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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强化安全管理是企业安全生产的重要保障。 目前，企

业安全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事故管理 [1-2]、传统管理 [3-7]、
系统管理 [8-10]、评价 [11-13]等方面，而对企业安全管理根源问

题的关注较少。一些学者虽已经使用企业能力分析方法来

力求解决这一问题 [14-16]，分析企业安全管理能力的变化，以

揭示企业安全管理的根本原因。 但是，已有的研究文献在

对企业安全能力进行分析时， 对安全知识作用的发挥，只

是给出了简要介绍，而没有说明具体的能力增长机理与机

制。企业安全管理能力是企业对由员工、设备、物料、制度、
环境组成的安全系统进行协调控制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

一组知识与技能的集合 [17]。 由于它是分层的，因此对能力

的分层研究有利于更好地揭示其本质[18-19]。从系统的角度，
可以从潜在能力和现实能力两个层次加以研究：潜在能力

是一种能力基础，取决于安全知识积累量；现实能力是一

种能力表象，更多地体现为安全知识耦合程度。 本文将对

安全知识的这两种作用方式及其影响效应进行研究，揭示

企业安全管理能力增长问题。

1 安全知识积累及其影响效应

员工安全知识、设备与防护安全知识、环境安全知识、
安全制度知识这 4 类安全知识具有不同的特点，积累过程

各不相同；各类安全知识在积累过程中的不同特点，又使

企业安全管理能力增长过程呈现特定规律。
1.1 安全知识积累过程

（1）员工安全知识积累。 它是企业员工通过个体层次

的经验积累、团队层次的知识交流及组织层次的知识推广

等方式来实现。 在员工安全知识积累过程中，企业中的个

体通过学习可以获得经验型的安全知识；在团队良好的知

识交流氛围的影响下，获得的安全知识会为团队中其他员

工所掌握，使团队中的所有成员都获得该项知识；在企业

激励与约束制度的影响下，该项知识又会在整个组织中得

到推广，成为组织的知识。从 3 个层次的学习过程中，可实

现员工安全知识积累。
（2）设备与防护安全知识积累。 它是通过对设备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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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逐步了解与掌握过程实现。 该过程的完成，首先需要

企业员工阅读相应的设备操作规程或接受相应的安全培

训，使个体获得该项知识，在个体层次实现知识积累；获得

该项知识的个体在与班组成员交流时，把获得的知识在团

队中进行交流，又使团队获得知识积累；团队还会把获得

的设备与防护安全知识形成文件，以格式化的显性知识的

形式向组织层次转移，使之成为组织知识，实现组织层次

的知识积累。 通过这些学习过程，可实现设备与防护安全

知识的积累。
（3）环境安全知识积累。 它是与企业生产活动密切相

关的知识，可以通过技术引进或自主开发的形式，在企业

开始生产活动前就获得该项知识。 同时，环境安全知识也

会随着生产活动的变化而变化。 企业在生产实践过程中，
还需要结合对企业生产活动现场的准确分析来修正该项

知识。 通过这些学习过程，可实现环境安全知识的积累。
（4）安全制度知识积累。 它包括对产生于企业外部和

内部两方面安全制度知识的积累。对于产生于企业外部的

安全制度知识， 企业需要选派相应人员接受安全培训，或

购买安全制度资料然后由相应的员工学习掌握该项知识。
所以，安全制度知识积累始于个体层次学习，先由企业中

的一部分员工掌握该项知识，然后再向团队或组织中其他

个体传授知识，使此项知识在团队层次和组织层次上获得

积累。 对于产生于企业内部的安全制度知识，它本身就是

企业安全经验的总结，是个体层次知识积累的结果，经过

了团队层次和组织层次的学习行为，最终以安全制度的形

式固定下来。 通过这些过程可实现安全制度知识的积累。
1.2 安全知识积累的影响效应

通过安全知识积累可以使潜在能力获得增长，但要遵

循一定的规律。依据经济学边际收益递减规律 [20-21]，单纯增

加一个要素投入，而其它要素投入增长速度为零，那么整

体增长速度一定要小于该要素增长速度。安全知识积累效

应也是如此，企业安全管理能力的增长要依靠各类安全知

识均衡积累，而不能偏重某一方面；此外，企业从外界环境

吸收安全知识需要一定的时间，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获得较

多的安全知识积累，所以其作用存在“滞后效应”；而当企

业安全管理能力得到增长后，其安全知识积累作用也会相

应增强，即存在“加速效应”。这些效应的存在，使安全知识

积累作用存在复杂性，需要予以关注。

2 安全知识耦合及其影响效应

安全知识耦合是累积的安全知识在企业中得以运用

的实践过程。 企业不同层次主体通过安全知识耦合过程，
改变了组织中各个层次主体的不安全行为，从而使静态安

全知识转变成为动态安全管理能力，即使企业安全管理能

力得到增长。
2.1 安全知识耦合过程

（1）个体层次学习实现的安全知识耦合。 个体是组织

中创造、储存和使用知识的基本单元，他在工作实践中利

用积累的安全知识指导行为，从而实现个体层次上的安全

知识耦合。 个体层次学习中安全知识耦合表现为如下行

为：一是把从各种渠道学习到的事故经验、安全操作规程

或安全科技成果转化为隐性知识，提高自身的安全知识水

平；二是把获取的安全知识进行思维加工，形成自己的知

识体系，用以指导其安全行为；三是通过工作实践，把经过

验证的知识纳入个体记忆，形成个体独有的安全知识。 通

过这些过程，该个体把安全知识应用于实践活动，改善其

不安全行为，可实现安全知识在个体层次上的耦合。
（2）团队层次学习实现的安全知识耦合。团队是组织中

具有相对完整功能的最小单元，是知识交流的基本单位 [22]。
团队在解决团队面临的问题时，需要团队成员共同讨论以

形成解决方案，这样就在团队成员掌握知识的基础上形成

了新的解决办法， 实现了安全知识在团队层次上的耦合。
为了保证团队中的成员能够毫无保留地贡献各自积累的

知识，团队需要采取适当的激励措施，增加个体交流知识

的动力，如正式的管理制度、良好的安全文化氛围等，以保

障团队层次安全知识耦合的顺利进行。
（3）组织层次学习实现的安全知识耦合。 组织层次上

的知识耦合是指组织通过正式的沟通渠道，使得组织中的

个体或团队能够就组织某一问题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提

高组织解决问题的能力，逐步减少组织的不安全行为。 如

可以通过正式的管理制度使组织中普遍存在的消极学习

转化为积极学习 [23]。 组织层次学习安全知识耦合的关键就

在于建立这些正式的沟通制度，保障组织安全知识交流的

渠道畅通。
2.2 安全知识耦合的影响效应

减少个体、团队和组织不安全行为可以有效地降低事

故率，使企业安全生产状况得以改善。笔者认为，通过 3 个

层次的学习行为可以有效地减少个体、团队与组织的不安

全行为，使企业现实安全管理能力得到增长。
（1）安全知识耦合与个体不安全行为。 个体不安全行

为，是指个体对影响安全性的外界刺激的反应 [24]。 通过个

体层次的安全知识耦合，安全知识转变为个体记忆，成为

指导个体行为的知识，实现对个体不安全行为的改变。 由

于个体层次学习不仅取决于个体学习的效率，还取决于团

队与组织向个体进行知识转移的概率，所以企业不仅要促

进个体自主学习行为，还应提高团队和组织向个体进行安

全知识转移概率，促使团队中其他成员的安全经验、整个

组织的安全知识与该成员的个体安全知识进行耦合，克服

个人自主学习的局限性，有效地改变个体不安全行为。
（2）安全知识耦合与团队不安全行为。 团队不安全行

为形成于团队工作实践，以团队成员的习惯性违章行为表

现出来。 团队层次学习不仅取决于其自身学习的效率，还

取决于团队中的个体、团队所属的组织向该团队转移知识

的概率。 企业不但要规定团队内部的学习行为，还应促使

整个组织的安全知识向团队转移，实现组织层次安全知识

与团队层次安全知识的耦合，识别与纠正团队的不安全行

为；此外，还应采取措施促使团队成员相互交流，提高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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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知识向团队转移的概率，实现个体安全知识与团队安

全知识的耦合，改变团队不安全行为。
（3）安全知识耦合与组织不安全行为。 组织不安全行

为，是指企业的安全制度、操作程序或战略决策中存在的

缺陷或错误。 当前，企业一般通过两种形式改正组织的不

安全行为：一是通过重大事故后的全员教育，这是一种非

常规的学习方式；二是通过定期的安全大检查，这是一种

制度型的学习方式。 前一种方式可以通过事故的形式，把

组织中存在的隐患暴露出来，其影响效果较大，但不系统

且需付出较大代价；后一种方式比较系统，但影响效果较

差且容易流于形式。 因此需要把两者有效地结合。 应建立

适当渠道，把员工或基层单位积累的事故隐患汇聚为组织

知识，在安全生产实践中实现知识耦合；此外，还需要把汇

聚的知识以文件形式制度化地向员工或基层单位转移，使

企业层次安全知识与个体安全知识及团队安全知识相耦

合，减少整个组织不安全行为。

3 结论

企业安全管理的根源在于提高企业能力，而企业能力

具有知识属性 ［25］。本文从知识积累与知识耦合两个方面研

究了企业安全管理能力增长问题。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企

业安全管理能力属于系统能力，安全知识积累与安全知识

耦合构成了能力增长作用；第二，企业安全管理能力的增

长基础依靠各类安全知识均衡积累，安全知识积累作用存

在“滞后效应”与“加速效应”；第三，企业不同层次主体通

过安全知识耦合过程可减少组织中各个层次主体的不安

全行为，使企业安全管理能力得到增长。 这些研究成果为

企业提高安全管理水平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但研究中尚

缺少量化验证，这有待在未来研究中进一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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