下简称危化品）安全风险集中治理工作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统筹发展和安全，强化底线思维和红线意识，

按照“三管三必须”要求，围绕《关于全面加强危险化学品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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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生产工作的意见》和《上海市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计

划》，集中一年时间，着力推动化解一批危化品领域安全风险，

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防范遏制危化品

重特大事故。 

二、治理任务 

吸取典型事故案例教训，落实行业管理部门责任，协同安

全监管部门指导企事业单位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着力推动

“四个强化”。 

1.强化安全发展理念。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

全生产重要论述，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落实“三管三

必须”责任，着力解决抓安全生产工作不深入、不扎实、源头

治理不严不实、安全投入不足、应急处置力量不足等问题。 

2.强化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调研指导，实施安全生产

失信行为联合惩戒，指导督促化工、成品油、医药企业落实全

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完善企业安全管理制度，加强教育培训，

严格服务外包管理，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 

3.强化生产储存环节隐患治理。重点针对精细化工企业、

高危工艺和特别管控危化品企业、老旧化工企业、化学品储罐

区、大型油气储存基地等方面，综合利用产业结构调整、技改

资金扶持、数字化转型等政策措施，督促引导企业加强风险管

控和隐患治理，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4.强化化工园区安全防控能级。根据国家六部门《关于印

发化工园区建设标准和认定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推动

化工区、金山二工区、奉贤区杭州湾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园区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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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领导管理机构，优化规划布局，加强入园项目准入把关，强

化基础设施建设和一体化管理，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

展，提升风险管控能级。 

三、时间安排 

本次集中治理为期一年，共分三个阶段。 

（一）动员部署阶段（全市统一动员部署） 

结合实际细化实施方案，召开动员会议，明确工作任务和

责任。 

（二）风险治理阶段（2022 年 11 月前） 

按照细化工作方案，组织开展本区域、本行业的集中风险

治理工作，大力推进各类问题隐患整改。 

（三）总结验收阶段（2022 年 12 月） 

梳理汇总风险隐患整改工作，总结分析集中治理经验做法

和存在不足，固化整治成果，提出长效机制。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危化品既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材料，

又是具有极大危害性的危险品。各单位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

将本次集中治理与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计划相结合，与

迎接国务院安委会督导检查、市人大安全生产综合执法检查相

结合，精心组织，广泛动员，确保实效。 

（二）坚持统筹治理。各单位要按照治理任务要求，根据

各自职责，结合实际细化制订危化品集中治理方案。组织本区

域、本行业开展风险隐患自查，针对发现的重大风险隐患，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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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产业政策、法规标准、技术改造、结构调整等手段，加强统

筹治理，从源头上予以防范化解。 

（三）强化沟通协调。加强与安全监管部门的沟通协商，

建立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协作的工作机制，形成齐抓共管合力。

加强信息报送，请各单位确定联络员，于 8 月底、12 月底前

分别报送推进情况和工作总结。 

 

附件：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集中治理主要内容和分工安排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2022 年 7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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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集中治理主要内容和分工安排 

 

序

号 
主要内容 属地责任 

1 

协同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加强成品油流通

行业事中事后监管，指导督促企业落实加油
站新改扩迁建和日常运行中的安全要求。 

临港新片区、各区 

2 

指导成品油行业企业强化安全发展理念，落

实主体责任；依托非法加油点综合执法机制，
加强协调会商，积极参与联合打击整治行动。 

临港新片区、各区 

3 

加大危化品行业安全技术改造支持力度，鼓
励推广先进技术方法的应用，支持“两重点
一重大”安全管控项目建设，引导企业加强

安全投入，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临港新片区、化工区、各区 

4 

加强化工和危化品行业结构调整，严格执
行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依法淘汰不符

合安全标准条件产能；指导园区落实企业
准入和落后产能淘汰工作。 

临港新片区、化工区、各区 

5 

根据国家六部门印发的《化工园区建设标

准和认定管理办法》，推动化工区、金山
二工区、杭州湾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园区健
全领导管理机构，优化规划布局，强化基

础设施建设和一体化管理，推进产业转型
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提升风险管控能级。
加强入园项目准入把关，除本市认定化工

园区外，其他地区确需新改扩建化工和危
化品建设项目的，由市级相关主管部门联
合落实准入手续。 

临港新片区、化工区、金山区、 
奉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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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根据《危险化学品生产建设项目安全风险
防控指南》要求，协同安全监管部门推进

危险化学品产业转移安全风险防控专项整
治，指导督促企业强化安全发展理念，落
实主体责任。对事故责任突出企业依法实

行联合惩戒，在产业政策、资金支持等方
面进行限制。 

临港新片区、化工区、各区 

7 

加快推进危化品企业安全生产数字化转型，
加快建设应用场景，增强化学工业安全生产

的感知、监测、预警、处置和评估能力，推

进机械化减人、自动化换人，降低高危岗位
现场作业人员数量。 

临港新片区、化工区、各区 

8 

指导督促医药企业强化安全发展理念，落实

主体责任（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完善
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加强教育培训、安
全投入和应急救援能力建设，严格服务外包

管理，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 

临港新片区、化工区、各区 

 

 

 

 

 

 

 

 

抄送： 机关各处室、各直属（归口）单位。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2022年7月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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