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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不会无缘无故地发生，也不会无缘无故地消亡。

从现代社会事故发生的规律来看，事故几乎渗透到人们

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事故有其发生、发展和处置的

过程，一起事故发生了，我们该如何对待事故是一种重

要的决策。事故调查和分析不管对国家、社会、企业，

又或是个人来说都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各方面都有不

同的需求，对于事故考虑的角度存在差异。

我国近年来发生了多起管道事故，对于事故的调查，

往往重视对人的责任追究，所有原因都归结为管理不善、

处置不到位，而不是对事故根本原因分析，忽视事故背

后的社会因素、自然环境，以及管道生命周期各个环节

的隐患。就国内管道事故调查与国外相比存在本质性差

异：

一方面，国内尚未建立独立于政府之外的专业性事

故调查组织，体制外的技术力量很难涉足，大部分事故

调查分析都是从管理入手，查找并处罚责任人，而不会

对失效材料方面进行深入分析，较少考虑历史原因、技

术局限性问题，缺乏对管道全生命周期内相关的法律法

规、标准规范，以及规章制度方面是否适宜的分析，以

油气长输管道事故调查探索的思考

摘要  近年来，国内外油气长输管道失效事件频频发生，不仅仅给油气长输管道

企业造成了严重的财产损失、环境污染和人员伤亡等严重后果，甚至相当一部分事故

也引起了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随着我国对安全管理的重视程度和对事故价值认知的

逐渐深入，通过对事故调查促进了很多方面（诸如管理、技术等）的管理提升，但与

国外的事故调查与分析相比，仍需要持续改进，进一步深化。就事故而言，其本身蕴

藏着巨大的警示与预防价值，全面、系统、详尽地分析事故不仅可以促进技术的发展

和管理的提升，而且也可以对行业发展方向、管理模式、立法等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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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内事故调查现状
快刀斩乱麻的方式，事故调查追究了责任人也就基本终结，

事故调查的详细报告社会公众也不可知。

另一方面，国内对于事故信息共享性比较差，往往都

是将事故调查报告作为内部资料，甚至是高密级的资料，只

有高级别领导可见，员工和社会大众了解不到事故发生的真

实原因，得不到学习的机会。同时，也没有提供或者建立事

故调查报告的发布平台，多是以新闻媒体发布的方式向公众

传达处理结果。归根结底，这是对待事故的意识较淡薄，社

会制度和社会环境还不能允许全部公开，没有形成这种共享

的社会氛围，缺乏采用事故经验教训来提高民众对危险认识

的意识。这也导致同行业，不同公司之间类似原因引发的事

故重复的发生，其实这也浪费了社会公共资源，没有将事故

经验教训的价值最大化。另外，即使那些引起公众关注的事

故，到最后形成的事故报告也就是一些处罚通知，仅仅只是

为了平息民怨或者形式上形成一个闭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