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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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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27921—2011《风险管理 风险评估技术》,与GB/T27921—2011相比,除结构

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删除了“风险评估概念”一章(见2011年版的第4章);

b) 增加了“核心概念”一章(见第4章);

c) 增加了“制定风险评估计划”“信息管理和模型开发”等内容(见6.1、6.2),并对“风险评估技术

的应用”做了更加详尽的说明(见6.3,附录B);

d) 删除了“风险评估技术的比较”(见2011年版的附录A);

e) 增加了风险评估技术的分类和应用(见附录A)。
本文件等同采用IEC31010:2019《风险管理 风险评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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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全国风险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310)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东坚美铝型材厂(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第一会达(北京)数据技

术有限公司、安徽华普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吉诚织造有限公司、江苏核

电有限公司、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达信评(北京)
风险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国家科技风险开发事业中心、中国矿业大学(北京)、中国计量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陆小伟、高晓红、刘剑、徐涵、张鹏、华春翔、孙友文、施颖、吕多加、崔艳武、游志斌、
刘新立、王雷、王兰、张杰军、周玉焕、徐龙辉、宾建伟、刘奕宏、于敏、纪春阳、张月义、陶影海、谢雪萍。

本文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11年首次发布为GB/T27921—2011;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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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文件提供了各种风险评估技术的选择和应用指导,这些技术可用于帮助改进考虑不确定性的方

式,并帮助理解风险。
风险评估技术可用于以下场景:

a) 需要进一步了解存在什么风险或特定风险的源头;

b) 在决策中,对有风险的选项进行比较或优化时;

c) 在需要采取措施应对风险时。
在ISO31000中所述的识别、分析和评价风险的风险评估步骤中,以及在需要了解不确定性及其影

响时,通常使用这些风险评估技术。
本文件中描述的风险评估技术,可以在广泛的场景中使用,但大多数技术起源于技术领域。有些技

术概念相似,但名称和方法不同,反映了它们在不同领域的发展历史。技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发

展,许多技术可以在其初始应用领域之外的广泛情形下使用。技术可以以新的方式进行调整、组合和应

用,或者扩展,以满足当前和未来的需求。
本文件介绍了所选择的风险评估技术,并比较了其可能的应用、优势和局限。它还提供了更为详细

的信息来源作为参考。
本文件的潜在使用者是:

a) 参与评估或管理风险的任何人;

b) 参与制定指南的人,该指南规定了如何在特定情况下评估风险;

c) 需要在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做出决策的人员,包括:
———委托或评价风险评估的人员;
———需要了解评估结果的人;
———以及那些必须选择评估技术以满足特定需求的人。

需要为合规或一致性目的进行风险评估的组织,将受益于使用适当正式的和标准化的风险评估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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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管理 风险评估技术

1 范围

本文件为各种情况下风险评估技术的选择和应用提供了指导。这些技术用于支持不确定性情景下

的决策,提供有关特定风险的信息,并作为风险管理过程的一部分。本文件提供了一系列技术的总

结,并参考了对这些技术进行更详细描述的其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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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3694—2013 风险管理 术语(ISOGuide73:2009,IDT)

GB/T24353—2022 风险管理 指南(ISO31000:2018,IDT)

3 术语和定义

GB/T24353—2022、GB/T23694—2013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可能性 likelihood
某件事发生的概率。

  注1:在风险管理术语中,无论是以客观的或主观的、定性或定量的方式来定义、度量或确定,还是用一般词汇或数

学术语来描述(如概率,或一定时间内的频率),“可能性”都用来表示某件事发生的概率。

  注2:“可能性(likelihood)”这一英语词汇在一些语言中没有直接与之对应的词汇,因此经常用“概率(probability)”
这个词代替。不过,在英语中,“概率”常常被狭义地理解为一个数学词汇。因此,在风险管理术语中,“可能

性”有着与许多语言中使用的“概率”一词相同的解释,而不局限于英语中“概率”一词的意义。

[来源:GB/T24353—2022,3.7]

3.2
机会 opportunity
预期有利于目标实现的情形。

  注1:机会是一种积极的情景,在这种情景下,很可能获得收益,并且对其拥有相当程度的控制。

  注2:一方的机会可能对另一方构成威胁。

  注3:抓住或不抓住机会都是风险的来源。

3.3
概率 probability
对事件发生几率的度量,用0到1之间的数字表示。0表示不可能发生,1表示确定发生。

  注:见定义3.1的注2。

3.4
风险驱动因素 riskdriver;driverofrisk
对风险有重大影响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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