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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后期长输管道安全长效运营管理浅析

黎智聪
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华南分公司 广东输油一部 广东 茂名 525000

摘� 要：为开展中后期长输管道安全长效运营管理分析，笔者以自身长期从事管道运营管理的从业经历，应用

SWOT方法分三个阶段开展了管道管理状态的分析，并应用UI矩阵讨论管理运营管理中的四种象限工作，探索中后期
长输管道如何做好安全长效运营道路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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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长输管道具有运量大、密闭性好、安全环保

及远距离运输成本低的特点，特别是在0#柴油、92#汽
油、95#汽油运输领域，已成为世界范围内主要的成品油
运输方式[1]，2008年发生在我国南方的雪灾充分验证了成
品油长输管道的稳定性，是国家能源供给的大动脉，与

国计民生的大事件，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其运

行的安全关系着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生态环境的

保护以及国民经济的发展。随着长输管道不断发展、扩

建，在管道安全和保护方面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国家现

阶段非常重视油气管道的安全运行[2]。而输送的油气因具

有易燃易爆的特性，所以在输送过程中，如何保证油气

管道运营安全显得十分重要。在笔者所在的华南成品油

管网，于2004年在第一代管道建设奠基人的努力下，相
继迎来了西南管道和珠三角管道的投产运营，目前在役

管道达到6128公里，期20年来的建设及运营史，见证了
国内成品油管网安全运营管理的探索轨迹和历程，笔者

由此管道针对日常工作、内部管理、外部协调等方面对

中后期长输管道安全长效运营管理进行分析。

1 SWOT 方法分析

图1 SWOT矩阵

SWOT是一种战略分析方法，经对内部资源和外部
环境的分析来判断组织或个人本身的优势和劣势、面临

的机会和挑战。在对“形势”有清晰认识的基础上，有

针对性地调整 方法和投入资源以达到所要实现的目标。

S （strengths）是优势、W （weaknesses）是劣势、O 
（opportunities）是机会、T （threats）是威胁[3]。

笔者结合20年来的长输管道管理实际和各类行业内
事故事件数量为维度，应用SWOT方法分析管道运营管理
“形势”，将长输管道运营管理历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06-2010）我们采取“SO”战略。即
优势-机会战略，依靠内部优势，利用外部环境机会。这
里说的内部优势是管道和设备新投产，质量运行可靠，

外部机会是工程建设时期遗留下来的政府、地方关系、

管道沿线外部威胁尚未构成。这期间管道运行事故事件

基本没有统计，管道管理团队也尚处在摸石头过河的阶

段，多少有点“听天由命”的无奈；第二阶段（2011-
2015），我们采取“ST”。即优势-威胁战略，利用企
业内部优势，回避外部威胁。这里说的内部优势是管道

和设备还处于质量可保证阶段，但也出现了部分管道、

设备的问题，我们开始对管理对象、安全体系建设有了

初步的了解和探索，对第二方、第三方风险、人的管理

风险有了初步的认识，企业的员工对风险的认识和能力

执行差距，导致这一时期事故事件呈指数级的爆发，特

别是光缆中断事件在笔者原所在部门（西南管道公司茂

名管理处）发生的频率达到年均30多次，成品油管道行
业内泄漏事件相继出现，管道遭第三方机械破坏泄漏着

火、盲目定向钻施工打穿管道、管道受地质灾害变形、

次生灾害影响被推断、泄漏等多次事故，事故引起来了

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这五年更多的是在前五年的安全

体系意识不高的原因造成；第三阶段（2016-2020），
这五年采取了“WO”战略。即弱点-机会战略，利用外
部机会，克服内部弱点。2013年青岛发生“11.22”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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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4]，唤醒了全社会对地下油气油龙的高度重视，公司

以此为契机，利用政府的高度重视，国家的大力投入，

对管道10年积沉下来的顽苛隐患进行了大量治理，同时
通过内部的强势管理，公司管道年均事故事件稳定在10
次左右，事故事件呈指数级下降。这一阶段我们探索开

展管道完整性管理[5]，着力解决油气管道标准化存在的理

念落后、技术水平低、配套性差、覆盖不全、与实际应

用有偏差等问题和矛盾，探索制约长输管道运营安全、

高效、环保运行及整体发展的瓶颈因素，人的不安全因

素、物的不安全状态都得到了认真识别，取得了不错的

疗效，但我们也必须承认，这一阶段的探索虽然涉及到

了管道本质安全领域，但对于内外环境、威胁识别还不

能系统集成。2020年以后，长输管道按照完整性管理生
命周期进入了中后期管理[6]，管道开启了大数据管理架

构[7]，在现有的管理模式下，管道的事故事件没有持续下

降，反而还略有增加，这促使我们从运营方法的角度寻

找答案。

针对上述情况，面对中后期管道的实际，我们要

做好大湾区管道的安全运行工作，我们不能再采取的

“WO”战略，而应该采取“WT”战略，即劣势-威胁战
略，减少内部弱点，回避外部威胁。这里的内部弱点是

我们管道本体的问题，如管道腐蚀缺陷的问题、阴保达

标的问题；回避外部威胁主要是人类工程活动、地质灾

害风险及安保防卫的问题。

2 UI 任务矩阵分析

如何保证上述战略有效在中后期管道安全运营中发

挥作用，我们采取UI任务管理矩阵方法，建立企业安全
工作的两级模糊综合评价指标体系[8]，选取任务的紧迫性

（Urgency）和重要性（Importance）两个最关键的维度。

图2 UI任务矩阵

紧迫性指是否需要立即响应和处理，能否拖延，是

时间上的要求。重要性指对于实现核心目标的帮助程

度，越有利于实现目标就越重要。由此，可以把不同任

务划分到四个象限：

2.1  第 I 象限-重要且紧迫的任务。各种重大突发事件
的应急处理都可以归入这一象限，比如对火灾、爆炸、

泄漏、断缆、故障停机、露管、阀室进水、汛期管道变

形、漂管、人员伤亡等紧急情况的应对。出现这样的任

务，相关人员不管主观上愿不愿意，不管平时惰性有多

大，都必须中断正在干的事情，立即进行响应。在管道

运营的第三阶段（2016-2020）我们基本上干的是这个象
限的工作，这个象限的特征就是“救火”，大家都很认

真，非常辛苦，也非常有成就感，但是对管道运营的长

治久安是没有益处的，对人的全面发展，特别是技能的

提升、人的晋升造成了巨大的障碍，这是一个优秀企业

和组织所不匹配的。

2.2  第 II 象限-重要但不紧迫的任务。数字化变革、
员工培训、流程优化、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的建立、企

业文化的形成等属于第 II 象限。具体到管道管理，专业
人员技能的提升、四道防线（信息防、人防、物防、技

防）的建立和巩固、光缆走向和管道位置的准确复测、

管道内检测、外检测、阴保系统维护、相关方的友好沟

通宣传、合规性管理等。这类任务没有迫在眉睫的时间

要求，早一天或晚一天干好像都可以，人天生是存在惰

性的，结合此会给拖延和不作为留下了空间。换句话

说，这个象限的任务需要克服惰性、墨守成规、抱残守

缺、急功近利、好大喜功等人性的弱点，积极主动地去

行动，并且需要长期坚持。这应是管控中后期管道的必

然要求，采取这种战略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进物的

安全状态提升，按照“宁防十次空，不放一时松”的理

念，坚持标本兼治，全方位、大力度地抓好现实安全。

2.3  第 III 象限-不重要但紧迫的任务。包括上级、
政府部门等相关方要求很紧迫，我方必须尽快响应但对

组织核心目标的实现帮助不大的任务。具体到管道管理

模式，有以下几个案例：一是巡线必经点打点完成率追

求100%，从表面上看我们设定的目标很具体、制度很明
确、考核也有抓手，但我们忽略了巡线的本质、忽略了

巡线器设备自身缺陷的实际，导致外线区段长一部分精

力补充协助巡线工打点，资源的投入换来的效果甚微，

类似的工作在公司结合夯基管理提升活动后也得到了有

效扭转；其次是对管道环焊缝的排查，缺少对已经开挖

的缺陷进行系统分析，利用数据查找最大的风险，谋定

再干。以上两个案例从两个方面警示我们要转变原有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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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方式，以管理的变革促进管理水平的提升，满足中后

期管道运营的需要。

2.4  第 IV 象限-不重要也不紧迫的任务。如日常零星
琐碎的事情。

工作中我们都会面对四个象限中的各种任务，但是

不同的侧重结果是差别很大的。常常有人说自己整天处

于“救火”状态，那么这个人可能处理的第一象限的

任务居多；也有人叹息自己整天在“瞎忙”，很可能这

个人把许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了迎来送往、陪会等第

三、第四象限的任务上。现代管理学家皮特·德鲁克

说：“真正卓越的企业，往往是波澜不惊，枯燥和乏味

的。”从任务管理矩阵来看，卓越的企业第二象限的工

作做得十分扎实，需要应对的第一象限的任务很少，因

此显得“波澜不惊”。

针对上述4个像限，为此我们制定了《广东输油一部
管道保护管理红线清单》，以不突破公司“四零”（管

道泄漏失效次数为零、第三方施工责任断缆为零、打孔

盗油案件发案率为零、新增占压为零）为目标，具体清

单共10条，如下：一是占压未发现；二是法定检验覆盖
率和超标缺陷整治率未达到100%；三是新增高后果区
预控不到位；四是完整性数据造假；五是露管露缆未发

现；六是5米内施工管控不到位；七是打孔盗油识别、
防范不到位；八是政府主管部门和公司通报事项整改不

到位而被通报；九是阴保有效性达未达到100%。以上10
条清单属于象限上半层的工作内容（第 I 象限、第 II 象
限），我们以第 I 象限、第 II 象限的工作为重点、为切
口，将风险消减至最低。

3 结论

中后期长输管道管理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和威胁日渐

增多，带来了更加严峻的安全运营挑战，国内外重特大

生产安全事故事件时有发生，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

损失，安全管理压力越来越大。作为长输管道运营管理

人员，我们要利用系统科学的分析工具，准确识别运营

管理存在的安全风险，进一步压实企业安全生产的主体

责任，通过强化企业从业人员的全员素质能力水平、强

化重点隐患风险跟踪、管理措施追溯，营造良好安全文

化氛围，打造学习型管网专业队伍，创建卓越的管道运

营组织。学会并善于应用SWOT方法分析、UI任务管理矩
阵等方法和工具，使我们更有效率、更有效果地进行生

产安全运行分析判断。通过夯实安全生产基础、控制管

道运营风险、激励员工成长等，企业上下树立一致的企

业愿景目标，保持工作的平衡性，使基层管道运营人员

不“淹没”在日常繁琐的事务中，才能真正做好安全文

化建设，不断提高安全管理水平，有效防范化解重大安

全风险，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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