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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由国家烟草专卖局提出。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由全国烟草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企业分技术委员会(SAC/TC144/SC4)归口。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起草单位:国家烟草专卖局经济运行司、中国烟草总公司职工进修学院、上海烟

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江苏省烟草公司、福建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贵州省烟草公司、云南中烟工业有

限责任公司、中国烟草标准化研究中心、云南省烟草公司、湖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主要起草人:张一峰、蔡汉力、李广才、胡红春、徐珂、孙胤、顾坚为、赵向明、

李春华、林定丰、黄志民、雷建生、褚娴娟、马明、金毅强、毛华初、崔晓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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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行业安全生产标准体系表

1 范围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给出了烟草行业安全生产标准体系表的术语和定义、内容、结构及应用要求。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适用于烟草工业企业和商业企业,烟草相关和投资的其他企业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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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3016 标准体系构建原则和要求

GB/T13017 企业标准体系构建指南

GB/T15496 企业标准体系 要求

GB/T15497 企业标准体系 技术标准体系的构成和要求

GB/T15498 企业标准体系管理标准和工作标准

GB/T19273 企业标准体系改进与评价

GB/T33000 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基本规范

GBZ/T224 职业卫生名词术语

YC/T177 卷烟企业标准体系构成及指南

YC/T239 卷烟生产企业标准化工作的要求及评价

YC/T384(所有部分) 烟草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13016、GB/T33000、YC/T384、GBZ/T224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应于本文件。为

了便于使用,以下重复列出了GB/T13016和GB/T33000中的某些术语和定义。

3.1 
标准体系 standardsystem
一定范围内的标准按其内在联系形成的科学的有机整体。
[GB/T13016—2009,定义3.3]

3.2 
标准体系表 diagramofstandardsystem
表达标准体系概念的模型。
[GB/T13016—2009,定义3.4]

3.3 
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 enterpriseworksafetystandardization
企业通过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全员全过程参与,建立安全生产各要素构成的企业安全生产管理

体系,使生产经营各环节符合安全生产、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的要求,人、机、环、管处于受

控状态,实现安全健康管理系统化、操作行为规范化、设备设施本质化、作业环境定置化,并持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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