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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复杂社会技术系统的发展 ,安全文化对于系统的安全运行越来越重要。安全文化是人们关

于安全问题的价值观、态度及行为方式的集合体。人们往往在态度与价值观层次上利用问卷调查的形式探讨安全

文化的维度结构 ,从而指导实践。安全文化在个体层面上通过影响安全绩效的决定因素来影响安全绩效 ,而从组

织事故发生的路径来看 ,不良安全文化影响各级防御措施中的人与设备 ,是造成各种潜在失效和现行失效的根因。

系统的安全控制应该充分利用安全文化进行管理 ,积极地推动安全文化建设 ,引导组织控制向社会控制转变 ,并且

合理地应用安全文化评估进行组织前馈 ,从而更好地预防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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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Safety culture is an aggregation of values , attitudes , and mode of behavior toward safety issues. It is more

and more critical to the safety control as the complicated socio2technical system develops. Most researchers study the di2
mensionality of safety culture through surveying people’s attitudes and values. Safety culture influences the determinants

of safety performance , and then influences the safety performance. But according to the path organizational accidents , the

poor safety culture could affect all the people and equipment of preventive measure ; it is the fundamental reason of the la2
tent failures and active failures. It is suggested that safety management should fully apply the safety culture to turn organi2
zational control into social control , and use safety culture assessment as the feed2forward to well prevent acci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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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核电、化工、石油、石油化工、航天航空等组织均属于复

杂社会技术系统 ,其安全控制是组织管理的重要方面。过

去 ,人们关注的是技术设备的可靠性 ,集中表现在二战后的

可靠性工程 (reliability engineering) 。当技术的可靠性提高到

相当程度 ,作为操作者的人的可靠性便凸显出来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出现了人因工程 ( human factors engineering) 研

究 ,这也是行为科学介入社会技术系统安全控制的里程碑。

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发生后 ,许多组织因素和社会因素进

入安全控制研究视野 ,组织错误与安全文化成为安全管理研

究的新动向。专家们认为仅靠规章制度并不能杜绝不安全

行为 ,规章制度毕竟是有限的 ,而文化却能渗透到组织的每

一个角落、每一层次上 ,使员工能够进行社会控制和自我

控制。

2 　安全文化的概念与结构

2. 1 　安全文化的概念

在安全管理领域 ,20 世纪70 年代后 ,人们开始注意到安

全态度、安全管理承诺对安全的影响。1980 年Zohar 首次在

研究中使用安全气氛 (氛围)的概念 ,并把安全气氛定义为组

织内员工共享的对于具有风险的工作环境的认知。

1986 年 ,Chernobyl 核泄漏事故后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安全

咨询组首次使用了安全文化的概念 ,认为是核电站内长期存

在的不良安全文化导致了事故的发生。比较流行的安全文

化定义是国际核设施安全顾问委员会 (Advisory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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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afety of Nuclear Installations ,ACSN I) 1993 年提出来

的。安全文化是决定组织的安全与健康管理承诺、风格和效

率的那些个体或组织的价值观、态度、认知、胜任力以及行为

模式的产物。Lee 与 Harrison 认为 ,对安全文化来说有两点

是关键的 :一是通过提供便利的工具来避免事故或伤害是组

织中每个人的职责 ;二是角色行为与社会规范的强化相结合

创造的一组共同的期望或生活方式 ,并传递给每一个组织

成员 [1 ] 。

安全文化具有两种主要内容 :

①由组织政策、程序和管理行为决定的框架 ;

②个体与群体的集体反应 ,如价值观、信念、行为等。

具体表现为人工产物、制度、精神、价值规范等4 个层次

的安全文化。其中 ,价值规范是最重要的 ,其他各层的目的

就是使每个个体形成良好的价值规范 ,不仅有“安全第一”的

观念 ,还要在各种组织程序中自上而下地考虑安全问题 ,在

日常工作中表现出良好的安全行为习惯。

2. 2 　安全文化的维度结构

研究者往往在价值观与态度层面上通过问卷调查的方

法确定某些关键指标 ,从而刻画或评估安全文化。

Zohar 利用探索性因素分析发现安全文化 (Zohar 称之为

安全气氛)有8 个维度 :安全培训、安全管理态度、安全操行

对晋升的作用、工作场所的风险知觉水平、工作节奏、安全员

的地位、安全操行对社会地位的贡献、安全委员会的地位。

Harvey 等人采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得到了6 个维度 :管理风

格与沟通、责任感与承诺、冒险、工作满意度、安心工作、风险

意识。Cox 与 Cheyne 的研究得到9 个维度 :管理承诺、安全

第一、沟通、安全规则、支持性环境、卷入、个体对安全的需要

与优先、个体的风险知觉、工作环境。Coyle 等人在两个相似

的组织的研究中得到了不同的维度 ,一个组织是7 个维度 :

管理与维护问题、公司政策、责任感、培训与管理态度、工作

环境、程序、个体权威 ;另一个组织3 个维度 :工作环境、个体

权威、培训与组织强化。Diaz 与 Cabrera 研究得到 6 个维度 :

组织的安全政策、安全与效益的侧重、对安全的群体态度、特

殊预防措施、知觉到的整个组织的安全水平、知觉到的岗位

上的安全水平。Glendon 与 Litherland 的研究得到6 个维度 :

沟通与支持、程序的完备性、工作压力、个体防护装备、关系、

安全规则。Flin 等人归纳不同研究结论后认为 ,有3 个主要

因素还是一致的 ,如管理监督、安全系统、风险 ,再加上两个

经常出现的如工作压力、胜任力 ,构成了安全气氛的“大五”

因素 [2 ] 。Glendon 与 Stanton 总结了研究中经常出现的 6 个

维度 : 管理态度、培训、程序、风险知觉、工作节奏、员工

卷入 [3 ] 。

对于这种因素结构上的差异可以有诸多解释 ,如调查工

具的差异、样本差异、方法上的差异等。但各种研究之间还

是有一些类似的成分 ,如安全管理承诺 (或态度) 、安全培训、

风险知觉等 ,这为安全文化实践提供了有益的指导。

3 　安全文化对安全绩效的影响

单纯的技术与设备的进步并不能杜绝事故的发生。那

些成功与不成功的安全控制关键在于人的变量。员工对安

全的态度、价值观与卷入程度以及管理层的价值观 (对员工

福利的关注) 、管理和组织实践 (培训的充分性、安全设施的

供应、安全管理系统的质量) 、沟通等文化因素影响许多组织

过程 ,从而产生与安全有关的结果 ,诸如事故和事故征候。

Neal 与 Griffin 在员工层次上对安全文化的作用机制进

行了探讨。他们基于 Campell 等人的职务绩效理论提出了

一个安全绩效模型 ,区分了安全绩效的内容、决定因素和绩

效的先行变量。模型包括两种安全绩效 :安全遵守和安全参

与。安全文化对安全绩效的影响受员工安全知识和激励程

度的调节。安全知识与技能更多地影响安全遵守 ,而安全动

机更多地影响安全参与。Cheyne 与 Cox 等人认为 ,组织中

对于安全问题的个体的卷入、沟通等因素通过影响个体的责

任心而影响安全活动。

Reason 则从组织事故发生路径的角度来分析安全文化

对安全绩效的影响。他认为现代复杂社会技术系统发展具

有以下 4 种特征 :

①系统越来越自动化 ;

②系统越来越复杂和危险 ;

③系统越来越不透明 ;

④系统越来越多的防御设施和技术。

纵深防御系统 ,主要是指技术系统的冗余和容错设计。

由此 ,提出了贡献因素 (contributing factors) 、潜在失效 (latent

failures)和现行失效 (active failures) 等概念。事故的发生存

在多重原因 (multi2causality) ,管理失效、人误、违章都是事故

的贡献因素 ,只有多种人误、违章或技术失效在时间上重合 ,

才能共同引发事故 [4 ] (见图 1) 。而这一过程中 ,事故路径要

经过各级纵深防御系统才能产生严重后果 ,所有的环节也只

受那些在整个组织中起作用的因素影响 ,安全文化就是其中

最显著的因素。文化渗透到组织的每一个角落 ,也只有文化

才能影响所有的防御系统 ,包括人与设备。

图 1 　组织事故原因模型

Reason 总结了不良安全文化影响系统防御措施的3 条

途径 [5 ] :

一是不良安全文化增加了现行失效导致的防御缺陷 ,包

括不充分的培训、不良沟通、程序不当或者界面设计问题 ,并

且 ,不良安全文化会不恰当地鼓励人们不遵守规章程序 ;

二是没有全面理解操作错误给防御措施带来的威胁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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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导致在维修、检修、校准、安全设备的发放、忽视紧急情况

的培训等方面产生潜在失效 ;

第三 ,也是最危险的、影响最深远的 ,是对于那些纵深防

御系统中众所周知的缺陷不愿预先处理。

安全文化是安全管理绩效的有效指标 ,能够预示对工作

中危险控制的能力与命运。Lee 与 Harrison 提出核电站安全

绩效的指标包括 :

①有效的沟通 ,目标及目标的达成手段在组织各个水

平上的共同理解 ;

②良好的组织学习 ,组织适时地调节自己来确认变化

并对变化作出回应 ;

③组织聚焦 ,使组织成员的注意力放在组织的安全与

健康上 ;

④外部因素 ,包括组织的财政状况、经济环境以及组织

体制的影响 [1 ] 。这些指标并不限于安全问题 ,与组织安全文

化的方方面面都有关系。

4 　安全文化对安全管理的启示

4. 1 　文化管理

管理以文化为基础 ,安全文化概念为人们理解个体与组

织的安全问题提供了一个总体框架 ,是安全管理成功与否的

一个决定性因素。文化是组织共享的信念与基本意会 ,人们

会把组织的一些观点和做法认为是想当然的 ,并加以无意识

的运用。同时 ,文化也通过社会互动与学习对内整合。一个

组织具有良好文化 ,管理者和员工都能很好地融入进去 ,将

会产生更强的组织承诺 ,运行更有效率 ,也会有更好的效益。

组织事故是不可预见的 ,但可以预防。事故本身的动态特性

说明了规章制度在预防事故中的刻板性 ,安全文化是贯穿各

种预防措施和预防环节中的有效因素。文化具有约束作用 ,

使员工行为能够规范到期望的方式 ;文化具有参照框架作

用 ,能够指导组织中的员工的行为 ,减少人们的焦虑 ;文化产

生粘合作用 ,使员工具有一种归属感和统一感 ;文化具有防

御机制 ,维持组织的稳定与连续。Wilpert 和 Klumb 认为 ,安

全文化比规则更重要 ,在复杂的动态系统中 ,组织的安全规

则不可能预见到新的意外情况 ,通过良好的安全文化可以将

操作者的行为变组织控制为社会控制。

4. 2 　组织反馈

安全管理的首要目的是干预事故发生过程、切断事故

链。要更好地预防事故 ,需要增强每一防御系统的效能 ,在

风险评估、隐患识别、控制、指导时觉察并预防那些潜在失效

与现行失效。这就要求预防计划要渗透到组织活动的所有

方面。组织活动任一方面的缺陷、组织内存在的任何错误信

念都可能成为安全的威胁。例如 ,如果部门把安全放在效益

之前 ,在开始每一项工作之前都会对风险进行评估 ;相反 ,如

果认为效益优于安全 ,人们就会尽可能的忽视某些安全规则

和程序而保证生产的连续性。安全文化评估则通过对人们

的态度、信念、价值观的测量 ,发现安全管理中存在的隐患并

及时地反馈 ,从而为实践提供一个有力的前摄性 (proactive)

管理工具。这相对于传统的通过事故本身的反馈而后建立

预防措施而言 ,是预先反馈 ,或称前馈 (见图 2) 。

现代复杂社会技术系统往往率先采用新技术 ,采用纵深

防御系统 ,事故越来越少 ,但一旦发生事故 ,它的严重性或影

响范围却越来越大。如果仍以事故为反馈基础 ,就会产生组

织学习信息需求与事故稀少的矛盾 ,无法达到安全水平持续

提高的目的。而安全文化评估却可以随时进行 ,对组织适时

地作出反馈 ,及时地发现隐患并能确定问题的根因 ,从而可

以进行不断地干预预防 ,实现组织安全水平持续提高。

图 2 　组织反馈途径

4. 3 　组织安全文化建设

安全文化的实用价值诱发学者和管理人员对安全文化

建设的兴趣。如为安全纪录举行某些庆典活动 ,建立安全问

题的沟通网络 ,树立安全榜样 ,张贴各种安全标语 ,等等。这

些组织措施相互作用产生一个整体的效果 ,其根本目标是形

成“安全第一”的核心价值观。管理是实现从外在表层的实

践到核心价值观转变的关键因素。如 :高层管理人员表现出

来的承诺和领导才能 ,各级领导都接受健康与安全是直线经

理的责任 ,各水平上的人都能参与健康与安全决策制定 ,培

训提高安全与健康胜任力 ,共享的关于隐患、风险、预防措施

的可行性与有效性的认知。

良好安全文化是一个渐进的逐步形成的过程。文化既

不能简单地捆绑与一个组织 ,也不能通过实施某些措施一夜

之间形成。并且 ,改变文化的任何企图都可能使一些人感受

到地位与利益的威胁 ,从而对文化改良活动持抵抗或者说采

取不合作的态度。因此 ,安全文化建设应该采取阶段性步

骤 ,有计划地进行。

首先 ,评价已有的安全文化状况 ,辅以安全检查 ,分析管

理存在的问题以及员工的态度与价值观的问题。

其次 ,制定安全文化建设计划 ,并在整个组织实施。这

需要以下管理模式的转变 :

①从政府调控转变为企业责任 ;

②从以惩罚为主消极的失效导向转变为以奖励为主的

成就导向 ;

③从注重结果转变为注重行为 ;

④从自上而下的控制转变为自下而上的卷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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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从严格的个人倾向转变为互倚的团队协同 ;

⑥从条块分割转变为系统取向 ;

⑦从发现错误导向转变为发现事实导向 ;

⑧从反应性管理转变为前馈性管理 ;

⑨从仓促决定转变为持续提高 ;

⑩从安全第一的口号转变为安全第一的价值观。

第三 ,组织动员。改良计划需要人人对这一计划成功实

现的承诺 ,这是安全文化计划落实的根本保证。

第四 ,组织干预。或者根据安全文化计划全面实施 ,或

者根据安全文化评估的结论在各个维度上分别进行改变。

促成良好安全文化的组织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组

织学习。组织成员利用共享的经验 ,共同讨论问题 ,一起解

决模糊情境的问题 ,一起潜心于组织生活当中 ,从而学习并

改变他们传统的典型的行为方式。

第五 ,评估安全文化计划的效果。观察经过一段时间后

安全文化在各种指标上的发展情况 ,以便及时地进行反馈和

改进计划。

第六 ,巩固安全文化计划的效果 ,实现安全水平的持续

提高。最终达到相互信任的沟通、对安全重要性的共同认

识、对有效预防措施的信心的积极安全文化。

但在安全文化建设中有两种错误观点要特别引起注意 :

一是认为安全文化可以通过一些规定和命令迅速地

提高 ;

二是仅用简单的一种情况就想充分地说明安全文化或

测量安全文化。

文化的一个特性就是具有相当的稳定性 ,既有的文化必

然对变革产生阻力。推进组织的安全文化的计划应该考虑

到个体的态度、价值观、信念是经过很长时间形成的 ,要改变

这些稳固特征需要一个长期的坚定不移的规划。员工之间、

员工与管理者之间的相互信任与理解是积极安全文化形成

的基础。实际上 ,那些想要迅速改变安全文化的措施往往是

强化了原来的信念 ,最终导致变革的失败。

5 　国内安全文化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于20 世纪90 年代初就认识到了安全文化建设

的必要性并展开了充分的讨论。1994 年 ,时任劳动部部长

的李伯勇指出 :“要把安全工作提高到安全文化的高度来认

识”。中国劳动保护科学技术学会曾成功主办过安全文化高

级研讨会 ,并出版过安全文化及其建设的专刊与专著 ,对国

内的安全文化实践进行了有益的总结 ,并展望了未来安全文

化产业的发展。随后 ,徐德蜀综述了中国的安全文化建设的

历史、现在的进展 ,并提出了安全文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6 ] 。

这些工作对于指导社会以及企业的安全管理具有重要的作

用。但这些研究主要是是理论分析或经验总结 ,尚缺乏安全

文化与安全绩效之间关系、安全文化的影响因素的量化

研究。

6 　结尾语

我国复杂社会技术系统已通过自主发展与引进达到了

国际先进水平 ,但由于历史的原因 ,这些系统中的人的因素

还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在这些组织中存在大量违章 ,在发

生的事故中三违事故的比例居高不下。违章是组织错误与

不良安全文化的表征 ,要更好地预防事故发生 ,必须从安全

文化的高度进行管理 ,改善员工的安全态度与价值观 ,加强

管理的安全承诺 ,从各个层次上保障复杂社会技术系统的安

全运行。而从研究的角度来说 ,应该加强探讨安全文化的因

素结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的实证研究 ,并把理论应用

于实际工作进行干预实验 ,从而更好地指导安全管理与安全

文化建设。

(收稿 :2003 年 7 月 ;作者地址 :北京朝阳区大屯路甲 10 号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邮编 :1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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