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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根据美国佛罗里达国际大学管理学教授加里·德斯勒的理论，事故的引发主要有三种因素——例外因
素、环境因素和人为行为因素。
例外因素，指事实上不一定发生但是发生了的因素。
例外因素由于或多或少处于受损者管理控制范围之外，非人为可以避免的，所以不属于研究的重点。
环境因素，指影响安全生产的环境，无论其是否已经导致了事故。
环境因素包括自然环境和设备环境。
生产是在一定的环境之中进行的，环境的不安全对于生产有着直接的影响。
人为行为因素，指可能造成不安全后果的行为。
例如不使用（包括不正确使用）安全服和个人保护设备、操作错误、违规启停设备等。
不安全行为使降低不安全环境因素的努力成为徒劳，是安全生产的严重隐患。
加里·德斯勒理论摆出了三种事故因素，但是并没有进行综合性的系统分析。
进一步研究事故产生的原因可以发现，在影响生产安全可靠性方面，人是最重要的因素。
在引起事故差错的诸多因素中，人的因素是关键性的因素。
所以，有必要对入的差错、入的安全适性予以高度的重视。
.为了避免生产损失和人身伤亡的事故，有关部门制定了一系列制度和措施，投入了大量安全技术和设
备，但是总是防不胜防。
大量的原因就在于操作人员经常性的违章操作。
有人说这叫作“鬼使神差”。
实际上，鬼神是不存在的，本质是人的心理与行为的问题。
根据全国总工会统计，80％以上的事故是由于违章指挥、违章作业和设备隐患没能及时发现和消除等
人为因素造成的。
美国对75 000件伤亡事故的统计表明，由人的不安全行为所导致的事故占88％；日本1967年机械制造
业8天的负伤事故中，因人的不安全行为而发生的事故占96％。
资料表明，大约20％的工人造成了80％事故。
这个规律与社会科学中的“二八法则”是一致的。
据此，美国管理学者埃里斯特·麦考密克和约瑟夫·提芬提出了个人特征与事故相联系的模型。
他们认为，个人特征（个性、动机等）是某些行为倾向（例如冒险倾向）和不正确态度的基础，这些
行为倾向相应地引发不安全行为，这些不安全行为又增加了个人发生事故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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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全面阐述了安全行为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全书分为七章，分别论述了安全和行为；个体行为和
安全；群体行为和安全；角色与安全；不安全行为的识别与控制；操作中的不安全行为研究以及管理
行为与安全。
    本书是高等院校安全技术与工程、安全管理工程等专业的教学用书，也适合于企业安全管理培训用
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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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4.3态度的功能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似乎在时时刻刻地提到态度一词，从生活态度、工作态度
、学习态度到政治态度。
那么，态度对于我们到底有哪些作用呢？
也就是说，态度有什么功能呢？
有些心理学家总结出了态度的几大功能，下面予以简述。
首先，态度具有调整的功能。
这里的“调整”指的是个体能够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调整自己的态度，从而使自己更好地适应环境的
变化。
在讲述态度的定义时就已经提到过态度是后天习得的，在这种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学会了对于不同的
人要有不同的态度，这样才能够从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他人那里获得所需要的东西，如长辈的赞赏和
同伴的拥护等。
其次，态度具有自我保护的功能。
态度作为一种自卫机制，能够让人在自尊或个人形象受到贬损的时候来保护自己。
比如有研究发现，过分自傲的人在其内心深处往往是很自卑的。
正是由于他的自卑，才会害怕受到他人的不尊敬，所以就事先摆出一副骄傲的样子来，以这种态度来
自我保护。
再次，态度具有价值表现的功能。
在很多情况下，特有的态度常常表现出一个人的主要价值观和自我概念。
如果说态度所具有的自我保护的功能是一种被动状态下的自我保护形象，那么态度价值表现的功能则
是主动地表现自己。
如一个人所公开表示的态度，特别是政治态度，往往表示一个人深层的价值观。
最后，态度还具有认识或理解的功能。
人为了适应周围世界，必须达到对周围世界的了解和控制，使自己在行动时能够有一个明确的方向。
而对于周围环境的一切客体，都是通过态度来赋予它们对于我们的意义的。
别人对于我们的态度，使我们能够了解到他与我们的关系；别人对于周围世界的态度，使我们了解到
别人的个性特征。
一个群体的成员对于外部世界的态度，使我们能够了解到该群体的社会属性；而该群体成员彼此之间
及他们对于群体本身的态度，则使我们能够了解到群体自身的凝聚力及各方面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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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安全行为学》为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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