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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改革开放以来，安全生产工作引起广大人民群众和国家各级政府的高度关注和空前重视。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我国要坚持包括“清洁发展、节约发展、安全发展”在内的科学发展观，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央政治局2006年3月27日举行的第30次集体学习会议上强调：“高度重视和
切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是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
求。
”该讲话充分体现了当前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地位。
适应于这种社会形势的要求，我国安全科学的研究成果不断增多，安全工程专业教育蓬勃开展。
但是，现阶段我国安全生产科学技术的水平仍然不高，安全工程高级专业人才的培养也不能充分满足
社会生产实际的需要，二者的提升和发展均成为紧迫的任务。
作为安全工程专业教育领域具有悠久历史的团队，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安全与环境工程学院一向重视安
全科学与工程技术研究工作，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学院的科研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为安全科学
技术的进步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与此同时，科学研究工作带动和促进了学院本科生和研究生教学水平的不断提高。
本论文集所收录的论文，就是近年来学院的研究生导师、教师和研究生在安全工程专业的科学研究和
教学研究方面的部分成果的总结与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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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部分特邀论文安全工程学科建设的思考1安全工程学科发展现状如前所述，绝大多数高校
的安全工程学科都是在2003年以后开设的，各个学校根据自己的特点与对安全工程学科发展的认识，
采取了不同的发展模式。
对目前常见的三种模式简述如下。
1-1大安全与通才式培养安全科学被广泛认为是一门以自然科学为基础，与社会科学结合，研究事故发
生发展规律的、跨门类的综合性科学。
来自各行各业的需求及“跨门类综合性科学”的属性，面向所有行业或几个行业的“大安全”的观点
，在安全科学技术教育界一直广为推崇，并认为是安全工程学科以后主导的发展方向。
“大安全”普遍的观点，是指根据安全科学基本方法与理论，构建出一种适用于各行业(或主要行业)
的基础课、专业基础课的培养方案，以适应市场广泛的需求。
“大安全”观点目前分两类：一类是宽口径“大安全”，其特点是以工程类为基础，以特定的几个行
业为依托，典型的代表是中国地质大学；另一类是通才式“大安全”，其特点是以工业生产中一些共
性的安全问题或劳动保护为特色，面向所有工业行业，典型的代表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近年来，针对一些学校追求“大安全”，介入不熟悉的行业而出现的一些问题，安全科学技术教育界
又开始了新的思考。
1-2以矿山安全技术为重点方向安全学科的创立与安全科学理论的形成最早始于矿业在矿山通风与劳动
保护方面的研究(目前安全工程仍属于矿业工程的二级学科)。
因此，目前大多数安全工程学科都带有强烈的矿业学科背景，并主要以矿山行业为依托，以矿山安全
技术为培养方向。
从2006年我国高校安全技术及工程学科排名与特色看(见表1)，可获得以下启示：(1)表中所有学校的安
全工程学科都是依托在原来建设多年，且在全国颇具影响的采矿工程学科基础上建设起来的。
其安全工程学科实质上是原传统学科(采矿工程)的拓展。
在原传统学科的基础上建设安全工程学科，可充分利用原有的实验室、师资力量与社会力量，既可减
少安全工程学科的投入，又可促进原传统学科与安全学科的发展齐头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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