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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治与法治——关于实施《安全生产法》人文环境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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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对于劣势，我们要承认它，认清它，正视它，以卓有成效的、灵活机动

的办法来克服它，化解它； 对于优势，要看到它，巩固它，结合它，以科学的、协调的务实方法来发挥它，利用它，正如诗人顾诚所说：

“黑夜给了我一双黑色的眼睛，我却要用它来寻找光明”。  

不同的文化传统造就不同的人性，弄清我们所面临的人文环境的首要条件就是首先了解在思想领域统治了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思想，以及

在其浸润下的人性状况。只有了解人性状况，才能从根本上有的放矢地做好《安全生产法》的实施工作。 

 

传统儒家思想使中国人的生活 

体现出人治的主色 

人性的善恶问题，自古就争论不休，孟子主张性善，强调以教化扬善；荀子主张性恶，强调以教化抑恶。在漫长的旧中国，儒家思想在

人们的思想领域占有绝对统治地位，它以价值判断代替了存在的判断，一厢情愿地认为人性本善，既然人性本善，也就无须再受制约，从而

也就不必推行法制，只要有明君贤相，便可保天下太平。儒家思想在给人性披上理想化外衣的同时，却对封建皇权极力推崇，甚至主张：君

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从而使人治的理念经久不衰，并延续至今。人治是一种与“法治”相对的治国主张，即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应当遵

循的道德准则为立身之本，认为国家治乱的关键在于统治者个人的道德和行为，而不是法律。 

人治在中国广为流传的同时，在地球的另一边，西方人却是不折不扣的性恶论者，他们才不相信人人都能公正、开明，要求法律面前必

须人人平等，希望通过法制的威慑抑制人性的原恶，顺利步入法治社会。虽然中国历史上法家主张法治，但那只是统治阶级的法治，是绝对

的刑法，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治，且法家思想在人们的思想领域不占统治地位。时至今日，人治依然是我们生活的主色，这就是权大于法这

一社会现象的根源，对实施《安全生产法》是极为不利的。但客观地说，人治对社会进步也起到过积极的作用，尤其是在落后的、不发达的

时期，人治往往可以更有效地维护社会秩序，更有效地服务于人类自身。人治中有德治的因素，德治应该得到鼓励，江泽民多次强调要坚持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统一，我们的行为不仅要符合法律标准，还应符合道德准则。矿区活跃着一批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坚定的

党性原则的好干部，不怕苦，不怕累，一心为职工谋利益，象煤一样默默地燃烧着自己,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儿孙。他们高尚的道德

品质为我们实施《安全生产法》提供了有利的道德条件。 

 

人性中存在着制约法律实施的 

两种病态人格 

决定一个民族进步的最主要因素是该民族的人格因素。人格指个人的尊严、价值和道德品质的总和。目前的人文环境中主要存在着两种
病态人格：官场人格和市场人格，这两种病态人格对我们实施《安全生产法》都十分不利。 



官场人格在几千年封建社会遗毒的影响下形成，有这种人格的人喜欢追逐权力，言行不一、迷信、保守、自欺欺人，“成者为王败者
寇”，“为善者讳，为长者讳”，“听话听反话，不会当傻瓜”，性格上具有忍从性，所谓“坚强，死之结也；柔弱，生之结也”。在对权
力无限敬畏的同时，处于平等地位的人与人之间却难以配合，“打仗要靠亲兄弟，上阵还得父子兵”。受官场人格的影响，人们往往只关心
对自己有管理权限的各种行政指令，对权力的推崇要远胜于对法律的敬畏，矿区职工往往也存在着这样的心理：你能管着我，我就听你的；
你管不着我，我就不买你的帐！针对这种人格特点，我们在实施《安全生产法》的过程中要重视发挥主要领导的带头作用。 

市场人格是制约我们实施《安全生产法》的又一主要病态人格。是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备的条件下，由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以金
钱至上、金钱取代一切的市场人格的入侵所造成的。市场人格的特点是信奉金钱至上，真实效应至上；信奉享乐主义，个人中心主义，心中
有把“小算盘”。受市场人格的影响，部分企业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干部职工一心想着多发奖金；个人则信奉金钱至上，有的小窑主甚至为
了花天酒地而一掷千金也不愿多买一台设备，信奉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对此，我们在实施《安全生产法》的过程中
要从严执法，加大经济处罚力度，提高其违法成本，让其意识到守法是有利的，违法是亏本的。 

 

人性状况的不平衡 

造成劳动者个性的千差万别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人们畏惧权力，“莫谈国事”的警语随处可见，社会缺乏政治内聚力；小农经济的长期存在使社会缺乏经济内聚

力；人们崇尚权力，缺乏信仰，“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社会缺乏思想文化的内聚力。旧中国一盘散沙的格局直接导致了人性状况的不平

衡，进而导致劳动者个性的千差万别。时至今日，这种情况依然存在。 

西方管理心理学中曾提出四种人性假设，即“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的人”和“复杂人”。“经济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

了最大限度满足自己的私利；“社会人”最重视在工作中与周围的人友好相处；“自我实现的人”迫切希望自己的潜力能充分发挥出来，实

现自我的最大发展；“复杂人”则表现出明显的变化性和不稳定性。 

煤矿作为法律的实施主体，广大职工干群也表现出鲜明的个性，各级领导者，不同年龄、不同岗位的职工的守法心理都不一样，需求和

动机方面也存在很大差别。有人偏重追求经济利益，有人偏重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有人更看重心情舒畅的工作环境；有人高风亮节，有人

张扬个性；有人眼光短浅，有人目标高远；有人要面子，有人讲实惠；有人重风格，有人讲奉献……林林总总，不一而足。正是这种人性的

不均衡性，往往造成同一法律条款或同一处罚力度对不同的人起到的效果差别很大，增加了《安全生产法》的实施成本，也制约了应有的实

施进度。个性和共性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辨证法的一对重要范畴，个性差异的扩大意味着共性的减少，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做到具体问题具体

分析，具体对待。在《安全生产法》实施过程中，我们应该根据不同的人性类型及时变更实施方案：对看重物质利益的人可偏重财产罚，如

罚款、没收非法所得；对爱面子的人可偏重申诫罚，如警告、记过；对上进心强的人进行声誉罚即可取得良好效果；而广泛存在的“复杂

人”对安全生产工作的影响最突出，对其必须要有应变措施，“复杂人”根据对事业和目标的态度，对待别人的态度，对待自己的态度，脾

气和情绪，思想修养，思维方法，工作习惯等方面常常表现出多样化、跳跃式的变化，对“复杂人”的违法行为可灵活运用各种处罚手段，

严重时还可追究其刑事责任。 

 

诚信缺失在一定程度上 

制约着《安全生产法》的实施 

诚信已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话题，诚信缺失的最大危害是增加了社会运转成本，制约着社会的发展。儒家思想认为人性本善，客观

上带有浓厚的理想化色彩，其最大危害是：让人误认为自私是恶的，使人们不敢承认自私，结果往往使人性产生伪善的一面，所谓“逢人只

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极易导致诚信缺失现象的产生，再加上受中庸之道和道家阴阳消长的神秘主义影响，我们总体上是缺乏信仰



的，正所谓：“闲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信仰的缺乏使有的人甚至不会为说谎而受到良心谴责。这就是当今社会诚信缺失现象的本源。

诚信缺失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对《安全生产法》的实施十分有害，比如说管理者要求进行安全投入，一些不具有专业技术或不了解实情的出资

人有时就不相信，甚至认为管理者在蒙骗他，使一些隐患不能得到及时整改。同样，安全监察人员提出的忠告，有的同志也不大相信，甚至

认为在故意刁难，人为地给安全工作造成障碍，直接影响着《安全生产法》的实施。我们在实施过程中必须树立诚信为本的思想，文明执

法，真诚服务，实事求是，表里如一，主动以自身的诚信换来别人的信任，使实施工作在相互信任，协调配合的人文氛围中进行。 

 

几千年的封建思想遗毒 

影响着法律的实施 

一是制约着人们之间的协作关系。儒家思想中有伪善的一面，“君子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嫉妒心理，道家宣扬的“小国寡民，老死不相

往来”的思想，都使人与人之间难以配合，结果往往是“打仗要靠亲兄弟，上阵还得父子兵”。在矿区，人与人之间若配合不好，有时会造

成安全生产责任制不能落实到位的情况，并通过事故的发生而表现出来，西方管理学家把这种行为叫做“责任扩散行为”，这对实施《安全

生产法》的消极影响不可小视。由于《安全生产法》的实施工作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必须靠方方面面的协同作战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要求我们在实施过程中必须加强协作，增进团结，共同做好这项工作。 

二是使人难以较真。儒家思想的复古主义，中庸之道，“知足长乐，不求甚解”的惰性思潮，道家的神秘主义，都使一部分人缺乏探求

真知、追求真理的精神，有时会使我们的工作难以较真，使“难得糊涂”的封建理念在我们的脑海中占有一席之地。对此，我们在实施过程

中必须大力倡导敢于较真，敢于碰硬的精神，认认真真、不折不扣地在做实上下功夫。 

三是削弱实施者的信心。受儒家思想影响，我们多数都是性善论者，性善论者潜意识里没有要求被拯救的欲望，再加上受中庸之道和道

家阴阳消长的思想影响，我们总体上是缺乏信仰的。我们常常是见啥信啥，道教、佛教、基督教都信，都信往往等于都不信。这在潜意识上

使人们缺乏必要的信心，由于法律的实施决不可能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有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缺乏信心是难以做好工作的。 

四是制约着人们的进取精神。求稳怕变是官场人格的主要特征之一，使我们常常表现出巨大的思维惯性，而思维惯性则表现出对新事物

的排斥，阻碍着安全生产由粗放管理向法制化道路的迈进。 

 

煤企的自身条件特点 

往往束缚了人性的发展 

煤企多处于偏僻农村，信息闭塞，劳动力来源最初也多在农村，能称得上是知识工人的人为数很少，从根源上影响了一系列新技术、新

理念的推广普及，制约着与外界进行一系列信息理念的交融。特殊的管理环境和长期固定的原始管理模式也禁锢着干群的大脑，管理者不舍

昼夜，没有节假日，职工永远是吃饭、下井、睡觉三件事。在这个知识创造财富的时代，没有科学的观念和先进的理念，光靠埋头苦干是远

远不够的。更为严重的是，由于井工煤矿的现场管理难度大，再加上受到诸多自然灾害的威协，使管理者总有一种放心不下的感觉，神经长

期高度紧张。笔者做过调查，煤矿生产矿长和安全矿长多数患有失眠、早醒、神经衰弱等症状，多数矿工由于神经高度紧张也损害了自身的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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