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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全 生 产 标 准 化 

工作专刊 
 

第 1 期 

（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单位考核） 

 

北京市安全生产联合会                2018年 3 月 21 日 

 

【编者按】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是一项综合性的基础工作，

是推动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强化政府安全监管工作的重

要抓手。为及时通报分析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情况，加强评审组

织单位、监管部门、评审单位和企业彼此之间的沟通交流，推进

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提质增效，安全生产联合会定期编发安全生

产标准化工作专刊。 

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单位是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创建的重

要技术指导力量，评审单位建设的水平，决定了安全生产标准化

创建的质量。为进一步规范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工作，加强安全

生产标准化评审单位规范化管理，安全生产联合会根据《北京市

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组织单位管理办法》等制度要求，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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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专家，分赴 43 家工业制造业标准化评审单位，对评审单位

各类证照资质保持、内控制度建设及运行、评审运行流程、内控

管理等 10 个方面进行现场了审核，并结合日常工作考核情况进

行了考核评分。本期安全生产标准化专刊以评审单位考核管理为

主要内容，重点介绍 2017年度评审单位考核管理工作情况。 
 

【评审单位考核依据】 

2017 年 11 月，市安委会印发了《北京市企业安全生产标准

化建设管理办法》（京安发〔2017〕13 号）、《关于印发<北京市

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组织单位管理办法>等标准化工作制度

的通知》（京安办发〔2017〕38 号）（标准化 1+6工作制度），为

进一步规范和加强本市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特别是评审单位考

核工作提供了依据和制度保障。 

《北京市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单位管理办法》规定：评

审组织单位负责对评审单位进行年度考核，年度考核采用日常工

作考核和现场考核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考核结果向社会公示并作

为对评审单位奖惩的依据。主管部门负责考核过程中的监督指导。 

【日常工作考核内容】 

评审组织单位每年对评审单位进行日常工作考核，填写《安

全生产标准化评审单位日常工作考核评分表》，日常工作考核的

主要内容包括：（1）使用安全生产标准化信息管理系统情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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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季度报送工作业绩情况。（3）报送工作总结等材料质量情况。

（4）落实评审组织单位布置工作情况。（5）标准化现场复核反

馈的评审质量情况。（6）标准化核查反馈的评审质量情况。（7）

执法检查反馈的评审质量情况。（8）被评审企业反馈的评审质量

情况。（9）评审人员队伍管理情况。（10）被投诉举报情况。 

日常工作考核成绩=市有关部门确定的评审组织单位考核得

分×70%+区有关部门确定的评审组织单位考核得分×30%。对于

未从事三级标准化和小微达标评审的评审单位，日常工作考核成

绩=市有关部门确定的评审组织单位考核得分。 

【评审单位现场考核内容】 

评审组织单位组成现场考核组，每年对所有评审单位进行一

次现场考核，填写《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单位现场考核评分表》。

考核组由评审组织单位、有关专家及主管部门人员组成。现场考

核的主要内容包括：1.评审单位及评审人员的各类证照资质等基

本条件符合情况。2.评审单位评审工作质量情况。是否按照评审

工作程序开展评审工作。3.评审单位内部管理制度建设及运行情

况。评审过程控制、现场勘查、影像资料及相关证明等材料归档

情况。4.评审单位开展标准化评审的工作量及收费服务情况。5.

评审单位指导企业建立隐患排查治理机制，形成隐患自查标准和

岗位隐患排查清单，配合完成涉危、涉爆粉尘、有限空间作业事

故隐患治理等专项工作情况。6.受到有关政府部门表彰奖励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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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谈、通报批评等情况。 

【年度考核总成绩计算】 

评审单位年度考核成绩=日常工作考核得分×60%+现场考核

得分×40%。年度考核总成绩分为优秀（90 分及以上）、良好（70

至 89 分）、合格（60 至 69 分）、不合格（59 分及以下）四个等

次。 

对于年度考核总成绩为“优秀”的评审单位，主管部门将以

此作为在安全生产领域评优评先的主要依据，并给予通报表扬。

对于考核总成绩为“合格”的评审单位，评审单位在下一年度一

季度前完成整改并向评审组织单位提交整改报告。对考核等次为

“不合格”的评审单位，暂停受理标准化评审申请，由评审组织

单位督促进行整改；未及时进行整改或者整改后仍不合格的，取

消评审资格。年度考核结果由评审组织单位向社会公示。主管部

门根据评审组织单位的推荐意见，确定评审单位名单并向社会公

示。 

【评审单位考核工作措施】 

一是精心设计，反复研究，做好考核各项准备。监管一处会

同北京市安全生产联合会多次召开专题会，研究细化了日常考核

和现场考核方式、方法及打分细则，制定了日常考核记录表、现

场考核记录表。先后两次召开标准化工作专题会，充分征求各区

安全监管局和评审单位意见，制定考核工作方案，部署年度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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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明确考核任务要求。 

二是严格标准，严肃纪律，顺利完成现场考核。成立考核组，

每组由监管一处或北京安联相关负责同志任组长，召开专题会议

研究部署现场考核工作，明确工作要求、现场程序和有关纪律。

自 2017 年 11 月 22 日-12 月 20 日共派出 20 组、50 余人次，分

别前往各评审单位办公场所，对评审单位各类证照资质保持、内

控制度建设及运行、评审运行流程、内控管理、评审工作量、评

审工作质量、信息报送、收费服务、隐患排查服务、正面及负面

影响等方面进行调查，填写现场考核打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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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单位工作情况】 

评审单位均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和固定办公场所，配置有办公

设施设备，具备从事安全生产技术服务的专业能力,配备有专职

工作人员和专职评审员。其中，安全评价、体系认证、以及业务

数量较多的评审单位在制度建设、内部管理、过程控制、档案管

理等方面比较健全、规范，评审员队伍具备一定能力水平，评审

质量有所保障；个别评审单位内部管理较差，规章制度、运行流

程、过程控制记录材料等基础文件缺失较多，且评审业务很少，

评审质量难以保证。 

评审单位作为参与和推进我市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力量，通

过与企业签订服务合同或与政府有关部门签订政府购买服务合

同等方式，广泛开展工业、旅游、商贸、园林、热力、燃气、水

务、文化等行业领域的标准化咨询与评审、安全生产管理咨询与

教育培训、隐患排查、风险评估、以及安全生产委托管理服务等

业务，对提高我市安全生产整体水平发挥了积极作用，也得到了

各区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委办局、园区、街道等的认可和表扬。 

大多数评审单位在各行业标准化评审中，能够按照评审标准

和程序客观公正地进行评审，能够落实标准化有关政策文件的要

求，指导帮助企业排查隐患、提出整改建议，指导服务企业不断

提高安全生产管理水平，协助各区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行业主管

部门扎实推进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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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单位主要问题】 

一是评审工作质量参差不齐，内控不严。一些评审单位对评

审员的管理不规范、不严格，对现场评审和回访重视程度不够，

评审过程控制管理流于形式，评审工作痕迹不强；专业水平和现

场检查能力不足，对涉危使用、涉爆粉尘、有限空间作业等重点

领域重视程度不高、敏感性不强，数据掌握不清，标准化工作未

实现全覆盖，未能发现企业在涉危使用、涉爆粉尘、有限空间作

业、用电等方面存在的重大问题或隐患，评审存在漏洞，评审过

的二级、三级标准化企业仍存在质量问题，标准化创建由数量向

质量转变意识不强，企业持续改进效果不明显。 

二是内部制度不健全，运行管控不到位。大多评审单位通过

ISO 9000 体系认证，建立健全了标准化评审过程控制体系文件

和管理制度，为评审员都建立了个人档案，包括身份证、学历证

书、职称证书、劳动合同、评审项目等；初访记录、项目分析记

录、评审记录、现场勘查记录、首末次会议记录、评审报告审核

记录、回访记录等相关过程痕迹材料及照片等均分类保存；能够

按照评审工作流程按照初访、项目分析、签订评审合同、组成评

审项目组（3 人以上）、制定评审工作计划、召开首次会议、现

场查证、召开末次会议、审核评审报告和现场回访等工作程序进

行。但尚有一些评审单位缺过程控制文件资料管理制度、评审报

告审核制度、回访制度、审查制度等制度，或制度相关条款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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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北京市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单位管理办法》和《北京市

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过程控制规范》的要求，可操作性差；

缺评审记录、现场勘查记录、首末次会议记录、报告审核记录、

回访记录等或存在不规范、不完善的情形。 

三是资质条件保持不够，评审员流动大。通过两三年的培育

和发展，本市建立一支近千人的评审员队伍，从数量上基本能够

满足评审要求。但在现场检查中我们发现，部分评审单位还存在

连续两年未开展标准化评审工作的情况；还有一些评审单位能提

供社保缴纳证明的评审员不足 6人，其他评审员大多为内退、或

退休返聘，签订有劳动合同/协议，但不能排除在其他评审单位

兼职的可能。 

四是工业制造业二级评审业务覆盖不均，数量不均衡。工业

二级标准化评审主要集中在北京中经科环质量认证有限公司、北

京中安质环技术评价中心有限公司、北京市工业技术开发中心、

北京中机爱生安全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北京众易安信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北京市劳动保护科学研究所等评审单位，北京阳光企安

注册安全工程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尚锦文（北京）文化传媒有限

责任公司、北京安雅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京信安博技术服务

有限公司、北京市安全生产工程技术研究院、北京泰瑞特认证中

心等评审单位两年来未开展工业企业二级标准化评审工作；一些

评审单位业务主要是三级、小微或旅游、园林、热力、商务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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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部门的标准化评审、咨询、隐患排查、培训、安全托管等业务。 

【评审单位考核结果】 

从考核结果看，13 家考核结果为优秀，25 家考核结果为良

好，北京万方同人技术顾问中心考核结果为不合格。吉林宝华安

全评价有限公司、北京桑莱注册安全工程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中

环冶金总公司申请退出工业制造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业务。北

京安信兴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两年来未开展评审业务。 

对申请退出评审业务的吉林宝华安全评价有限公司、北京桑

莱注册安全工程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中环冶金总公司，以及两年

来未开展评审业务北京安信兴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注销其工业

制造业安全生产标准化二级评审“资格”，予以行业退出。 

对考核成绩为“不合格”的北京万方同人技术顾问中心，责

成其立即整改，暂停受理其工业制造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申请。

若未及时整改或者整改后仍不合格的，则取消其工业制造业安全

生产标准化评审资格。 

对考核成绩突出的北京中安质环技术评价中心有限公司、中

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蔻凯恒安咨询有限公司、

北京地大安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全方略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提出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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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评审单位 总成绩 

1 北京中安质环技术评价中心有限公司 优秀 

2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优秀 

3 北京蔻凯恒安咨询有限公司 优秀 

4 北京地大安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优秀 

5 北京全方略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优秀 

6 北京中矿基业安全防范技术有限公司 优秀 

7 北京市劳动保护科学研究所 优秀 

8 北京原祓注册安全工程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优秀 

9 北京利华永安注册安全工程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优秀 

10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研究中心 优秀 

11 北京京安晟晖注册安全工程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优秀 

12 北京市安全生产工程技术研究院 优秀 

13 北京市工业技术开发中心 优秀 

14 北京大方安科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良好 

15 北京阳光企安注册安全工程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良好 

16 北京赛福德注册安全工程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良好 

17 北京德康莱健康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良好 

18 北京众心成诚注册安全工程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良好 

19 上海柏科管理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良好 

20 北京众易安信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良好 

21 北京中经科环质量认证有限公司 良好 

22 北京启迪智信注册安全工程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良好 

23 北京天晟百纳安全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良好 

24 北京安雅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良好 

25 北京安科研培技术有限公司 良好 

26 北京泰瑞特认证中心 良好 

27 尚锦文（北京）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良好 

28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良好 

29 北京中机爱生安全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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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评审单位 总成绩 

30 北京神龙安科技术发展中心 良好 

31 北京联合智业认证有限公司 良好 

32 北京埃尔维质量认证中心 良好 

33 北京永旺嘉诚安全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良好 

34 北京云帆沧海安全防范技术有限公司 良好 

35 北京中机安达安全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良好 

36 北京京信安博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良好 

37 北京国泰民康安全技术中心 良好 

38 北京思源注册安全工程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良好 

39 北京万方同人技术顾问中心 不合格 

40 北京安信兴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退出 

41 吉林宝华安全评价有限公司 退出 

42 北京桑莱注册安全工程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退出 

43 中环冶金总公司 退出 

【下一步工作】 

一是加强标准化制度的宣贯。组织开展针对评审单位、评审

员的专题培训，宣贯安全生产标准化 1+6 工作制度，将有关要求

传达贯彻到各评审单位及其评审人员，促使其加强评审过程管理，

提升标准化评审质量。 

二是建立健全评审单位、评审员数据库。通过评审单位和评

审员数据库，在日常工作中，把评审单位使用安全生产标准化信

息管理系统情况、每季度报送工作业绩情况、报送工作总结等材

料质量情况、落实评审组织单位布置工作情况、标准化现场复核

反馈的评审质量情况、标准化核查反馈的评审质量情况、执法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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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反馈的评审质量情况等及时录入信息系统，以便进行日常考核。 

三是进一步完善、细化考核标准。针对本次现场考核发现的

在专职评审员界定、“运行流程”“内控管理”两项考核指标重复

打分、“评审工作质量”收集佐证材料困难等问题，在 2018年底

进行现场考核之前，北京安联将在监管一处指导和支持下，进一

步完善、细化考核标准。 

 

 

 

 

 

 

 

 

 

 

 

 

编辑：安洋                                审核：徐杰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