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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井承包商 HSE 管理实践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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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钻井作为天然气开发的重要环节，涉及到井控、安全、环保、特种作业等重大或较大风险, 对钻井承包商的业务水平具有高标
准要求，然而钻井承包商业务素质的参差不齐, 对天然气开发的安全管理提出巨大挑战。本文从钻井承包商现场 HSE 管理存在的问题及难
点出发，针对建设方和承包商存在的管理问题进行剖析，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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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钻井现场的 HSE 管理，建设单位及承包商均具有重要责任，

现场管理出现问题，不仅仅是承包商的管理漏失，也凸显了建设单
位的管理不足。 

1.钻井承包商HSE 管理存在的问题 
1.1 建设单位 
a)HSE 管理体系制度不全，未制定本单位承包商 HSE 监督管

理制度，承包商日常HSE 管理不到位。 
b)未制定明确的 HSE 管理目标,未签订 HSE 责任书，具体管理

要求标准不明晰、不严谨。 
c)未进行 HSE 管理培训和考核，没有对承包商项目主要负责

人、分管安全负责人、安全管理机构负责人进行安全培训和考核，
没有对承包商现场人员、设备和施工能力进行符合性审核。 

d)承包商准入把关不严，没有组织对承包商进行施工作业前能
力准入评估（安全技术交底和开工前HSE 验收），开展对承包商施
工作业过程进行HSE 监督检查。 

e)承包商考核不到位，未进行阶段性考核。 
f)现场派驻监督存在“稻草人”属性，对问题视而不见，不作为。 
1.2 承包商 
a) HSE 管理体系制度不健全，未建立 HSE 管理机构，配备专

职管理人员，建立完善HSE 责任制和各项规章制度。 
b)未执行建设方制定的HSE 管理目标。 
c)以包代管、包而不管，未履行分包代管职责。 
d)违规分包、挂靠、出借资质，造成未达标队伍混入导致巨大

的安全风险。 
e)培训不到位，监护人、施工作业人员安全技能难以保证,尤其

涉及到特种作业不按规定进行风险辨识及施工监护，存在一定的安
全风险。 

f)对建设方下发的各种文件不学习不培训，或者流于形式，不
主动了解项目建设最新要求。 

g)未制定应急预案，配备应急物资，组织应急演练，落实岗位
应急处置措施。 

h)未配备现场HSE 监督管理人员，现场监管人员不明确，未对
全过程进行监督检查。 

i)承包商队伍结构不合理，学历偏低、年龄偏大、流动人员偏
多，管理难度大，队伍素质难以满足高危企业要求。 

2.实践探索  
对于管理存在的问题，经过不断的剖析，总结出相应对策，并

继续进行实践验证，探索出一套针对钻井承包商HSE 管理的方法。 
2.1 建立健全 HSE 管理体系，确保体系运行正常 
建设单位和承包商都要建立健全 HSE 管理组织体系，完善责

任、制度、风险管控、培训、监督检查、考核问责和应急响应，确
保HSE 管理体系运行正常。 

2.2.制定 HSE 管理目标 ，签订HSE 责任书 
建设方与承包商签订 HSE 责任书，明确规定承包商需要完成

的年度 HSE 目标。严格目标管理，年度未达标的承包商要进行严
肃考核。 

2.3.树立正确的承包商HSE 管理理念，强化HSE 管理意识 
a)加强培训，尤其是对承包商项目主要负责人、分管安全负责

人、安全管理机构负责人进行安全培训和考核。  
b)负责审核承包商HSE 作业计划书，督促承包商执行健康安全

环保国家法规和国家、行业标准，遵守公司和属地单位健康安全环
保规章制度，落实风险防范措施。 

c)加大对代管单位的监督管理，代管单位不能以包代管，包而
不管。 

2.4 严把承包商准入关，坚决淘汰不合格承包商 
a)依据市场诚信体系，制定承包商准入标准，提高承包商准入

门槛。  
b)根据国家和地方法律法规、行业标准规范等，结合钻井工程

特点明确对承包商资质要求，从源头把好关。 
c)严禁违法转包、违规分包、挂靠、出借资质等行为。 
 d)加强承包商人员资格的审核。①施工人员必须持有健康体检

合格证明。②所有施工人员要参加工伤社会保险，从事危险作业的
人员要办理意外伤害险。③安全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特种作业
人员等施工主要人员，必须持证上岗。 

2.5 严把现场安全施工，杜绝违章行为 
a)进行入场教育，组织从业人员参加HSE 教育和培训。 
b)检查承包商人员特种作业证件，坚决杜绝假证及不合格人员

上岗。 
c)加大现场反违章行为检查力度。要让承包商人员深刻汲取违

章事故事件教训，举一反三开展反违章专项整治。 
d)开展各类风险辨识，强化钻井风险管控。 
e)开展应急演练。编制年度应急演练计划，配备齐全的应急物

资，按计划积极开展各类应急演练。 
f)加强对钻井现场特种作业的检查。从人员证件、现场设备、

安全分析、作业票办理、安全监管等方面出发，不符合安全作业的
条件，坚决禁止施工作业。 

2.6 强化 HSE 监督 
a)建立建设方、监督单位、承包商安全管理人员等多层次的安

全监管队伍，每月执行全天候、全覆盖检查，尤其对重点作业关键
环节加大检查力度。 

b)强化旁站监督的监督检查作用，加大对监督的考核力度，对
存在“稻草人”属性、对问题视而不见、对现场监管不作为的监督
要坚决清退。 

c)开展各类专项检查，组织开展“汛期专项检查”、“井控专项
检查”等各项专项检查，及时清退不合格队伍。 

2.7 优化人员结构 
承包商队伍普遍存在学历偏低、年龄偏大、流动人员偏多、管

理难度大的现象，队伍素质难以满足高危企业要求，因此，承包商
要从本身出发，面对日益提高的准入门槛，优化人员结构，针对老、
中、青人员进行合理的工作量分配及岗位安排，并推出适当的薪资
分配优化制度，固定人员减少流动性偏大带来的不稳定因素。 

2.9 强化承包商考核 
建立承包商考核制度，由业务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专业考

核，分为每季度及年底综合考核。每季度由钻井主管部门负责，安
全管理部门配合，形成对钻井承包商的考核打分，考核内容包括完
成工作量、工程质量、井控管理、安全管理、环境保护、设备配置、
人员配置、工程资料等。年底考核则是综合四季度的考核情况，最
终形成承包商年度考核，并根据考核情况，及时淘汰不合格承包商，
合理对工作量进行分配，确保钻井业务持续不断的进行优化。 

3.结语  
通过对钻井现场存在的问题及难点进行总结，探索行之有效的

解决办法，不断进行实践验证，进而优化管理方式，将建设项目
HSE 管理安全风险降低、最合理的程度，实现不发生事故，不损
害人身健康，不破坏环境的最佳HSE 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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