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化险为益》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化险为益》

13位ISBN编号：9787807475606

10位ISBN编号：7807475609

出版时间：2009-7

出版社：海天

作者：栾兴华

页数：18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化险为益》

前言

在2008年枫叶正红的北京，在石油大学校园，受第二届北京安全文化论坛组委会邀约，我做了发言。
很巧的是我遇到海油系统的老朋友栾兴华，他也作为特邀专家参加这次盛会。闲时，他春风满面地向
我谈及酝酿已久且已定稿的一本书，是关于企业安全文化建设的书。会后不久，我在深圳阅读了他的
手稿，之后，他又约我代写一篇序言。安全文化这一话题对于安全学者们、学术领域的精英们不是一
个新的话题，对于企业和各个实践领域的同仁们也绝不陌生。自打切尔诺贝利核电事故后提出这一话
题，在许多场合都能听到这个话题。但，到底多少企业由此而改善？总结出来从古到今的各种形式和
各种内容的安全文化，到底有多少适合企业？企业生产实践的各层面需要安全文化，需要推动安全文
化建设，而安全文化及其建设过程到底又是怎样的？应该说，很多企业的安全文化建设仍处于无意识
的盲目状态。寻求一种简洁、创新的思路来推进企业自身的安全文化建设，以提升其软实力，是很多
企业面临的问题。可喜的是栾兴华同志以其扎实的大学安全工程专业的理论知识，结合其近十五年的
安全管理实践经验，在这一领域努力探索。加上其大量的阅读，勤奋的研究，在实践中点滴的积累，
完成了这本论述企业安全文化建设实务的专著。本书脱离了虚无空洞的论述，触及了企业需要的本质
，将企业安全文化建设变得简洁、贴切、具体、可执行。他对“什么是企业安全文化”、“沟通为什
么如此重要”、“企业安全文化应该如何进行建设”等等疑问都做了有益的探索。特别是书中所提供
的诸如建设、评估及量化企业安全文化的方法、步骤、工具等等，有扎实的实践基础，在石油企业中
经过了实践的考验，读者完全可以拿来就用。总之，企业安全文化说到底还是文化建设，而文化建设
说到底表现在三个层次：价值观、信念和相互影响。相信这本书的面世，将有益于价值观的选择，有
益于读者的信念取向，基于此，各行业在安全管理方面的相互影响，也必然会提升，那样，更有益于
社会对安全这一普世价值的认可。鉴于此，我乐于作个“序”来推荐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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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化险为益:企业安全文化建设实务》作者是安全管理方面的专家，在生产第一线从事企业安全管理工
作十余年，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作者长期从事企业安全文化的研究，在国家级刊物发表过多篇文章
；《化险为益:企业安全文化建设实务》拥有强大的顾问团。《化险为益:企业安全文化建设实务》除
了介绍企业安全文化管理的理论知识外，还大量介绍企业安全文化建设的工具及操作方法，提出确保
企业安全文化建设有效运转的具体建议；书中附有多幅安全理念宣传画，企业可以直接使用。
每章都有读书导航图，书中还有大量图表，便于读者阅读。随书附赠光盘，内有中英文视频介绍及实
用工具表格，可直接下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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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栾兴华，安全工程专业研究生学历，加拿大皇家大学MBA，国家注册安全工程师，持英国NEBOSH L3
证书；1995年至今一直从事HSE工作，现任中海油番禺作业公司HSE经理；曾在中海油(CNOOC)、美
国阿莫科石油公司(Amoco)、英国国家石油公司(BP)、美国丹文能源公司(Devon)等公司担任过HSE工
程师、培训师、HSE经理、HSE顾问等职，从事过HSE咨询行业；工作的领域涉及石油平台、油轮、
建筑、化工、飞机发动机维修厂、船厂、仓库及办公室等；在流花油田南海胜利号油轮的大修项目中
，担任安全顾问一职，保持了“0”事故纪录(死亡事故、损时事故、火灾爆炸事故、交通运输事故、
环保事故、急救事件)；在国家级刊物发表过多篇安全文化及安全管理方面的文章。

    关注企业安全文化建设十余年，阅读过中外千余篇该方面的著作，结合自身的企业实践、经历，参
考顾团成员及资深人士观点，历时三载成书。本书凝结着本人、顾问成员及支持者们的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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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  5.3  风险控制——安全工具与现场作业风险控制    5.3.1  风险评估    5.3.2  作业许可程序    5.3.3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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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化的量化管理  6.2  如何量化——如何实施安全文化的量化管理    6.2.1  量化步骤——实现安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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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自我评估  6.4  实务实例——企业实务实例    6.4.1  目的    6.4.2  调研范例——部分调研范例   
6.4.3  分析范畴——量化分析范畴    6.4.4  人员划分——量化分析的人员划分    6.4.5  数据呈现——具体
数据呈现    6.4.6  文化分析——企业的安全文化分析    6.4.7  建设思路——企业安全文化建设思路  6.5  投
资回报——思路决定出路，安全文化的量化管理——良好回报的投资  6.6  结束语第7章  安全术语——
安全文化术语附件  8.1  术语定义——事故原因综合总表术语解释    8.1.1  可能的直接原因    8.1.2  可能的
系统原因  8.2  矩阵解析——持续改进机制对照矩阵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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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1 浅说文化——文化的概念及重要性纵横千万里，上下五千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安全文化随着
人类的诞生、社会的进步而产生、发展，具有久远的历史文化沉淀。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见证了安全
文化的进步。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社会范畴和行业范畴，人们对安全文化的内涵赋予了不同的含义，
使人们对安全文化的认识在时间、空间和实践上有了差异性，安全文化的发展经历了从无知到知觉到
认识到认知到运用的过程。人们对安全文化经历了从被动应对到主动运用的过程，从而使当前安全管
理也随之从“救火”到预防，从控制管理到文化建设，从粗放型管理到考量式管理模式的演变。人类
社会实践的历程也是历练安全文化的一个过程。安全文化由来已久，但人们对企业“安全文化”概念
产生认识却是近二三十年的事情。安全文化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其英文为“safety culture”。
“culture”一词，中文一般译为“文化”，但是该词还含有“教养、陶冶、修养、培养”等意思。按
照目前人们对安全文化所做的定义和安全文化在企业中的运用情况来看，“safety culture”对组织来讲
称作“安全文化”，对个人来说叫“安全素养”似乎更确切些。1.1.1  安全文化的定义如同“事故”的
概念，对“安全文化”，人们也有多种解释，尚未统一定义。安全文化的概念最先是由国际核安全咨
询组(INSAG)于1986年针对苏联核电站的安全问题提出的。1991年出版的(INSAG-4)报告即《安全文化
》给出了相对狭义的安全文化的定义：安全文化是存在于单位和个人中的种种特性和态度的总和，是
更侧重用于构造、理解、规范行为安全的知识体系。英国健康安全委员会对其定义为：一个单位的安
全文化是个人和集体的价值观、态度、能力和行为方式的综合产物，它决定于健康安全管理上的承诺
、工作作风和精通程度。具有良好安全文化的单位有如下特征：相互信任基础上的信息交流、共享安
全的重要思想、对预防措施效能的信任。这两种定义基本上把安全文化限定在人的精神和素质修养等
方面，我们将其称为狭义的安全文化，其对象是单位、组织或团体。相对于广义的安全文化定义——
“人类在生产、生活的实践过程中，为保障身心健康安全而创造的一切安全物质财富和安全精神财富
的总和”来说，狭义的安全文化更适用于企业安全的管理工作。我们常常在企业看到诸如“提高全民
安全文化素质”“倡导安全文化”“普及安全文化”“学习安全文化”等宣传口号，这些说法实际上
都是将安全文化看做人们对安全及健康的意识、观念、态度、知识和能力等的综合体，而不是广义安
全文化的概念，从而体现了狭义安全文化对企业的适应性。从理论上进行研究和探讨，提出广义安全
文化的观点是应该的，也是合理的。但是从促进企业安全工作实效来看，为了更加准确地定义企业安
全文化的范畴和工作范围，使其更有针对性，应该使用狭义安全文化的概念，因此，安全文化可以定
义成：安全文化是企业安全活动创造的安全生产、风险控制及劳动保护的观念、习惯、行为、环境、
物态条件的总和，员工工作活动中的安全态度、安全行为和做事的方式是这个“总和”的外在反映。
企业安全文化是企业安全生产的软实力，先进的企业安全文化是企业安全发展的动力与灵魂。本书下
面的论述中如不特别说明，凡用到“安全文化”一词，均指狭义的、当今的安全文化。1.1.2  安全文化
的本质安全文化的本质就是以人为本、安全行事。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文档电子化的传播，近年来
产生了不少这样的企业：它们的管理系统完善、安全管理体系健全、安全设施设备也很到位，与当前
国际的前沿水平接轨，可事故率仍然高居不下，安全工作还是搞不好。症结何在？其根源就在于忽略
了安全文化的人文本质要素。促进安全文化发展的目的是为员工创造更加安全健康的工作、生活环境
和条件。要达到这个目标，就要考虑从人的行为人手来避免、减少灾害的发生及减轻灾害的后果。行
为的表现来源于意识，与素养有关。员工的“安全素养”决定着他们对安全价值的认知及行为安全规
范。这与“5S”(整理、整顿、清扫、清洁和素养)中提到的“素养”如出一辙，都属于精神与意识层
次。安全文化只有与企业生产实践紧密结合，通过文化的教养和熏陶，不断提高员工的安全素养，才
能改善员工的行为安全，更加有效地预防事故、避免损失，在保障生活质量和企业效益方面真正发挥
作用。绝大多数事故是由人导致的，因考虑到直接行为、问接行为、行业差异及统计方法和数据来源
等因素，不同的统计机构统计出不同的结果是很正常的，诸如：86％、90％、99％等，尽管结果不一
，但符合“绝大多数”这一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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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对企业建设安全文化很有参考价值！感谢卓越！
2、书内容很不错 稍微有点旧。快递员很好
3、书很正，只是封面略旧。推荐阅读。
4、最早是在双赢杂志上看到作者的介绍，提到了这本书，在顺义听了翔哥对安全管理的介绍后，感
觉安全文化建设与风险内控建设有相通的地方，于是想起看看这本书。看后我感觉，这本书是管理中
难得的理论和实践结合的例子，从安全文化的理论开篇，到对安全文化建设工具的应用介绍结尾，每
章结合大量图表，实例，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看后也认识到，安全管理不仅仅是安全管理部门的事
情，也需要每个员工亲身参与，并且不仅应该在工作场所保持安全意识，在8小时之外的生活中，也
同样需要具有安全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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