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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科学和学科的创立与实践》

前言

安全一直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求。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国家对安全
工作日益重视。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安全发展”的重要理念，胡锦涛总书记最近在中国科学
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次院士大会上讲话倡导“大力发展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科学技
术”。安全工作的持续稳步快速推进，离不开安全科学的支持，而安全科学自身的发展客观上要求我
们本着科学传承的精神，系统了解安全科学自身的发展轨迹，不断加强安全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研究
安全的内涵和外延，研究安全科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刘潜先生的《安全科学和学科的创立与实践》一
书，以年代为序，围绕我国安全科学学科创立与发展过程中六大相关任务的实施完成——创办“安全
技术与工程学”学科和专业研究生教育、创建中国劳动保护科学技术学会、“安全科学”在《中国图
书馆分类法》中单列一级类目、创办《中国安全科学学报》、“安全科学技术”在国家标准《学科分
类与代码》（GB／T13745-1992）中列为一级学科、中国安全工程师职称制度的确立，完整呈现了改
革开放以来我国安全科学和学科的创立与发展历程。本书是一系列历史性资料的汇集，在真实展现我
们国家安全科学发展历程的同时，系统阐述了安全系统学说的核心思想及其演变过程，值得大家了解
、思考和讨论。刘潜先生在安全领域辛勤耕耘近半个世纪，是过去30年我国安全科学发展的主要参与
者和见证人之一。刘潜先生潜心研究安全科学基础理论，特别是安全科学的综合科学属性，执着倡导
安全系统学说，始终关心关注安全科学的发展。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刘潜先
生能将过去30年的经历和体会结集出版，实为安全科技界的一大幸事。希望本书的出版能促使安全界
同仁更加广泛深入地研究探讨安全科学的基础理论问题，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推动安全科学不断发
展。这是刘潜先生的心愿，也是我们安全科技界同仁的共同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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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科学和学科的创立与实践》

内容概要

《安全科学和学科的创立与实践》介绍了：刘潜是我国安全科学的开创者和倡导者，一生致力于安全
科学和学科的研究。本文精选了刘潜在1982～2009年的科学工作历程中发表的具有重要作用的论文，
共80篇。内容涵盖了安全科学与学科建设、安全管理、安全工程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研究生教育等。
《安全科学和学科的创立与实践》可供企业安全管理人员，安全工程专业师生以及安全学科研究人员
参考阅读。

Page 3



《安全科学和学科的创立与实践》

作者简介

刘潜，男，1933年10月16日生于山东省沂水县刘家山宋村。童年和少年时代，恰逢抗日战争和解放战
争，未能及时入学。1948年开始上初中；1955年从东北实验学校（现辽宁实验中学）高中毕业，考入
北京俄语专科学校留苏预备部：1955年赴苏联列宁格勒电工学院无线电系雷达专业学习；1960年回国
，在北京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任助教；1964年调到劳动部劳动保护科学研究所（1972年改为北京市劳
动保护科学研究所）机电安全研究组从事电气安全研究，历任技术员、工程师和副组长；1978年起负
责创办该研究所的安全专业研究生教育和继续工程教育，任人事教育科副科长、教育科科长，硕士学
位评定委员会委员兼专职秘书。在学术活动方面，任北京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研究生与继续工程
教育研究组组长及中国劳动保护科学技术学会筹备委员会的中国科协联系人；1984年6月调到劳动人事
部，任中国劳动保护科学技术学会专职理事兼管理科学专业委员会科学学与教育学学组组长；1986年7
月任首届理事和专职副秘书长（副局级）；1988年任学会第二届常务理事和专职副秘书长，并担任中
国科协工程学会联合会委员；1991年创办中国安全科学学报并兼任主编和劳动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
；1993年学会“全国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副理事长；1994年5月退休后，继续开展学术研究
并协助劳动部完成单列安全工程师技术职称和担任全国安全工程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2002年学
会“全国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聘为顾问；2008年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2004年之前称中国劳动
保护科学技术学会）“全国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连任顾问至今。刘潜作为我国“安全科学”开创者
，创立了安全科学学科理论并形成安全系统思想，因此获得了一系列的表彰和奖励。1978年获全国科
学大会重大贡献者奖状；1984年获北京市科委研究生教育工作荣誉奖：1991年获中国科协“四大”中
国科协先进工作者称号；1992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5年中国劳动保护科学技术学会常务理事
会做出对刘潜表彰的决定；1996年获全国先进科普工作者称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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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科学和学科的创立与实践》

书籍目录

1982年1.关于劳动保护的学科、专业建设问题纲要2.关于建立劳动保护的学科、专业体系的意见1983
年3.劳动保护科学及其学科、专业建设——科学学问题4.关于《安全工程》的学科性质及其任务5.从事
研究生教育管理工作的体会6.研究生教育工作五年总结7.关于劳动保护科学体系第二次全国学术讨论会
议题的建议报告1984年8.安全工程专业目录简介的由来9.安全科学技术体系结构与专业设置表1985年10.
从劳动保护工作到安全科学（之一）问题11.从劳动保护工作到安全科学（之二）问题12.中国劳动保护
科学技术学会及其学科发展情况13.关于安全人机工程学体系的探讨14.一个发展中的交叉科学领域——
安全科学1986年15.论学会1987年16.安全科学的理论基础与安全科学技术体系结构17.谈谈安全科学的研
究18.安全（生产）管理三维结构体制理论初探1989年19.关于在《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中列安全
科学一级学科项目及其一、二级学科的意见1991年20.关于学报名称——《中国安全科学》的说明21.安
全科学技术也是第一生产力（第一部分）1992年22.安全科学技术也是第一生产力（第二部分）23.安全
科学技术也是第一生产力（第三部分）24.关于对“《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送审二稿（试用稿）
”的修改建议25.安全本质化与本质安全化概念初探26.关于在工程技术职称序列中确立安全工程师名称
的建议报告27.安全科学28.安全法应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安全法学初探1993年29.关于出席第二
次世界安全科学大会和国际“共同安全”会议情况报告1994年30.关于劳动部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的三点
建议报告31.必须研究我国安全生产管理体制的作用机制——科研立题思考32.关于单列安全工程专业技
术资格评审条件必要性的论证33.“安全科学技术”一级学科确立与中国劳动保护科学技术学会作用的
历史回顾34.关于在《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中确立“安全科学技术”一级学科的效果反映35.
《单独评审我国安全工程专业技术职称（资格）可行性论证与评审条件研究》的科研立题论证报告36.
功在当代利于后世——写在《安全文化》创刊一周年之际1995年37.关于单列安全工程专业技术资格评
审条件必要性的补充论证报告38.安全工程专业中、高级技术资格（职称）评审条件（试行）（草稿
）39.关于对单列安全工程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条件可能性进展40.谈谈安全科学41.关于对《工业工程专
业中、高级技术资格评审条件（试行）》（征求意见稿）的修改意见（草稿）42.学科分类与学会学科
建设1996年43.劳动安全卫生在安全生产中的主导地位探索44.关于单独制定“安全工程专业技术资格评
审条件”的论证45.关于安全工程子专业设置方案的简要论证46.高等院校安全工程专业知识结构的探
讨1997年47.试论新形势下国有企业安全生产工作机制48.关于“安全科学与工程”应单列为一级学科、
专业的调研报告49.中国大陆安全工程学科专业高等教育回顾与分析1998年50.论我国安全工程（师）专
业技术职称的建立1999年51.中国安全工程师制度的建立与实施52.关于由劳动保护科学技术学会承担“
安全工程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有关具体工作的论证53.迎接中华民族“安全业”的到来54.关于实行安全
工程专业技术人员执业资格的可行性研究55.安全科学原理2000年56.从系统安全到安全系统——安全工
程专业技术人员应具备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法2001年57.安全系统的理论与实践——论安全工程专业技
术人员的知识结构58.对安全文化及其与安全科学之间关系的探讨59.钱学森科学思想对创建发展安全科
学学科的影响60.建立我国安全工程专业执业资格制度的研究2002生61.安全科学学科理论创建的历史回
顾62.安全科学学科性质及其基本特征探索2003年63.用安全学科理论指导安全工程本科专业的课程体系
建设64.《安全科学技术基础》课程教材编写初探65.在《授予博士、硕士学位的学科专业目录》中设立
“安全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的论证报告66.落实、处理工伤保险问题应遵循的几个基本原则67.安全学
科理论能为社会建设服务2005年68.安全法学及其理论基础问题的研究69.我国高校创立“安全工程”本
科专业的回顾70.走过二十一年71.安全科学与工程的春天2006年72.行业管理是产生安全作用机制的基本
要素73.安全问题的题外论治74.“安全科学学”理论与实践－20世纪80年代安全科学学科在我国初创纪
实75.再论在《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设立“安全科学与工程”一级
学科2008年76.源头之水——记述安全系统思想的形成，77.安全“三要素四因素”系统原理与综合科学
的基本特征，2009年78.安全工程本科专业在我国确立的进程回顾79.“安全科学技术”一级学科修订80.
关于安全科学在《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和《中国分类主题词表》中位置确立的回顾附录一 劳动人事部
发布的《安全技术与工程学》的（首届）学位评定委员会成员名单附录二 全国劳动保护科学体系首次
学术讨论会论文目录附录三 关于增列《安全工程》一级学科项目和二级学科、专业的意见附录四 全
国劳动保护科学体系第二次学术讨论会论文目录附录五 全国劳动保护科学体系第二次学术讨论会参考
资料附录六 关于对刘潜同志“建议报告”的处理意见附录七 朱光亚书面发言摘录附录八 安全工程专
业中、高级技术资格评审条件（试行）附录九 2-02（GBM1-3／1-4／1-5／1-6）工程技术人员附录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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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科学和学科的创立与实践》

安全科学分类主题词中英文摘录附录十一 关于表彰刘潜同志的决定附录十二 刘潜同志个人科普工作
先进事迹附录十三 《从劳动保护工作到安全科学》前言附录十四 杨沛霆教授为计划出版本文集写的
序言附录十五 文集整理后记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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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科学和学科的创立与实践》

章节摘录

插图：在计划经济下企业的安全工作体制是纯行政指令性的管理体制，即在企业内部设置安全工作部
门，按企业生产部门的工作方式去管理企业的安全，去做具体的安全工作。而企业的生产职能部门却
只是单纯地管生产运行。这样就把生产看成是一回事、安全则是另一回事。安全工作部门本来不是生
产运行的决策指挥部门和具体操作部门，却要渗透到生产现场去直接管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安全生产问
题，而有生产决策指挥和调度操作权力的生产部门却不直接管生产运行过程中存在的生产安全问题，
造成了有权管而能管的不去管、没有管；没有权力管而没有能力管的却硬要去管，这样就形成了“两
张皮”现象。生产过程中，生产部门对生产中出现的安全问题不去自己解决，依赖安全工作部门去解
决，造成对企业的生产和安全问题都管、又都管不好。其根本原因是企业的安全生产体制不合理，必
须寻求新的体制。5改变生产和安全分离的思想要转变企业的安全生产工作机制，其首要问题就是要
根本改变企业生产和安全分离的观点，而应该把安全与生产看成是一个事物的两个侧面，既是生产活
动又是安全活动。一个企业要提高安全生产的效益，必须使整个生产过程有安全保障，特别是新的专
业化经营机制，其安全生产工作体制就必须由管生产而不管安全转变到“管生产必须首先管安全”的
轨道上来，把安全和生产纳入到企业经营的统一奋斗目标。要充分认识到：在企业里，谁负责生产谁
就要首先负责管安全。生产部门要打消依赖思想，必须树立只能希望安技部门给予协助或请其监督、
检查、督促指导自己去做到安全生产的思想。在处理安全问题时，应主动征求安技部门的意见，请安
技部门去检查验收。只有这样，才能理顺安全牛产的关系，才能建立当代的安全生产工作的机制，企
业的各个部门及其各类人员在安全生产工作体制中所处的位置及其作用机制详见图1和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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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科学和学科的创立与实践》

后记

在本文集付梓之际，作者真诚感谢范维澄院士为本书作序和赵云胜教授的长期支持并写了“足迹”。
感谢章萍、李伯勇、江涛等领导，吕继增先生、黄元平博导在学术上的鼓励与支持；感谢王东岩同事
的支持与合作；感谢徐德蜀、袁化临、虞和泳等学友们的合作与切磋；感谢吴超、丁辉、张斌、姜鹏
明等学友在资金上的鼎力支持与帮助；感谢原中国劳动保护科学技术学会（即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
）同仁们的一贯支持和家人的理解与付出。还要感谢出版社责任编辑的辛勤劳动，使作者将28年的学
术成果得以付梓，抛砖引玉，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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