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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交通流量迅猛增长，道路交通运输日益繁忙，随之而来的

交通事故频发，给国家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重大损失，给成千上万的家庭带来了沉重灾

难。对于以安全为生命的道路运输企业，交通事故频发更成为企业发展壮大的硬伤和瓶颈。在安全管理

过程中，一方面，关于安全管理的新方法、新理论层出不穷;另一方面，道路运输企业却还在延用传统的

安全管理方法，理论和实践严重脱节，造成了安全管理年年抓，时时抓，安全形势却日益严峻的尴尬局

面。在事故源头之一的驾驶人管理中，这种脱节现象犹为突出，如何从根源上分析驾驶人行为习惯、情

绪变化与事故发生之间的关系，创新驾驶人安全管理方式，提高驾驶人安全行车素质，是道路运输企业

值得研究和思考的问题。 

  驾驶人在交通事故中的作用 

  在道路交通事故中，驾驶人的因素起着决定性作用，许多交通事故都是由于驾驶人的疏忽大意、操

作失误、超速行驶、违法超车、措施不当造成的。研究表明，肇事驾驶人在行车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

存在着注意力分散、疲劳过度、休息不充分、睡眠不足、酒后驾车、身体健康状况欠佳等潜在的心理、

生理原因，造成驾驶人反应迟缓，酿成交通事故。据统计，近年来属于机动车驾驶人驾驶过失造成的事

故，约占三分之二。 

  道路运输企业驾驶人管理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综合分析近期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频发原因，反映出道路运输企业在驾驶人管理中存在的诸多矛盾

和问题，具体表现在： 

  一、驾驶人入口管理存在漏洞，对驾驶人员的培训教育和管理流于形式。运输企业普遍对新招和外

聘驾驶人培训和考试把关不严，“以包代管”的现象极为普遍，驾驶人安全驾驶技能不高，安全意识不

强，超员、超速、超载等违法违规行为屡见不鲜。 

  二、对驾驶人安全教育“口号式”说教多于“实践式”培养，安全宣传教育多于安全素质和安全技

能教育，安全管理人员对驾驶人操作习惯、操作流程不明了，对他们的情绪变化、生物节律周期的动态

跟踪更无从谈起，带来了极大的事故隐患。 

  三、对行车过程动态监控不足，缺少过程控制的方法和手段，对于点多、线长、面广的道路运输，

这种“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状况很容易造成驾驶人思想麻痹、行为松懈，埋下事故隐患。 

  驾驶人安全行车素质分析与对策 

相关文章

加强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的思考 

驾驶人素质教育核心问题研究 

最新推荐

公安部交管局要求启动应急机制加强预警处置 

斑马线上演＂争夺战＂ 

易被忽视的违章行为盘点 

堵车路段注意事项 堵车不“堵心” 

易被忽视的违章行为盘点 

【央视】无证驾驶闯三关 警车追堵狂桃逃窜 

【央视】江西：醉驾肇事 撞翻车棚路人受伤 

【央视】济广高速：平阴段不能双向通行 

【央视】霍林郭勒：又降小雪 客车停运 

2012年第12期 



  驾驶人安全行车素质在道路交通安全中起着决定性作用，要提高驾驶人预防事故的能力，必须采取

有效措施，努力提高其安全行车素质。 

  一、改善驾驶人行为习惯，提高安全行车技能。许多事故发生是由于驾驶人不良驾驶习惯造成的。

有的驾驶人以自我为中心，越线超车、占线、逆向行驶、不循规让行，超速超载;有的驾驶人粗心大意，

满足于“大概”，导致看错或未能看清路面宽窄、道路标志、信号转换、车辆和行人的真正动态，造成

观察错误;有的驾驶人存有侥幸心理，在车速控制、跟车、会车、超车、转弯时，凭自己的感觉或片面经

验，缺乏数据概念和相应的安全操作常识;有的驾驶人行车图快、遇事急躁，缺乏主动避让精神，经不起

意外事件的刺激，易冲动急躁;有的驾驶人容易分心，易为一些与驾驶信息无关的新奇事物所吸引，心神

分散，注意力难于集中。这些不良驾驶习惯都是引发交通事故的诱因。 

  实践证明，培养良好的驾驶习惯是提高驾驶人安全行车素质、降低事故发生率的有效措施。道路运

输企业应采取有效措施控制驾驶人的不良驾驶习惯和不安全驾驶行为，及时对驾驶人的不安全心理及行

为进行预测和调整，从行为准则上加以诱导、在健全的制度下进行约束，根据《驾驶规范》及要求、规

定和一些有实践价值的经验,制定详细的技术标准、规范和管理制度、岗位操作规程、安全技术规程，经

常组织驾驶人进行反事故演练和培训，及时纠正驾驶人的不良行为习惯，培养驾驶人识别各类驾驶信息

的能力，使驾驶人熟练掌握不同操作程序、操作要领及相应的操作条件,掌握一般操作与特殊操作相组合

的精湛技能，使他们的操作反应动作恰到好处，动作迅速、准确，果断、自如，这样面对复杂多变的道

路环境及不同的行车条件时,才能把握要领，因地制宜,灵活变通,确保行车安全。 

  二、掌握驾驶人情绪变化，对其进行有效疏导。稳定的心理素质和良好的情绪状态是驾驶人实现车

辆安全行驶必不可少的条件，它直接影响着驾驶人的反应速度和灵敏度。 

  在行车过程中，驾驶人的积极情绪对事物的观察力和判断力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可以提高人的活

动能力，外在表现是感受力强，勤于观察，反应迅速，判断准确，动作敏捷，有利于车辆行驶安全。反

之，如果驾驶人存在忧愁、恐惧、苦恼等消极情绪时，外在表现是感受力下降、精力分散、懒于观察思

考，易开英雄车、霸道车，在遇到后车突然超车，对面来车突然逆行，自行车、摩托车突然猛拐、行人

突然横穿道路等紧急情况和突发事件时，瞬间难以做出避让动作，容易出现反应迟钝，判断失误。 

  道路运输企业在安全管理过程中，要“以人为本”进行管理，对驾驶人及时进行情感投资和情感关

怀，让员工感受到强烈的主人翁责任感，要善于获取驾驶人情绪变化的各种信息，进行各种思想和心理

教育及训练，及时疏导、化解驾驶人的消极情绪，并根据驾驶人的情绪变化合理安排其错时休息，尽量

不安排带有消极情绪的驾驶人上路行车;在日常安全教育中，也要注意安排一些心理辅导课程，对驾驶人

进行一些有计划的心理培训辅导，让他们能够自觉调整情绪，尤其是在行车过程中，遇到突发的情绪变

化，要能够迅速转移、化解，不要让消极情绪影响到行车安全。 

  三、对行车过程实施动态控制，第一时间消除事故隐患。道路运输点多、线长、面广，很容易造成

运输生产过程失控，在漫长的行车过程中，驾驶人完全处于安全管理人员的控制范围之外，极易发生超

载、超速、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管理人员往往鞭长莫及，对这些违规行为束手无策。 

  随着在电子监控技术的发展和GPS技术的应用，对车辆的动态监控已逐步成为可能。通过GPS不仅可

以对车辆进行实时监控，发现违法可立即通知改正，还可以抓拍车厢图片，通过无线网络传至GPS监控中

心，实现对客车的超速、超时驾驶和超载行为的全面监控。运输企业可充分利用车辆数据库、从业人员

数据库、违法处罚信息系统、运输统计信息系统等，及时掌握第一手运输信息数据，用科技手段强化安

全管理，实现由粗放型安全管理向规范化安全管理的转变。在此基础上，运输企业还可以借助更高层次

的监控中心，与公安交警、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联网，实现企业与行业、企业与企业间GPS数据共享，

实现车辆动态监控的科技化，使运输企业对驾驶人的安全操作行为管理成为一个可测、可控的动态管理

过程。 

  安全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道路运输企业应把住驾驶人管理这个源头，进行全员、全方位、全过程

控制，筑起牢固的安全防护网，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加密、加牢、加固，为企业构建起一座坚实的安全堡

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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