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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6_8C_E5_AE_89_E5_c62_645866.htm 安全管理随着安全科

学技术和管理科学的发展而发展，安全系统工程原理和方法

的出现，使安全管理的原理、内容和方法都有了很大的拓展

。安全管理的主要内容是为贯彻执行国家安全生产的方针、

政策、法律和法规，确保生产过程中的安全而采取的一系列

组织措施。安全管理的任务是发现、分析和消除生产过程中

的各种危险，防止发生事故和职业病，避免各种损失，保障

员工的安全健康，从而推动企业生产的顺利发展。 本文来源:

百考试题网 安全管理是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安全管理

原理是从管理的共性出发，对安全管理工作的实质内容进行

科学的分析、综合、抽象与概括所得出的安全管理规律。安

全管理原则也称为二级安全管理原理，是在安全管理原理的

基础上，指导安全管理活动的通用规则。一般来说，原理更

基本，更具普遍性；原则更具体，对行动更具有指导性。

www.Ｅxamda.CoM考试就到百考试题 安全管理原理包括系统

原理、人本原理、预防原理和强制原理。 采集者退散 一、系

统原理 （一）系统原理的含义 系统原理是现代管理学的一个

最基本原理，是指人们在管理工作中，运用系统论的观点、

理论和方法，对管理活动进行充分的系统分析，以达到管理

的优化目标，即用系统论的原理和方法来认识和处理管理中

出现的问题。百考试题论坛 系统是由相互由相互作用和相互

依赖的若干部分组合的，具有特定功能并处于一定环境中的

有机整体。任何管理对象都可以看作一个系统，系统可以分



为若干个子系统，子系统可以分为若干个要素，即系统是由

要素组成的。按照系统论的观点，管理系统具有六个特征，

即集合性、相关性、目的性、整体性、层次性和适应性。 安

全生产管理系统是生产管理的一个子系统，它包括各级安全

管理人员、安全防护设备与设施、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安全

生产操作规范和规程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信息等。安全贯穿生

产活动的方方面面，安全生产管理是全方位、全天候和涉及

全体人员的管理。 （二）系统原理的基本原则 1．整分合原

则 高效的现代安全管理必须在整体规划下明确分工，在分工

基础上有效的综合，这就是整分合原则。 整体规划就是在对

系统进行深入、全面分析的基础上，把握系统的全貌及其运

动规律，确定整体目标，制定规划与计划及各种具体规范。

明确分工就是确定系统的构成，明确各个局部的功能，把整

体的目标分解，确定各个局部的目标以及相应的责、权、利

，使各局部都明确自己在整体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为实现

最佳的整体效应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有效综合就是对各个

局部必须进行强有力的组织管理，在各纵向分工之间建立起

紧密的横向联系，使各个局部协调配合，综合平衡地发展，

从而保证最佳整体效应的圆满实现。 整体把握、科学分解、

组织综合是整分合原则的主要含义。运用整分合原则，要求

企业管理者在制定整体目标和宏观决策时，必须将安全生产

纳入其中，资金、人员和体系都必须将安全生产作为一项重

要内容考虑。 2．反馈原则 反馈控制论和系统论的基本概念

之一，是指控制过程中对控制机构的反作用。反馈普遍存在

于各种系统之中，也是管理中的一种普遍现象，是管理系统

达到预期目标的主要条件。由于负反馈是抵消外界因素的干



扰，维持系统的稳定性，因此，为了使系统做合乎目的的运

动，一般均采用负反馈。 成功的高效安全管理，离不开灵活

、准确、快速的反馈。企业生产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在不

断变化，所以必须及时捕获、反馈各种安全生产信息，及时

采取行动。 3．封闭原则 任何一个管理系统的管理手段、管

理过程等必须构成一个连续封闭的回路，才能形成有效的管

理活动，这就是封闭原则。 封闭就是把管理手段、管理过程

等加以分割，使各部分、各环节相对独立，各行其是，充分

发挥自己的功能。然而又互相衔接，互相制约，并且首尾相

连，形成一条封闭的管理链。对于企业管理，管理系统的组

织结构体系必须是封闭的，管理法规的建立和实施也必须封

闭。 在企业安全生产中，各管理机构之间、各种管理制度和

方法之间，必须具有紧密的联系，形成相互制约的回路，才

能有效。 4．动态相关性原则 构成系统的各个要素是运动和

发展的，而且是相互关联的，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又相互制

约，这就是动态相关性原则。 该原则是指任何企业管理系统

的正常运转，不仅要受到系统本身条件的限制和制约，还要

受到其他有关系统的影响和制约，并随着时间、地点以及人

们的不同努力程度而发生变化。企业管理系统内部各部分的

动态相关性是管理系统向前发展的根本原因。所以，要提高

安全管理的效果，必须掌握个管理对象要素之间的动态相关

特征，充分利用相关因素的作用。 二、人本原理 （一）人本

原理的含义 在管理活动中必须把人的因素放在首位，体现以

人为本的指导思想，这就是人本原理。以人为本有两层含义

，其一是一切管理活动都是以人为本展开的，人既是管理的

主体，又是管理的客体，每个人都处在一定的管理层面上。



离开人，就无所谓管理。其二是管理活动中，作为管理对象

的诸要素和管理系统各环节（组织机构、规章制度等），都

是需要人去掌管、运作、推动和实施。因此，应该根据人的

思想和行为规律，运用各种激励手段，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

和创造性，挖掘人的内在潜力。 （二）人本原理的基本原则

1．能级原则 一个稳定而高效的管理系统必须是由若干分别

具有不同能级的不同层次有规律地组合而成的，这就是能级

原则。 现代管理认为，单位和个人都具有一定的能量，并且

可按照能量的大小顺序排列，形成管理的能级。能级原则确

定了系统建立组织结构和安排使用人才的原则。稳定的管理

能级结构一般分为四个层次，即经营决策层、管理层、执行

层、操作层。四个层次能级不同，使命各异，必须划分清楚

，不可混淆。 在运用能级原则时应该所到三点：一是能级的

确定必须保证管理结构具有最大的稳定性；二是人才的配备

必须对应，根据单位和个人能量的大小安排其工作，使人尽

其才，各尽所能；三是责、权、利应做到能级对等，在赋予

责任的同时授予权力和给予利益，才能使其能量得到相应能

级的发挥。 2．动力原则 推动管理活动的基本力量是人，管

理必须有能够激发人的工作能力的动力，这就是动力原则。 

有三种基本动力，即物质动力、精神动力和信息动力。物质

动力是以适当的物质利益刺激人的行为动机，精神动力是运

用理想、信念、鼓励等精神力量刺激人的行为动机，信息动

力则通过信息的获取与交流产生奋起直追或领先他人的动机

。 动力原则的运用首先要注意综合协调地运用三种动力，其

次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个体动力与集体动力的辩正关系，第三

要处理好暂时动力与持久动力之间的关系，最后则应掌握好



各种刺激量的阈值。只有这样，管理才能产生良好的效果。

3．激励原则 激励原则是以科学的手段激发人的内在潜力，

使其充分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管理中的激励就

是利用某种外部诱因的刺激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人发

挥其积极性的动力来源于内在动力、外部压力和工作吸引力

。内在动力指人本身具有的奋斗精神，外部压力指外部施加

于人的某种力量，工作吸引力指那些能够使人产生兴趣和爱

好的某种力量。运用激励原则，要采用符合人的心理活动和

行为活动规律的各种有效的激励措施个手段，并且要因人而

异，科学合理地采用各种激励方法和激励强度，从而最大程

度地发挥人的内在潜力。 三、预防原理 （一）预防原理的含

义 安全管理工作应当以预防为主，即通过有效的管理和技术

手段，减少和防止人的不安全行为和物的不安全状态出现，

从而使事故发生的概率降到最低，这就是预防原理。 预防和

善后是安全管理的两种工作方法。预防是在有可能发生意外

人身伤害或健康损害的场合，采取事前的措施，防止伤害的

发生。善后是针对事故发生以后所采取的措施和进行的处理

工作。显然，预防的工作方法是主动的、积极的，是安全管

理应该采取的主要方法。 安全管理以预防为主，其基本出发

点源自生产过程中的事故是能够预防的观点。除了自然灾害

以外，凡是由于人类自身的活动而造成的危害，总有其产生

的因果关系，探索事故的原因，采取有效的对策，原则上说

能够预防事故的发生。由于预防是事前的工作，因此正确性

和有效性就十分重要。生产系统一般都是较复杂的系统，事

故的发生既有物的方面的原因，又有人的方面的原因，事先

很难估计充分。有时，重点预防的问题没有发生，但未被重



视的问题却酿成大祸。为了使预防工作真正起到作用，一方

面要重视经验的积累，对既成事故和大量的未遂事故进行统

计分析，从中发现规律，做到有的放矢；另一方面要采用科

学的安全分析、评价技术，对生产中的人和物的不安全因素

及其后果作出准确的判断，从而实施有效的对策，预防事故

的发生。 （二）预防原理的原则 1．偶然损失原则 事故发生

的后果（人员伤亡、健康损害、物质损失等），以及后果的

大小如何，都是随机的，是难以预测的。反复发生的同类事

故，并不一定产生相同的后果，这就是事故损失的偶然性。 

对于人身事故，美国学者海因里希（Heinrich）根据调查统计

结果，得出了重伤（包括死亡）、轻伤和无伤害事件发生的

概率之比为1：29：300，称为海因里希法则。也有的事故发

生没有造成任何损失，这种事故被称为险肇事故。但若再次

发生完全类似的事故，会造成多大的损失，只能由偶然性决

定而无法预测。 根据事故损失的偶然性，可得到安全管理上

的偶然损失原则：无论事故是否造成损失，为了防止事故损

失的发生，唯一的办法是防止事故再次发生。这个原则强调

，在安全管理实践中，一定要重视各类事故，包括险肇事故

，只有连险肇事故都控制住，才能真正防止事故损失的发生

。 2．因果关系原则 因果关系是指事物之间存在着一事物是

另一事物发生的原因的关系。事故是许多因素互为因果连续

发生的最终结果。一个因素是前一因素的结果，而又是后一

因素的原因。事故的因果关系决定了事故发生的必然性，只

是时间或迟或早而已，这就是因果关系原则。 掌握事故的因

果关系，砍断事故因素的环链，就消除了事故发生的必然性

，就可能防止事故的发生。事故的必然性中包含着规律性。



必然性来自于因果关系，深入调查、了解事故因素的因果关

系，就可以发现事故发生的客观规律，从而为防止事故发生

提供依据。 从事故的因果关系中认识必然性，发现事故发生

的规律性，变不安全条件为安全条件，把事故消灭在早期起

因阶段，这就是因果关系原则的应用。 3．3E原则 造成人的

不安全行为和物的不安全状态的主要原因可归纳为技术原因

、教育原因、身体和态度的原因、管理的原因等四个方面。

针对这四个方面的原因，可以采取三种防止对策，即工程技

术（Engineering）对策、教育（Education）对策和法制

（Enforcement）对策，即所谓3E原则。 技术对策是运用工程

技术手段消除生产设施设备的不安全因素，改善作业环境条

件，完善防护与报警装置，实现生产条件的安全和卫生。教

育对策是提供各种层次的、各种形式和内容的教育和训练，

使职工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掌握安全生产所必须

的知识和技能。法制对策是利用法律、规程、标准以及规章

制度等必要的强制手段约束人们的行为，从而达到消除不重

视安全、违章作业等现象的目的。 4．本质安全化原则 本质

安全化原则来源于本质安全化理论，是指从一开始和从本质

上实现安全化，就可以从根本上消除事故发生的可能性，从

而达到预防事故发生的目的。所谓本质上实现安全化指的是

设备、设施或技术工艺含有内在的能够从根本上防止发生事

故的功能。 本质安全化是安全管理预防原理的根本体现，也

是安全管理的最高境界，实际上目前还很难达到，但是我们

应该坚持这一原则。本质安全化的含义也不仅局限于设备、

设施的本质安全化，而应扩展到诸如新建工程项目，交通运

输，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的应用。甚至包括人们的日常



生活等各个领域中。 四、强制原理 （一）强制原理的含义 采

取强制管理的手段控制人的意愿和行动，使个人的活动、行

为等受到安全管理要求的约束，从而实现有效的安全管理，

这就是强制原理。一般来说，管理均带有一定的强制性。管

理是管理者对被管理者施加作用和影响，并要求被管理者服

从其意志，满足其要求，完成其规定的任务。不强制便不能

有效地抑制被管理者的无拘个性，将其调动到符合整体管理

利益和目的的轨道上来。 安全管理需要强制性是由事故损失

的偶然性、人的“冒险”心理以及事故损失的不可挽回性所

决定的。安全强制性管理的实现，离不开严格合理的法律、

法规、标准和各级规章制度，这些法规、制度构成了安全行

为的规范。同时，还要有强有力的管理和监督体系，以保证

被管理者始终按照行为规范进行活动，一旦其行为超出规范

的约束，就要有严厉的惩处措施。 （二）强制原理的原则 1

．安全第一原则 安全第一就是要求在进行生产和其他活动的

时候把安全工作放在一切工作的首要位置。当生产和其他工

作与安全发生矛盾时，要以安全为主，生产和其他工作要服

从安全，这就是安全第一原则。 安全第一原则可以说是安全

管理的基本原则，也是我国安全生产方针的重要内容。贯彻

安全第一原则，就是要求一切经济部门和生产企业的领导者

要高度重视安全，把安全工作当作头等大事来抓，要把保证

安全作为完成各项任务、做好各项工作的前提条件。在计划

、布置、实施各项工作时首先想到安全，预先采取措施，防

止事故发生。该原则强调，必须把安全生产作为衡量企业工

作好坏的一项基本内容，作为一项有“否决权”的指标，不

安全不准进行生产。 2．监督原则 为了促使各级生产管理部



门严格执行安全法律、法规、标准和规章制度，保护职工的

安全与健康，实现安全生产，必须授权专门的部门和人员行

使监督、检查和惩罚的职责，以揭露安全工作中的问题，督

促问题的解决，追究和惩戒违章失职行为，这就是安全管理

的监督原则。 安全管理带有较多的强制性，只要求执行系统

自动贯彻实施安全法规，而缺乏强有力的监督系统去监督执

行，则法规的强制威力是难以发挥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发展，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法人，国家

与企业、企业经营者与职工之间的利益差别，在安全管理方

面也有所体现。它表现为生产与安全、效益与安全、局部效

益与社会效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矛盾。企业经营者往

往容易片面追求质量、利润、产量等，而忽视职工的安全与

健康。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设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配

备合格的监督人员，赋予必要的强制权力，以保证其履行监

督职责，保证安全管理工作落到实处。百考试题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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