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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生产安全态度及其强化（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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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分析了电力生产安全态度的定义及特征，在此基础上，从社会心理学态度改变的理论和模式，

论述了电力生产安全态度强化的手段。指出把握和运用其中的规律，采取恰当的手段，则能有效、科学地去改

变(强化)人对安全的态度，以保证电力生产的安全。 

   〔关键词〕 电力生产；安全；态度；强化 

    从业人员在电力生产的各个环节，不仅会对安全产生认知，也会在认知的基础上形成一定的态度，从而决

定其后续行为，影响如何对待安全问题，也左右如何去行动和取得安全生产的效果。因此，为确保电力生产的

安全，探讨安全态度及其强化手段是十分必要的。 

1  电力生产安全态度的定义及特征 

    态度是个人对特定对象以一定方式作出反应时所持的评价性的、较稳定的内部心理倾向。电力生产安全态

度是指从业人员，包括电厂检修、运行和管理等全体人员对电力生产这个特定对象在安全方面具有价值判断和

感情色彩的心理倾向，是对安全生产意义或重要性进行估量(或评价)后所产生的某种看法、体验或意向。在心

理学的各个流派中，均肯定感情倾向是态度的基本特征。 

2  态度改变的理论和模式 

    态度的改变有质变和量变两种。一般而言，对电力生产安全的态度是肯定的，如何改变原有态度的强度，

即强化安全生产的态度，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二次世界大战后，霍夫兰和贾尼斯在耶鲁大学作了关于沟通和态度改变的研究，提出劝说情景模式下引起

态度改变的过程及其所涉及的主要因素和有关变量。通过分析态度改变的理论和模式，能够把握和运用其中的

规律，进而采取恰当的手段更为有效、科学地去改变人的态度，以达到强化电力安全生产的目的。 

    霍夫兰认为，任何态度的改变都是在人原有态度与外部存在的看法(或态度)发生差异、产生压力时引起的

内心的冲突。劝说情景下态度改变的过程有4个关联部分。 

2.1  外部刺激 

    外部刺激涉及3类因素：传达者、沟通本身和情景。传达者也称信息源，即持有不同见解并力图使别人接

受这种见解以改变态度的人或群体，其本身包括一些变量，如可信性、喜爱性等；沟通本身指传达者的信息内

容及传达方式的合理性，包含有许多变量，如信息源和目标靶原立场观点的差异程度，是否唤起恐惧，一面性

或两面性论述和新颖性等；情景即对沟通和参与活动者有附带影响的周围环境，如有无强化作用、预先警告和

分心等。 

2.2  目标靶 

    传达者要通过说服使其接受沟通信息并企望其改变态度的对象。由于人具有反作用于信息的能动性，因此

有许多因素或变量影响信息的接受。这些因素包含原有态度的信奉程度、有无防御心理以及人格中的种种变

量，如自尊心、智力等。 

2.3  中介过程 

    目标靶在外部劝说刺激和内部因素交互作用下态度变化过程的心理机制，包括信息学习、感情迁移、相符

机制和反驳。 

2.4  结果 

    或者接受沟通信息态度改变，或者抵制、贬损、曲解信息，坚持原有态度。 

    以上4个关联部分的作用模式为：在外部刺激作用下，目标靶在中介过程中，最终导致态度的改变或不

变。 

3  电力生产安全态度的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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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预防为主，落实安全措施，确保安全生产”，是中央对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决定的一

个重要要求。电力生产安全是每一个从业人员的责任，强调全员性，其态度必须高度重视。为此从态度改变的

理论和模式论述电力生产安全态度强化的手段。 

3.1  信息源(即传达者) 

    传达者可以理解为电厂管理者和安全生产直接负责部门。研究表明，不仅其劝说的内容，而且其本身许多

条件均会对成效产生不同的影响。 

3.1.1  可信性 

    被人们所信赖的程度，包括专长性和可靠性，对劝说效果具有显著的影响。担当传达者角色的人最好是在

安全生产领域中的专家，或至少是某方面的专家，利用所谓“威信转移”以达到态度改变(强化安全)的目的。

此外，传达者须注意，信息本身的内容必须权威，如原国家电力公司“二十五项反措重点要求”等，它是影响

态度变化的主要因素。 

3.1.2  喜爱性 

    传达者是否受人喜欢对于能否引起目标靶态度的改变很有关系。因而对传达者提出了较高要求，如强调个

人能力、应首先尊重和喜爱别人、恰当交替运用批评和表扬、熟悉和互补等。此外，必须注意到相似性的影

响，如果他们之间有更多的相似点，信息则更易被接受，因而可适当推荐生产一线的人员到传达者的岗位。 

3.2  沟通 

    沟通即工作的方式方法，其中研究得比较多的有4个方面。 

3.2.1  差异 

    传达者发出的态度信息和原有态度在程度上的差别。研究表明，由于中等差异引起的态度变化最大，所

以，首先必须摸清企业原安全态度的状况和水平，并根据自身的条件(如可信任)适当控制目标，逐步达到对安

全生产较高重视的态度转变。 

3.2.2  恐惧唤起 

    说明不重视安全可能导致的结果，如给国家财产带来巨大损失，对个人产生深远影响。但恐惧唤起具有

“回返效应”，也可能回到原先不在乎的态度，它与问题的性质和卷入其中的水平有关。研究表明，在多数情

况下，“恐惧唤起”可提高劝说的功效，但太强的恐惧也可能使说服的效果适得其反，当然，这还取决于与其

他因素的相互作用。如运行人员处于巨大的压力之下，反而容易出错对工作不利。因此，一般可采用中等强度

的恐惧，同时考虑其他的方式。 

3.2.3  两面性论述 

    当观点一致或对问题不熟悉时，单面论证的效果更好，如面对新上岗(入厂)的人员；如果观点不一致，面

对的问题又不熟悉，教育基础较好，两面性论述的效果远大于单面论证，这样可以减少对抗和防卫心理。因而

在进行安全教育时，尽量采用正反两种观点来强调安全的正确性和重要性。 

3.2.4  新颖与重复 

    增加熟悉性可提高对安全的吸引力和好感，利用所谓“累加效应”，同时注意内容的新颖。所以，安全要

天天讲。 

3.3  目标靶 

    目标靶如前所述，应是电力生产从业的全体。 

人是具有能动性的复杂系统，任何外部的影响都要通过目标靶自身的因素起作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3.3.1  信奉或承诺 

    一个人对某事已持有的信念与态度，若承担了义务就成为难以放弃立场的全部力量。信奉的强度受制于2

种因素：公开表态和在上述基础上采取了行动。因此，在安全生产中要求责任人公开的承诺，确实是一个有效

改变安全观念的手段。 

3.3.2  预防注射 

    已形成的关于安全的态度若从未接触过相反的意见，就易于改变，因而应有更多的论点支持，或通过相反

观点的争论去增强。如某电厂在实施“二十五项反措重点要求”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对策研讨时，一致认为拓

展了有关人员的视野，增强了安全意识，提高了对恶性事故防范的技术水平。 

3.3.3  人格因素 

    人格的因素包括自尊、智力和性别差异等。自尊是估定自己价值大小的表现，无论高自尊还是低自尊的

人，在强调安全态度的同时，传达者(管理者)都应以人为本。 

3.4  环境与情景 

    轻松的环境或有意创设的一种气氛能带给人以欢愉或快感，往往会使说服信息增加影响力。因此恰当的宣

传方式，可以给安全教育带来意外的收获，但目前安全教育方面的形式还有待改善。 

4  结束语 



    由于电力生产的特殊性，必须高度强调电力生产安全的态度，通过分析态度改变的理论和模式，把握其中

的规律，并在此基础上，采取恰当的手段，就能有效、科学地去改变(强化)人对安全的态度，以保证电力生产

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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