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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使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ISO17666:2003《航天系统 风险管理》。
本标准与ISO17666:2003相比存在技术性差异,这些差异涉及的条款已通过在其外侧页边空白位

置的垂直单线(|)进行了标示。附录A中给出了相应技术性差异及其原因的一览表。
本标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增加了资料性附录A以指导使用;
———将原附录A改为附录B。
本标准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宇航技术及其应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25)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航天标准化研究所、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叶晓磊、遇今、太萍、杨维垣、杨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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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风险是对成功实现项目目标的一种威胁,这种威胁对项目的费用、进度和技术性能产生负面的影

响。但是对风险的合理控制也可能获得产生正面影响的新机会。
项目风险管理的目标是在项目技术和计划的约束下,以系统、预防为主、全面和经济有效的方式识

别、评估、降低、接受和控制航天项目风险。风险应与通常的管理、计划(如成本、进度)和技术(如重量、
能源、可信性、安全性)等领域内的项目资源进行综合权衡。风险管理是贯穿于项目全生命周期的反复

迭代过程,迭代次数取决于项目阶段的进程和已确定的项目基线变更,基线变更将会影响项目资源。
在顾客———供方网络中的各个层级均应实施风险管理。
项目风险管理应综合利用系统工程、安全性分析、关键项目、可信性、关键路径、费用分析等各种应

对项目风险的方法。风险管理的主要目标是按照风险对成功实现项目目标的重要性进行排序,以便重

点关注主要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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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项目风险管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航天项目风险管理总则、过程、实施和文档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航天项目全生命周期的风险管理。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1 
风险 risk
不期望状态或状况,其具有发生的可能性,并且对项目可能造成潜在的负面后果。
注:风险源于缺少对事件的预见或控制而产生的不确定性,对任何项目而言,风险无处不在,无时不有;降低不确定

性则会降低风险。

2.2 
单个风险 individualrisk
存在于项目中,作为个别的风险条款,可单独识别、评估和降低的风险。

2.3 
总风险 overallrisk
对项目各单个风险的综合及其相互影响的评估结果。
注:总风险可以用定性和定量评价组合表示。

2.4 
风险管理政策 riskmanagementpolicy
组织对风险的态度,主要包括如何管理风险,风险接受准则,风险管理计划的主要要求。

2.5 
风险管理 riskmanagement
按照既定的项目风险管理政策,对项目资源进行系统和反复迭代的优化。

2.6 
风险管理过程 riskmanagementprocess
包括风险识别、评估、降低、接受和信息反馈等所有活动。

2.7 
风险降低 riskreduction
降低风险发生的可能性或其严重性措施的落实。

2.8 
风险信息沟通 riskcommunication
向项目管理者和相关人员传递项目风险管理所需的信息和数据。

2.9 
风险指数 riskindex
度量风险大小的数值,是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与后果的严重性的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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