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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个人因素事故致因模型出发，探讨了潜在危险存在的情况下，个人因素与事故发生之间的联系；分析了
不同的个人因素对于潜在危险的感知认识的作用和影响以及由此而决定的工作行为的安全程度；讨论了以控制导
致事故发生的个人因素为出发点，用以预防事故发生的对策措施；提出在现代安全科学领域中，不仅要解决职工安
全生产技术方面的问题，更要强调职工个人的社会性，在工作之中的成就感，被尊重的程度，这样才能达到充分激
励职工、加强安全生产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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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随着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工业领域之
中，安全科学取得了明显的进步。死亡率的减小，受
伤害程度以及受伤害次数的减少都足以说明这一点。
但是这些进步不能让我们掉以轻心，因为事故和伤害
造成的人身和经济财产损失仍然占很大比例。事故
和安全让人们很自然地关注到个人因素在工业领域
生产活动中的影响和作用，比如：个人的感觉、认识、
决定和行动。这些个人因素与事故发生有什么联系，
对于事故的发生有着什么样的影响。研究个人因素
在导致事故发生起到的作用和影响是必要的。

能力了。如果没有采取相对应安全的决定或没有避
控的能力，就会导致不安全行为的产生，导致事故。
如果个人有能力很好地行动，成功地控制潜在的危
险或者安全躲避，那么这就是一种安全行为。图中
的虚线表示的是意外情况导致的事故，因为在实际
情况中，有时安全的行为并不一定绝对可以避免事
故，不安全的行为也并不一定绝对导致事故的发生。

2事故发生之中个体的差异

    根据图1中事故致因模型，工作行为的安全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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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潜在危险存在的情况下，个人因素事故致因模型
                                                        Fig.  1  The model  of accident  phenomenon at t rib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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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安全取决于工作人员的个人素质，即个人潜在

的属性和特征，这些属性和特征与工作行为（感觉、

认识、决定、能力）四个阶段之中的每一阶段都有联

系。如果在感觉、认识和决定阶段出错，或者没有所

要求的躲避能力，那就会导致不安全行为，当潜在危

险存在时，就极有可能导致事故。

    行为是建立在感知基础之上的，经由思考、总
结、判断、决定，而后产生行为，这一过程形成经验。

究竟这种行为是安全的还是不安全的，就要根据实

际情况进行判断，并且进行调整，最终目的是实现安

全行为（图2)。这一过程中，感知、行为、调整、经验

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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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 Behavior process sketch

四个因素影响着个人行为的安全性。感知能力好的

职工，对于环境变化认识判断准确迅速，能够很好地

控制自己的行为，使之是安全的。通过对于事故的

研究，发现感知速度与行为动作之间的配合关系可

能是导致个人事故发生可能性的一个因素。那些一

遇情况就惊慌失措的职工容易发生危险事故，相比

较来说，做出准确判断更为重要，一个准确的判断在

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行为的安全性。在面临意外情况

的干扰下，行为持续不断地成功（即安全行为），这种

表现，就是一个行为的调整，是导向安全状态的行

为。调整行为是一种能力，是综合了能力、技巧和任

务的一个有意义的个人整体，在几乎所有的情况和

条件下，能够导向成功行为的表现。行为的调整可

以被看作是持续不断地向安全行为过渡的一种态

度。图1的模型中表示，有危险存在的情况中，决定
阶段是受自己的态度影响的，而自己的态度（已经持

有）是受工作经验的影响的。工作经验能够减小事

故发生的可能性。经验能对行为造成影响，包括认

识、决定和能力阶段。需要说明的是，有着事故经历

的人通常要比经历有限的人的事故率低。但是，这

一普通情况是有条件限制的，并不是一个恒久不变

    在职工的选择和安排方面要慎重。因为在具体
的工作情况中，职工的个人因素与事故发生是相联

系的。

    在安全培训中，信息交流方式越是集中，信息交
流越是有效。职工要经过实践的磨练才能很好地适

应所采用的信息交流方法。信息交流的效果在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要被交流的信息的类型。按信息交流

有效程度的高低，信息交流方式排列如下〔‘〕：

    DO（实行）―实际的经验，经历（最为有效）
   PRACTISE（实践）―实践环节
    TELL AND SHOW（讲解和展示）―示范
    SHOW（展示）―实际场所的现场情况
    SHOW（展示）―展览或显示
   TELL AND SHOW（讲解和展示）―电视，
记录片

   TELL（讲解）―报告
    SHOW（展示）―交谈
    TELL（讲解）―记录
    信息回馈在安全工作中也是很重要的。与工人
谈话有助于他们解除不必要的心理负担和调整自己

对于个人问题的态度及情绪，从而使他们清楚明白

地提出自己的问题。在交流中能够得到宝贵的回馈

信息，帮助职工思考自己的行为，改进工作方法，避

免不安全行为。

    正面强化措施［[2]与公平原则兼顾。正面强化措
施是指当人们采取某种行为时，能从他人那里得到

某种令其感到愉快的结果，这种结果反过来又成为

推进人们趋向或重复此行为的力量。正面强化措施

包含了一些对于相关于安全行为的奖励，其形式可

以是分红、提升、表扬，或者是特别的优先条件等。

正面强化措施对安全行为是有帮助的，要注意的是，

这些强化措施不能仅仅作为一次性的建议，是要持

续不断地进行才会有效果。关于公平原则，职工的

工作积极性不仅仅与个人实际报酬多少有关，而且

与职工对报酬的分配是否感到公平有着联系。在职

工的安全行为方面，这一心理作用也会有影响。因

此，要预防不公平感给职工在安全生产中带来的消

极影响。在企业职工安全绩效考核和奖励制度中，

科学化、定量化的工作一定要做好。企业应创造一

个良好的安全工作环境，减少职工之间不必要的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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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的“相比”的可能性，并引导职工在安全生产活动
中，尽力完善自己的安全行为，高品质地完成工作并
且安全有效，在报酬上、自我实现和受人尊重方面都
有不断的进步。

    安全宣传要科学。安全宣传的目的是企图改变
人们的行为态度以使其行为安全。关于宣传，要注
意的是：宣传要专门针对一个特定的任务和工作情
况；宣传要有培训计划的支持；宣传要给予积极建设
性的建议；宣传要在行为动作期望发生的地方实施；
宣传要建立在已经存在的态度和知识的基础上；宣
传不要包含有恐吓，因为这会带来宣传针对对象的
机械性的本能防卫；宣传应该积极，如果是消极的宣
传，那会显示错误行动的方式，经由潜意识，能够产
生不安全行为的潜在因素。

4 结  论

此，应该将职工当作不同的个体来看待，而不应该将
职工视作无差别的机器或机器的一部分。每一个职
工都有自己的行为特点，有自己的感知、认识、决定
和行动方式。而且，职工个体观念、行为的安全性，
职工对于上级命令和安全要求的反应和表现，这两
者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如果职工对于上级命令和安
全要求的反应和表现是积极的，系统的安全程度就
高；相反，职工个人对于上级命令和安全要求的反应
和表现是消极的，系统的安全程度就低，职工个人、
系统也就面临着事故危险。这也是“要我安全”转化
为“我要安全”的内涵所在。
    在安全科学的研究中，不仅要解决职工安全生
产技术方面的问题，还要掌握他们的心理状态和个
人因素，了解他们的思想情绪，以便采取相应的措
施，这样才能适时、充分地激励职工，达到安全生产
的目的。

    职工是社会人，如果把职工仅仅当作经济人来
看待，认为金钱或处罚是对职工安全行为的绝对动
力，这样做是不完善的。职工有需要被尊重的本能。
影响职工的劳动行为安全性的因素，除了物质利益，
更多的是在工作之中的成就感、被尊重的程度。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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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model of accident phenomenon attributes to personal factors, the re-
lationship between personal factors and accidents is discussed, the effect on the perception of the potential
hazards made by different personal factors and the safety level of the work behaviors determined by the
effect are analyzed in the condition that potential hazards exist. Measures used to prevent accidents are

provided in this paper from the point of view that personal factors resulting in accidents are controlled. It is
considered that in the modern safety science, not only the problems of safety technology should be solved,
but also the community attributes of employees, the feeling of achievements and the level of being respec-
ted during the work should be emphasized so that the employees could be motivated and the safety produc-
tion could be intens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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