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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DB11/T 1581—2018《生产经营单位应急能力评估规范》。 

本文件与DB11/T 1581—2018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 修改了范围，增加了重点开展应急能力评估的生产经营单位（见第 1章，2018年版的第 1

章）； 

—— 增加了术语和定义（见第 3章）； 

—— 增加了评估原则（见第 4章）； 

—— 增加了评估方式和频次（见第 5章）； 

—— 修改了收集资料的技术内容（6.2，2018年版的 3.3）； 

—— 修改了应急能力评估分值计算公式（见 6.4.2，2018年版的 3.4.2）； 

—— 修改了应急能力分级（见 6.4.3，2018 年版的 3.4.3）； 

—— 修改了编制应急能力评估报告（见 6.5，2018年版的 3.5）； 

—— 删除了评估内容（2018年版的 4）； 

—— 增加了评估结果的应用（见第 7章）； 

—— 修改了生产经营单位应急能力评分表（见附录 A，2018 年版的表 A.1）； 

—— 删除了应急能力评估报告主要内容（2018 年版的 B.1）； 

—— 增加了参考文献。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北京市应急管理局提出。 

本文件由北京市应急管理局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的历史版本发布情况为： 

——DB11/T 1581，2018年首次发布；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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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经营单位应急能力评估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生产经营单位应急能力评估的原则、方式和频次、实施、结果应用等。 

本文件适用于中型及以上规模的生产经营单位，易燃易爆物品、危险化学品等危险物品的生产、经

营、储存、运输单位，矿山、金属冶炼、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建筑施工单位，以及宾馆、商场、娱乐场

所、旅游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经营单位开展应急能力自评估。其他生产经营单位应急能力的自评估可参

考本文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9639 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 

AQ/T 9008 安全生产应急管理人员培训及考核规范 

DB11/T 1481 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评审规范 

DB11/T 1583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演练实施与评估细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应急能力 emergency capability 

政府、生产经营单位及社会组织的应急管理体系中所有要素和应急行为主体有机组合的总体能力。 

[来源：DL/T 1919—2018，有修改] 

4 评估原则 

客观性原则 

应基于真实的信息和数据，确保评估结果的可靠和有效。 

全面性原则 

应覆盖到生产经营单位应急能力的各个方面，避免片面或遗漏。 

科学性原则 

应充分考虑生产经营单位所处行业、区域、类型、规模等情况，科学开展评估。 

5 评估方式及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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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评估方式 

生产经营单位应采用以下一种或两种方式开展自评估： 

——自评估； 

——聘请有关专家、咨询机构等第三方人员开展评估。 

5.2 评估频次 

中型及以上规模的生产经营单位，易燃易爆物品、危险化学品等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运

输单位，矿山、金属冶炼、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建筑施工单位，以及宾馆、商场、娱乐场所、旅游景区

等人员密集场所经营单位宜每年评估一次，其他生产经营单位应急能力宜每三年评估一次。 

当相关法律法规、标准、生产经营单位应急预案发生变更时应动态开展复评。 

6 评估实施 

成立评估工作组 

6.1.1 由本单位主要负责人或分管负责人担任组长，明确组员的工作职责和任务分工，组员应具备完

成相应任务的能力。 

6.1.2 制定评估计划，明确工作组的工作职责、评估范围、评估内容、时间期限等，并组织实施。 

收集资料 

6.2.1 应收集应急能力评估适用的法律、法规、制度、应急预案、标准，包括但不限于国家和北京市

公布的安全生产、生产经营单位应急能力建设等方面。 

6.2.2 应收集被评估单位在应急管理方面形成的制度、档案、台账、记录等，包括但不限于应急管理

有关制度、应急预案、应急救援队伍档案、应急物资清单、应急设施设备装备清单和维护记录、应急演

练记录和评估报告、应急教育培训记录和考核结果、应急处置记录等。 

6.2.3 应收集国内外行业（领域）典型事故案例、应急处置经验等。 

6.2.4 应围绕以下内容梳理和分析收集到的资料： 

—— 应急管理组织体系，包括领导机构、工作机构、专家团队、制度体系、机制建设等； 

—— 应急预案，包括预案规范性、完整性、协调性，动态调整、案例分析等； 

—— 应急处置，包括信息通报、预案启动、救援处置、现场管理等； 

—— 应急演练，包括演练频次、演练实施、优化改进等； 

—— 教育培训，包括培训实施、培训记录等； 

—— 应急信息化建设，包括应急救援信息系统、智慧化建设等； 

—— 应急救援队伍，包括队伍设置、队伍管理、队伍能力、队伍训练等； 

—— 应急保障，包括人员保障、物资保障、设施保障等。 

现场查验与访谈 

采用资料分析、现场查验、人员访谈等方式方法评估： 

—— 附表 A.1 中记录、台账、档案等每类实际数量小于等于 10个，全部抽取；每类实际数量大

于 10个，抽取数量不小于其总数的 10%，且不能少于 10个；距离上次评估以来新增的，实

际数量小于等于 10个，全部抽取，实际数量大于 10个，抽取数量不小于其总数的 10%，且

不能少于 1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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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册人数小于等于 10 人，全部抽取；在册人数大于 10人,抽取数量不少于在册人数的 10%,

且不能小于 10人,抽取人员应涵盖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管理层、应急救援队伍队员

等； 

—— 应急救援队伍配置的装备、应急储备物资的抽取应覆盖到全部类型。应急救援队伍配置的装

备全部抽取，应急储备物资每类抽 5%-10%。其余的设备设施，同一类的应根据其拥有量

（H）按以下要求进行抽取： 

    H＜10，全部抽取； 

10≤H＜500，抽取10台（套）； 

500≤H＜1000，抽取30台(套)； 

H≥1000，抽50台(套)。 

分值计算 

6.4.1 生产经营单位应急能力评分表共包含 8个一级指标、27个二级指标，满分为 100，一级指标分

别为“应急管理组织体系、应急预案、应急处置、应急演练、教育培训、应急信息化建设、应急救援队

伍、应急保障”。 

6.4.2 评估中发现相关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况，评估结果为不合格，应开展整改。 

6.4.3 依据表 A.1所列评估项逐项评分。评估项目按评估细则应扣分的，扣除相应分值；累计扣分的,

该项分值扣至零分为止。在备注栏说明扣分原因、不涉及项目等。按公式（1）计算应急能力评估分值

S： 

 𝑆𝑆 = 𝑆𝑆1
𝑆𝑆0

× 100 ·········································································· (1) 

式中： 

S——应急能力评估分； 

S1——参评项目实际得分； 

S0——去掉不涉及项目后参加评估项目总分， 

6.4.4 应急能力划分为 4个等级，等级与分值对应关系见表 1： 

表1 生产经营单位应急能力分级表 

等级 S值 

优 S≥90 

良 80≤S＜90 

合格 60≤S＜80 

不合格 S＜60 

编制报告 

按照以下要求编制生产经营单位应急能力评估报告。 

应急能力评估报告主要内容如下: 

a) 摘要，简要说明应急能力评估工作的目的、依据、原则和程序；评估组的组成；评估工作计划、

方法及过程；收集的资料清单等； 

b) 概述本单位安全风险特点； 

c) 评估应急能力，从应急管理组织体系、应急预案、应急处置、应急演练、教育培训、应急信息

化建设、应急救援队伍、应急保障等方面详细说明评估的过程和结果； 

d) 评估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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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加强应急能力建设和应急管理的建议； 

f) 附件，包括评估工作计划文件、资料清单、《生产经营单位应急能力评分表》，以及其他文字

照片等原始资料、评估人员签字表等。 

评估工作组成员应在应急能力评估报告上签字。生产经营单位应对报告存档。 

7 评估结果的应用 

对评估发现的问题，单位主要负责人应进行原因分析，制定符合以下要求的整改方案: 

——应急管理能力不能满足应对本单位重大安全风险需要的,应制定应急能力发展规划或纳入年度

计划予以完善； 

——管理存在缺陷的，应要求单位相关部门限期整改，提高管理水平。 

评估结论等级为不合格,完成整改后应开展补充评估,确保达到合格以上水平。 

应将应急能力评估与应急管理体系有机融合,将评估结果应用于本单位的在应急设施和设备建设规

划、应急预案编制、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应急物资保障等方面，完善应急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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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生产经营单位应急能力评分表 

生产经营单位应急能力评分表见表A.1。 

表A.1 生产经营单位应急能力评分表 

项目 要素 评估内容和要求 评估细则 得分 备注 

应急管理

组织体系 

（15分） 

领导机构 

（5分） 

建立以主要负责人为领导、相关负责人及业务部

门参与的应急管理领导机构，并设立领导机构办

公室。应急管理领导机构的设置应与单位现状相

符。 

机构设置不完整，人员信息缺失或未

更新、职责不清晰等，每一项扣0.5

分。 

  

工作机构 

（3分） 

建立应急管理工作机构，明确工作机构的组成和

职责分工，工作机构执行领导机构的决策。应急

管理工作机构的设置应与单位现状相符。 

机构设置不完整，人员信息缺失或未

更新等，每一项扣0.5分。 
  

专家团队 

（2分） 

建立由内外部专家构成的应急管理专家团队，明

确专家入选条件和职责。 

1.无专家团队，扣 1 分； 

2.专家条件不符、信息不完整、未更

新等，每缺一项扣0.5分。 

  

制度体系 

（3分） 

制定符合单位实际的综合性或者专项应急管理规

章制度，制度体系包括但不限于：应急岗位、安全

风险管控、隐患排查、值班值守、内部报告、教育

培训、应急保障、应急预案、应急队伍、应急演

练、监测预警、应急处置、灾后恢复、联合应急

等。 

制度与单位所处行业、区域、类型、

规模等不符，每缺一项扣0.5分。 
  

机制建设 

（2分） 

建立健全“预防为主、平战结合”及“现场初始应

对、部门联动处置”的应急管理及响应机制。建立

健全与政府有关部门在信息传递、预警响应、应

急处置、社会面控制、紧急疏散和善后恢复等方

面相衔接的安全风险联控机制。 

机制与单位所处行业、区域、类型、

规模等不符，每缺一项扣0.5分。 
  

应急预案 

（15分） 

预案 

规范性 

（3分） 

应急预案的编制和修订过程、内容应符合《生产

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北京市突发事件

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和GB∕T 29639的要求。 

1.编制和修订过程、内容不规范，每

一项扣 1 分。 

2.信息不准确，每一处扣0.5分。 

  

预案 

完整性 

（2分） 

建立由综合应急预案、专项应急预案、现场处置

方案和重点岗位应急位置卡等构成的应急预案体

系。 

体系不健全,每缺一类本行业典型事

故应急预案扣0.5分。 
  

预案 

协调性 

（3分） 

单位内各类应急预案之间应相互衔接,并应与相

关单位及政府部门的应急预案相互衔接。 

1.单位应急预案之间不能相互衔接，

每一处扣 1 分； 

2.与相关单位及政府部门应急预案

不能衔接，每一处扣1分。 

  

动态调整 

（2分） 

定期对预案进行评估，并根据外部的变化，及时

修订完善应急预案。评估内容和周期应符合《生

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北京市突发事

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和DB11/T 1481的要求。 

评估内容不规范、周期不符合要求，

每一项扣1分。 
  

案例分析 

（5分） 

收集国内外安全生产领域事故和应对典型案例，

对发生演化规律、造成的后果和处置救援等情况

进行复盘研究，总结经验教训，明确应对流程、职

责任务和应对措施，并应用于应急预案编制和应

急管理体系建设。 

1.收集资料与单位所处行业、区域突

出风险类型不匹配，扣2分； 

2.未分析和应用，扣3分。 

  

应急处置 

（15分） 

信息报送

（3分） 

突发事件发生后，单位信息报送应及时、准确、完

整。 

信息报告本单位负责人、政府相关部

门有拖延、迟滞等，说明不准确的，

扣3分。 

  

应急响应 

（6分） 
单位接报后，应急预案启动和先期处置情况。 1.有拖延、迟滞等，扣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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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要素 评估内容和要求 评估细则 得分 备注 

2.采取的措施未有效防止事故危害

扩大或发生次生、衍生事故，扣2分； 

3.通知周边受事故影响单位和人员

不及时,扣2分。 

救援处置 

（6分） 

依照预案，应急救援队伍现场处置能力或参与救

援队伍的联合救援情况，现场秩序维护情况等。 

1.队伍处置能力与现场救援需求不

匹配，扣1分； 

2.联合处置机制运行不畅，扣1分； 

3.现场管理秩序混乱，扣1分。 

  

应急演练 

（15分） 

演练管理 

（5分） 

根据应急预案要求制定演练计划。根据本单位事

故风险特点，每年至少组织一次综合应急演练或

者专项应急演练，每半年至少组织一次现场处置

方案演练。 

1.演练场景与单位所处行业、区域、

类型、规模和风险所需不符，扣3分； 

2.演练频次要求，扣1分。 

  

演练实施 

（5分） 

应急演练实施应符合DB11/T 1583和《北京市突发

事件应急演练实施指南》 
不符合，扣3分。   

优化改进 

（5分） 

按照DB11/T 1583对应急演练效果进行评估和总

结，编制评估报告。根据评估报告，修订应急预

案，并进行改进。 

1.未开展评估和总结，扣3分； 

2.未进行整改，每一处扣1分。 
  

教育培训 

（5分） 

培训实施 

（3分） 

应急管理人员的培训和考核应符合AQ/T 9008的

规定。 

员工培训应包括应急知识、应急预案、自救互救

知识和避险逃生技能实操等，培训后应该开展考

核。 

1.培训内容不全面，每缺一项扣1分； 

2.培训程序不规范或培训效果与实

际需求不符，扣 3 分。 

  

培训记录 

（2分） 

应建立包括时间、地点、内容、师资、参加人员和

考核结果等情况的培训档案。 
档案不完整，每一个扣 1 分。   

应急信息

化建设 

（10分） 

应急救援 

信息系统 

（5分） 

矿山、金属冶炼等单位，以及生产、经营、运输、

储存、使用危险物品或处置废弃危险物品的单位，

应建立应急救援信息系统；其余的单位宜建立应

急救援信息系统。 

系统应用性、可操作性与单位所处行

业、区域、类型、规模等不符，扣 2

分。 

未定期维护、无使用记录或记录不连

续，扣1分。 

  

应急救援信息系统与政府有关部门信息系统互联

互通。 

与政府有关部门互联互通情况不能

满足实际需要，扣2分。 
  

智慧化 

建设 

（5分） 

将信息化技术应用于单位内部监测预警、信息发

布、指挥救援、灾情管理、统计分析、灾后评估等

方面。 

与单位所处行业、区域、类型、规模

等不符，每缺一项扣1分。 
  

应急救援

队伍 

（10分） 

队伍设置 

（3分） 

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单位以及矿山、金属

冶炼、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建筑施工单位应建立

应急救援队伍。规模较小的生产经营单位，可不

建立应急救援队伍，应指定兼职的应急救援人员

或委托社会应急力量或其他单位应急救援队伍提

供应急救援服务。工业园区、开发区等产业聚集

区域内的生产经营单位，可联合建立应急救援队

伍。 

队伍力量与单位所处行业、区域、类

型、规模和风险所需不符，扣3分。 
  

队伍管理 

（2分） 

应建立队伍档案，包括但不限于人员档案、装备

档案，应有训练大纲、培训计划等，队伍档案应及

时更新。组建方应为应急救援队伍购买人身意外

伤害保险。 

1.队伍档案每缺一项，扣0.5分； 

2.人员信息缺失、未更新，每缺一人

扣0.5分； 

3.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覆盖不全面的，

扣1分。 

  

队伍能力 

（3分） 

应急救援人员应具备必要的专业知识、技能、身

体素质和心理素质；应急救援人员经培训合格后，

方可参加应急救援工作。 

1.应急救援人员不符合要求，扣2分； 

2.应急救援人员未经过培训，扣1分。 
  

队伍训练 

（2分） 
制定训练计划，定期组织学习和训练。 

组织学习和训练频次不能满足队伍

培养需要的，扣2分。 
  

应急保障 

（15分） 

人员保障 

（5分） 

配备与需求符合的专兼职应急管理人员，并明确

职责。 

人员不符合单位所处行业、区域、类

型、规范么等，每一处扣1分。 
  

物资保障 

（5分） 

配备个体防护、应急救援、综合保障等装备和物

资，建立台账，且与实物相符。（2分） 

1.台账更新不及时，扣2分； 

2.账物不符，每发现一处扣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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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要素 评估内容和要求 评估细则 得分 备注 

定期进行检测、维护和保养，并形成记录。 

应急救援物资应在有效期内。（3分） 

1.维护不及时或记录不准确，扣2分； 

2.记录过期，每一处扣0.5分。 
  

设施保障 

（5分） 

定期对应急避难场所、消防设施、监测报警装置、

应急疏散通道、应急电源、应急照明等设施设备

进行检查、维护、保养，确保正常有效。（3分） 

每发现一处失效或存在故障的，扣1

分。 
  

应急疏散示意图、各类指示和警示标志清晰明显，

确保应急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畅通。（2分） 

1.疏散通道、安全出口被占用，扣2

分； 

2.示意图和标志字迹模糊无法辨认，

扣1分。 

  

去掉不涉及项目后参加评估项目总分（S0） 参评项目实际得分（S1）   

应急能力评估分（S）   

应急能力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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