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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論 

1.1 研究動機與目的 

    安全是指人的身心免受外界不利因素影響的存在狀態(包括健康

狀況)及其保障條件。安全對人的身心安全(含健康)而言，不僅僅是

人的軀體不受傷害、不生病、不死亡，而且還要保障人的心理的安全

和健康。隨著社會文明、科技進步、經濟發展、生活逐步富裕，對安

全需求的水平和質量就有了具有新的時代感的内容和標準。安全文化

則是人類為預防和减少災害、事故，在生活、生存、生產以及科學實

踐中所創造的，目的在於保護人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以及保護國

家和個人財產安全的物質文明和精神文明财富的總和。建築企業從事

的建築施工屬於高危險行業，事故率較高，如何加强安全管理，建立

卓有成效的建築企業安全文化一直是建築業的重要研究课题。 

    現代制度化和科學化，同時要確實加强勞工的安全意識及安全文

化素質，建立健全企業安全文化體系，實現從“要我安全＂向“我要

安全＂“我會安全＂的根本轉變，為施工企業安全形勢的根本性好轉

带來轉機。筆者所在的建築師事務所，常年對“安全＂這一個主题非

常重視，但如何建立更全面的安全管理體系，制定更有效的安全管理

制度，特别是如何加强企業安全文化體系的建設是吾待解决的現實問

题。 

1.2 國内外研究现状 

    建築施工行業與建造業等其他行業相比，事故率高而且事故後果

嚴重。因此，建築施工一直被認為是高風險行業。許多工程和專家學

者一直致力於該領域的研究。 

1.3 本文研究的意義 

    安全文化理論是20世紀08年代中期才提出和發展研究的課題。雖

然有關安全文化理論方面的研究已經取得了一定的進展，但是安全文



化理論在建築企業方面的應用，還存在許多空白處需要研究和開發。

因此建築企業安全文化建設理論研究具有一定的前沿性。 

隨著建築市場的逐步规範，建築企業的安全施工能力變得越来越重

要。安全施工與企業的聲譽及利益息息相關，企業要在激烈的競爭中

立足，安全施工是基礎。另外，隨著我國的建築企業發展己經進入新

的歷史時期，利潤不再是企業存在的唯一目標。“人本管理＂的觀念

己經深植於管理者的腦海之中，因此，安全施工成為企業發展永恒的

主题，管理者思考永恒的話题。因此，建築企業安全文化建設的實踐

探索有助於企業探索一條科學的安全管理之路，對企業的發展具有重

要的現實意義。 

1.4 論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 

L4.1 主要内容 

    本文在廣泛進行了有關建築安全管理、建築安全技術、企業文

化、安全文化、安全系统工程等方面的文獻研究基礎上，探索了建築

企業安全文化建設的理論和實踐。並在建築企業安全文化建設理論的

指導下，提出了筆者所在的建築企業安全文化建設的系统架構和建設

模式，制定了公司安全管理制度，用實踐對建築企業安全文化建設理

論進行了驗證。 

1.4.2 研究方法 

    本文採用理論和實踐相结合的方法進行研究。（架構圖略） 

第二章 文獻探討（略） 

第三章 我國建築安全管理現狀 

    建築業作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是經濟發展的晴雨表，對國家

發展起重要作用。然而，由於施工人員的流動性，建築產品的單件性

以及產品類型的多樣性，使得建築施工過程存在著極大的不確定性。

再加之我國建築安全管理體制還不够完善，建築市場競爭過度激烈，

以及建築業從業人员的生命意識、安全意識、维權意識還比較淡薄，

導致建築業安全事故不斷，嚴重限制了建築業的健康發展。因此，必

須對我國建築業全管理現狀進行全面分析。 



3.1 我國的安全生產管理體制 

    完善安全管理體制，建立健全安全管理制度、安全管理機構和安

全生產責任制是安全管理的重要内容，也是實現安全生產目標管理的

组織保證。 

3.2 建築安全生產的基本制度和行業管理现状 

3.2.1 基本制度 

    常見的幾種基本制度有:安全施工責任制度:指將各種不同的安

全責任落實到負責有安全管理責任的人員和具體工作崗位人員。在建

築活動中，只有明確安全責任，分工負責，才能形成完整有效的安全

管理體系，激發每個人的安全責任感，嚴格執行建築安全管理法律、

法規、技術規範，防患於未然，减少和杜绝建築工程事故，為建築工

程的生產創造良好環境。 

    傷亡事故處理報告制度:要求施工中發生事故時，建築企業應當

採取緊急措施减少人员傷亡和事故損失，並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及時向

有關部門報告。事故處理要遵循一定的程序。 

3.2.3 建築企業安全管理的主要内容 

    安全施工管理是建築企業管理體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築企業

對施工現場安全風險的管理，需由企業各個部門配合，全體員工参與， 

各階段，採取法律、行政、經濟、技術和教育等各項手段，運用科學

管理的理論、程序和方法，確保建築施工的安全。 

建築企業實行安全管理的主要内容有: 

（1）事前控制，建築企業要想建立有效的安全管理體系，首先要在

企業全體員工間建立“安全第一＂的生產意識，這就要求企業豎立正

確的企業安全文化觀，全體員工不斷認真學習各項規定，努力提高全

員安全意識和自我保護意識。 

（2）職責分明，各負其責，施工單位應當制定安全生產規章制度和

操作規程，保證本單位安全所需资金的投入，對所承擔的建設工程應

當定期和專項安全檢查，並做好安全檢查记錄。 

（3）建立完善的安全保證體系，以安全為目的，有確定组織結構，



有明確的活動内容，配備必須的人員、資金、設施和設備，依照法規

要求所開展的管理活動的整體體系。 

（4）建立安全檢查制度,為了保證建築安全運行的有效性，施工應该

進行定期和不定期的檢查，它是識别和發現不安全因素，揭示和消除

事故隱患，加强防護的重要手段，主要内容包括:檢查企業和施工現

場安全制度的建立和執行情况；檢查職工安全教育的落實情况;檢查

施工現場安全隱患和落實整體情况；檢查安全事故的處理和防範工

作。從事建築施工的过程中，不僅要追求經濟利益，還要兼顧員工、

消費者、社會公眾乃至國家的利益，並對此承擔一定的责任。 

第四章 安全文化理論综述 

4.1 安全文化的基本概念 

4.1.1 安全文化的定義 

    安全文化有許多不同的定義，如:安全文化是國家和企業對待安

全的態度和方法的總和。從深層次上来講，现代價值觀和本質安全化

以及安全準則的總和構成了安全文化；安全文化是人們的安全價值觀

和安全行為準則的總和。安全文化是人民大眾經過長期實踐，通過不

斷豐富的安全實踐活动和經驗累積，通過安全科學技術的研究以及安

全管理的實際體驗而提出的一個科學概念；總而言之，安全文化是人

類為預防和减少災害、事故，在生活、生存、以及科學實踐中所創造

的，目的在於保護人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以及保護國家和個人財

產安全的物質文明和精神文明财富的總和。 

4.L.2 安全文化的結構層次 

    文化具有時間性和空間性，安全文化亦然。從時間上，安全文化

按照時間發展經過產生、發展、變遷可以劃分為多個層次，即安全文

化的歷史層面，如古代、近代和現代安全文化。從空間上看，安全文

化也是多層次的，安全文化的空間層次可分为表層結構、中層結構和

深層結構。表層安全文化是以物質或物化形態表現的，它是外顯的，

是摸得着，看得見的，如各種工作服、工作手套、口罩、安全帽、安

全带、绝缘鞋、安全標誌牌、安全徽標⋯ 深層安全文化是以人的意識



形態來表現得，就是人們常說的安全精神文化。它是無形的、内隱的、

不易覺察、抽象並须經過物化後才能直接有益於安全活動的理論、科

學、思想、信仰等，它是蘊藏在頭腦中的各種觀念。 

4.2 安全文化與企業安全管理的關係 

4.2.1安全文化與企業安全管理的連繫 

    管理產於人類生產活動的實踐中，是生產力發展到一定水平的產

物，是人類共同勞動、生存的需要。管理是生產力的基本组織成分之

一，即其自然屬性；它又是一定的生產關係，即其社會屬性。企業是

現代經濟的細胞和基本單位，企業的一切經營活動必須通過某種機制

和方法進行管理，方能達到預期的效能目標。管理離不開文化，也可

以說不同的文化背景就有不同的管理理論和方法，而管理的進步實際

上是一種文化現象，管理也屬於文化的範疇。安全管理的效能發揮離

不開管理的主體、對象，其最根本的决定因素是人，即管理者和被管

理者；他們的安全文化素質及其安全文化環境直接影響管理的機制 

和能接受的方法。企業安全管理是企業安全文化的一種表現形式，是

企業安全文化在企業安全管理中的某些經驗化、理性化不斷發展和優

化的體現，科學的企業安全管理也屬於企業安全文化建設的範疇。企

業安全文化或特定的安全文化人文環境也會形成或造就企業特殊的

安全管理模式。無論是企業的决策層、管理層、執行層，他們對自己

的安全意識、態度、認知、信念、價值觀，他們所具有的安全物質環

境及各自具有的安全知識和操作技能都是企業安全管理的基礎。企業

安全文化不僅在安全科技的物質領域，還在人對安全的生理、心理、

社會、道德、習俗、修養等無形的上層建築的精神領域為現代企業安

全管理提供了順應時代發展的基礎和成長的背景(環境)。 

4.2.2 安全文化與企業安全管理的差别 

    安全文化與企業安全管理有其内在的連繫，但安全文化不是纯粹

的安全管理，企業安全文化也不是企業安全管理。企業管理是有投

入、有產出、有目標、有實踐的生產經營活動全過程。企業安全管理

是企業管理全過程中的同步進行子功能系统，企業安全文化是企業安



全管理的基礎和背景，是理念和精神支柱，企業安全管理的哲学、管

理者與被管理者的安全素养、安全管理的倫理道德等這些無形的高尚

境界都需用安全來培養、影響和造就。安全文化與企業安全管理互相

不可取代。安全文化與企業安全管理雖然都是為了人的安全和健康，

但各自的目標值和廣度及深度大不相同。比較項目安全文化企業安全

管理涉及的主要對象全員、全民、全社會、勞動者、生產經營活動人

員、雇員、企業範圍及環境生產、生活、生存領域(包括自然的、人

為的生產環境和非生產環境)企業安全生產經營活動全過程的時間和

地方追求安全與健康的程度。 

第五章 建築企業安全文化建设 

5.1 建築企業安全文化的概念及特點 

    企業安全文化是指企業在長期安全施工和經營活動中，逐步形成

的或有意識塑造的被全體员工接受遵循的、具有企業特色的安全思想

和意識、安全作風和態度、安全規章制度與安全管理機制及行為規

範；企業生產和奮鬥的安全目標、安全進取精神和生活環境與條件、

安全生產的企業形象；安全的價值觀、安全的審美觀、安全的心理素

質和企業的安全風貌、習俗等種種種企業安全物質因素和安全精神因

素的總和。建築企業安全文化是安全文化的组成部分，同時也是建築

企業文化的重要内涵之一，其特點表现為: 

（1）建築企業安全文化以人為本，以保護員工安全與健康為宗旨。

它提倡“愛＂與“護＂，以“靈性管理＂為中心，以員工安全文化素

質為基礎。它所形成的生產價值與員工的生命價值在安全取向上统一

的觀念和企業安全行為規範，可以激勵、引導、培育員工安全生產的

態度和敬業精神，建立起“安全第一，預防為主＂，“尊重人、關心

人、爱護人＂“珍惜生命、文明生產＂，“保護員工在施工經營活動

中的身心安全與健康＂的安全文化氛圍，它是一種廣施仁愛、尊重人

權、保護員工的安全與健康的文化。（2）建築企業安全文化具有廣

泛的社會性企業員工在從事施工活動和日常生活中，處處都有安全問

题，如施工作業安全、交通安全、防火安全、防疾病、防觸電、防意



外傷害等等，都需要有相應的安全技術和制度規範來幫助解决。員工

對安全的需要，按馬斯洛的“需要層次論＂来講，僅次於生理需要，

占第二位。員工的一生中不論兒時、少年、青年、中年、老年，都隨

時在接受安全文化的教育、影響、熏陶。（3）建築企業安全文化具

有超前性建築企業安全文化注重预防预測、未雨绸缪、居安思危、防

患於未然。企業安全文化所運用的“風險論＂這一防災理論就强調對

風險的主觀預防性;“控制論＂强調了控制技術對预防事故的作用:

“系統論＂强调本質化安全;“安全相對論＂强調重視安全標準和安

全技術措施的時效性，上述幾種理論都體現以預防預測為重點。建築

企業對施工現場、機械設備實行安全評價，在計畫、佈置、檢查、總

結、評比生產工作的同時，不忘安全工作，在新建、擴建、改建工程

中，安全設施要同時設计、同時施工、同時時投產，從本質上消除事

故隱患，為建設單位提供優質的施工產品和構築。（4）建築企業安

全文化具有豐富的知識性建築企業安全文化是生產經營和生活安全

知識的豐富經驗。建築企業安全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對企業大

量的工觴事故和非工觴事故進行调查、分析、處理，找出事故發生的

直接原因和間接原因，並對這些事故進行統計，從中找出事故發生發

展的規律，以利於採用行之有效的防範措施，杜绝類似事故的重複發

生。同時建築企業安全文化還借鑒國内外其他行業或企業的安全文化

經驗，不斷完善、豐富自己的内容。建築企業安全文化是建立在“亡

羊補牢，為時未晚＂“前車之覆，後車之鑒＂的思想基礎上，它是企

業多年來血和生命代價的教訓，又是企業成功發展安全管理的經驗總

结。（5）建築企業安全文化具有鲜明的目的性，其目的就是要提高

企業員工的安全文化素質，增强員工的安全意識，實現員工的安全需

要，確保員工的身心安全與健康，同時保護企業的財產不受經濟損

失，從而對企業和國家的經濟建設起著重要的保障作用。另一方面，

從企業安全文化内容本身來看，它不是一般性的文化，而是和企業安

全管理論實踐密不可分的。（6）建築企業安全文化侧重點突出建築

企業安全文化特别强調企業的安全形象、企業安全奮鬥目標和敬業精



神、安全價值觀和企業的安全施工生產、施工產品的安全質量等企業

安全意識，更强調保障企業員工在施工經營活動中的身心安全與健

康，所以對員工能產生很强的吸引力和凝聚力。 

5.2 建築企業安全文化的功能 

    建築企業安全文化是建築企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調人的價

值與生產價值的統一，安全價值與經濟效益、社會效益的統一，它的

目標與企業文化的目標吻合，因此具有企業文化的基本功能。（1）

導向功能企業安全文化反映了企業整體的安全價值觀和共同的利

益，它一旦在企業中形成，就具有一種導向功能。通過企業安全文化，

培育廣大員工正確、合理的安全意識、信念、道德、目標、行為準則

等，给企業在生產經營和日常生活活動中提供正確的指導思想和精神

力量，使企業員工都能成為生產和生活的安全因素，使安全成為企業

和員工的行為取向。（2）凝聚功能當一種企業安全文化的價值觀被

企業成員認同之後，它就會成為一種黏合劑，從各方面把成員團結起

來，形成巨大的向心力和凝聚力，這就是文化力的凝聚功能。安全文

化通過改變人們的工作、生活以及娛樂方式，使人們融合於安全文化

之中，形成團體凝聚力。（3）規範功能，規範功能是指文化力對企

業每個成員的思想和行為具有的約束和規範作用。企業安全文化中的

安全規章、制度、條款、安全倫理等一些企業内在“法規＂形式，對

每個職工的安全思想和行為都有約束的功能。企業安全文化既對員工

規定具體的硬性要求，同時還採用一種感情化的形式、安全道德準則

的軟約束，以及一種由員工安全心理約束的安全管理。（4）輻射功

能優秀、先進的企業安全文化能够以點带面向周圍輻射，影響到其他

企業、行業和地區，即具有一定的輻射功能。（5） 激勵功能文化力

的激勵功能，指的是文化力能使企業成員從内心產生一種情绪高昂、

奮發進取的效應。安全文化通過發揮人的主動性、創造性、職級性、

智慧能力，使人產生激勵作用。 

5.3 建築企業安全文化的结構層次 

    建築企業安全文化的結構是指建築企業安全文化各個组成部份



的相互關係及相互影響。根據建築企業特點及安全文化的層次結構，

從企業文化的角度来看，結構由四個層次组成:建築企業安全物態文

化、建築企業安全行為文化、建築企業安全管理制度文化以及建築企

業安全觀念文化，又稱建築企業安全文化的物質層、行為層、制度層

和精神層。也有人將建築企業安全文化劃分為安全物質文化、安全制

度文化、安全價值規範文化和安全精神文化。 

5.4 建築企業安全文化的内涵 

    建築企業安全文化應包含:（1）建築企業安全觀念文化安全觀念 

文化主要是指決策者和大眾共同接受的安全意識、安全理念、安全價

值標準。安全觀念文化是安全文化的核心和靈魂，是形成和提高安全

行為文化、制度文化和物態文化的基礎和原因。建築企業安全觀念文

化是企業員工在外部客觀世界和自身内心世界對安全的認識能力與

辨識結果的综合體現，是員工長期實踐形成的心理思維的產物。（2） 

建築企業安全管理制度文化是指企業為了安全施工，保護員工安全健

康和企業财產不受損失而形成的各種安全規章制度、安全操作規程

等。（3）建築企業安全行為文化是指在安全觀念文化指導下，人們

在生活和生產過程中的安全行為準則、思維方式、行為模式的表现。

（4）建築企安全物態文化是安全文化的表層部份，它是形成觀念文

化和行為文化的條件。從安全物態文化中往往能體現出組織或企業領

導的安全認識和態度，反映出企業安全管理的理念和哲学。 

5.5 建築企業安全文化的具體内容 

    建築企業安全文化的實質就是以人為本，以文化為手段，以激發

员工自覺保護身心安全與健康為目的。 

5.5.1 建築企業安全文化的顯性内容 

    建築企業安全文化的顯性内容就是以精神的物化產品和精神性

行為表現出來的，員工通過直觀的視聽器官能感受到的，又符合企業

安全文化實質的内容。 

5.5.2 建築企業安全文化的隱性内容 

    建築企業安全文化的隱性内容包括企業安全哲學、企業安全精



神、安全價值觀念、安全道德、安全風尚、安全目標等。 

5.6 建築企業安全文化的建设 

5.6.1 建築企業安全文化建設的原则 

    由於各企業的技術經濟特點和人员素質水平的不同，各自的生產

經營方式、經營策略存在著差異，各自的安全管理傳統和施工作業的

環境也有很大區别，因而企業安全文化的形成過程也不一樣。 

5.6.2 建築企業安全文化建设的基本思路 

    （1）引導員工樹立正確的安全價值觀，安全文化的核心是“以

人為為本＂，實現人的安全價值。（2）建立健全並認真執行安全制

度和安全規範安全文化在人們生產活動中的重要體現是安全行為文

化，而安全制度和安全规範是人們的行為準則。（3）强化安全教育

和培訓安全教育，能够促進企業員工的安全文化素質不斷提高、安全

風氣不斷優化、安全精神需求不斷發展。（4）提高裝置本質化安全

程度生產裝置的本質安全是企業安全文化在物質方面的重要體現。

（5）改善施工现場安全環境，良好的工作環境，有利於員工的身心

健康和裝置安全生產。 

第六章 結論 

    安全施工是建築企業經濟持續、穩定、快速、健康發展的根本保

證，是维護企業穩定發展的重要前提。傳統的安全管理方式，依靠經

驗型管理，注重嚴格的安全管理制度，即“硬體管理＂。它是安全管

理的制度保障，但它也具有一定的缺陷，就是這種管理只會赢得員工

的服從，而不能培植員工预防事故、消除隱患的自覺性。企業安全文

化作為一種新型的安全生產管理體系，是安全生產管理得基礎。只有

通過建築企業安全文化建設，使員工的安全文化素質提高，能够實現

從“要我安全＂到“我要安全＂、“我會安全＂的轉變，施工的安全

形勢才會有根本性好轉。因此，建築企業安全文化建設勢在必行。 

安全文化的形成與發展需要企業各方面的努力和全體職工的認同，並

隨著企業的發展不斷更新和完善。要想真正建設好建築企業的安全文

化，並不斷將其推動和發展，就不能僅停留在對安全文化理念的空洞



宣教上，也不能僅著眼於局部的、個别的文化形式，而應該不斷探求

適合本企業的建設模式，制定不同时期的發展目標並採用各種方式去

實現。為了把建築企業安全文化的發展落實，必须採取科學化的、系

統化的方法對待安全文化建設問题，並且建立使企業安全文化由低级

向高级不斷發展完善的機制。由於安全文化本身的複雜性，涉及的方

面很廣，而本人的理論知識及實際經驗有限，本論文還有許多不足和

不完善的地方，敬請批評指正，以利今後工作的改善。 

參考文獻 

1、Chia-Wen Liao & Yeng-Horng Perng (2007)，「Data mining for 

occupational injuries in the Taiwan construction industry」，SAFETY 

SCIENCE。 

2、洪春吉，「台灣地區中日美企業之企業文化比較」，國立台灣大

學商學研究所博士論文，民國八十一年。 

3、袁宇煕(2005)，「製造業安全文化評估之研究-以個案企業為例」，

南台科技大學，技職教育與人力資源發展研究所，碩士論文，民國九

十四年。 

4、蔡忠恕，「DMAIC 安全文化管理」模式應用在高科技產業實例，

國立成功大學工程管理碩士在職專班，碩士論文，民國九十三年。 

5、王正興，「不同的企業文化類型下，組織結構與經營績效之關聯

性研究」靜宜大學企業管理研究所，碩士論文，民國九十一年。 

6、莊文隆，「企業文化認知、變革措施態度與組織承諾關係之研究」，

靜宜大學企業管理研究所，碩士論文，民國九十一年。。 

7、洪經綸，「安全文化評量技術教具」，財團法人台灣產業服務基

金會，民國九十三年。 

8、吳質瑩、洪經綸、陳文輝、吳振華，「以安全文化評量工具推動

安全衛生管理實務探討」，經濟部工業局，民國九十三年。 

9、蔡永銘、謝賢書、蔡莉娟、何三平、許尚華，「安全文化理論」

中華民國風險管理學會，民國九十五年。 

10、郭建志，「營造業組織安全管理之研究-安全文化成效評估」，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勞工安全衛生研究所，民國九十一年。 

11、曹常成，「營造業勞工不安全行為現況調查」， 行政院勞工委

員會勞工安全衛生研究所，民國九十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