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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筑工人经常处在露天和高处作业的环境下，由于施工现场的不安全因素较多和工人的体力劳动繁重等

问题，导致建筑业的安全事故发生得比较多。为降低建筑工人的安全事故，提升安全绩效，本文通过事

故致因理论和社会认知理论视角，综合分析了各个学者的研究，将建筑工人安全绩效的影响因素分为个

体和环境两个部分，并针对各个部分提出了建议。研究成果有助于拓宽建筑工人安全绩效相关领域的研

究，提高安全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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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struction workers often work in open-air and high-working environment. Due to the numerous 
unsafe factors in the construction site and the heavy manual labor of workers, safety accidents are 
prevalent i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To reduce safety accidents among construction worker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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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hance safety performance,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analyzes the research of various scholar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accident causation theory and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This research cate-
goriz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nstruction workers’ safety performance into two parts: indi-
vidual and environmental. Recommendations are then provided for each category. The research 
findings contribute to expanding the scope of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construction workers’ safety 
performance and improving safety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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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建筑物的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需要随着建筑的基础、主体等分项工程开展施工过程，从地面到

高空，因此，建筑工人经常处在露天和高处作业的环境下，再加上施工现场的不安全因素较多，工人的

体力劳动繁重等问题，导致建筑业的安全事故发生得比较多。因此，需要对建筑工人的安全绩效展开研

究，分析影响因素，从而降低安全事故，提高安全绩效。 

2. 建筑业安全情况分析 

建筑业是安全风险非常高的行业，在世界范围内仍然被认为是最危险的行业之一[1]。国务院安委会

办公室发布的关于 2018 年上半年全国建筑业安全生产形势的通报指出，2018 年上半年共有 18 个省份发

生建筑业较大以上事故，其中 9 个省份发生 2 起及以上较大事故。房屋建筑及市政工程领域的较大事故

占比最大，其余较大事故主要发生在交通建设工程、电力建设工程领域。全国建筑业一共发生了 1732 起

安全事故，死亡 1752 人，同比分别上升 7.8%和 1.4%，事故总量已连续 9 年排在工矿商贸事故第一位[2]。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发布的 2020 年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事故情况的通报，2020 年，全国有

30 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生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事故，其中 13 个省(区、市)死亡人数同

比上升，全国共发生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事故 689 起、死亡 794 人，其中高处坠落事故发生次数最多

为 407 起，占总数的 59.07%；物体打击事故 83 起，排序第二，占总数的 12.05% [3]。建筑业由于独特的

特点和性质，经常发生致命或非致命的安全事故，伤害和死亡率非常高[4] [5]。建筑业雇用的劳动力占全

世界的 7%，但是死亡率却为 30%~40% [6]。因此，建筑业的安全事故发生频繁，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重

大伤害，需要对建筑业的安全事故加以重视。中国国务院办公厅提出，建筑业作为经济的支柱产业，经

常发生安全事故，接下来需要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促进建筑业的健康安全发展[7]。住建

部在“十四五”建筑业发展规划中指出，发展目标是要保证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重特

大安全生产事故得到有效遏制[8]。因此，国家对建筑业的安全发展非常重视，也在不断地出台相关措施

来努力降低建筑安全事故，提高建筑工人的安全绩效。本文从事故致因理论和社会认知理论的视角出发，

对建筑工人安全绩效的发生原因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并据此提出相关建议以降低安全事故的

发生频率，提升建筑工人的安全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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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事故致因理论 

造成事故发生的原因和因素被称为事故致因因素，为了防止事故的发生，需要对导致事故发生的因

素进行控制，事故致因理论就是一种探索事故发生机理，研究事故发生的原因和因素的科学理论。在古

代，人们把事故的发生认为是天意，是无法违抗的，用神学来解释事故的发生。随着时代的发展，很多

学者对事故原因和因素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事故致因理论经历了很长的研究历史，并在

许多领域得到了应用和拓展。 
事故致因理论主要是通过提出事故致因模型，对大量的事故数据和事故发生的内部和外部原因进行

分析，探究事故发生的本质因素。因此，在事故致因理论的研究中，也提出了很多的事故致因模型，这

些模型结合了心理学、系统动力学、管理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的知识，逐渐地发展成为了一个比较成熟系

统的理论。 
1) 早期的事故致因理论 
在早期，事故致因理论的代表人物是海因里希，基于多米诺骨牌原理，海因里希提出了事故因果连

锁理论。多米诺骨牌原理是指在一系列的事件中，先前的一个事件或者行动会引起下一个事件或行动的

发生，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会连续的一个一个倒下。在整个过程中，每个事件或行动的发生都会受到前

一个事件的影响，因此，整个事件会呈现出连锁反应的形式，海因里希基于多米诺骨牌原理，认为事故

的发生不是独立的，而是一系列的事件按照次序连续发生，最后导致了事故的出现。海因里希[9]的事故

因果连锁理论包括五个因素：遗传与社会环境、人自身的不足、人的不安全行为或物的不安全状态、事

故、伤害。由于遗传和社会环境会导致人的性格粗心，而人自身的性格缺陷又会导致出现不安全行为或

物处于不安全状态，这样就会造成事故的发生，事故造成的破坏和伤害会作用到人的身上，造成人身伤

害。五个因素环环相扣，构成了海因里希的事故因果连锁理论。在海因里希的理论中，人的不安全行为

和物的不安全状态是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因素，这一观点在安全科学领域中也是被广泛接受，但是也有

学者指出这样的理论模型也比较单一，但是作为事故模型的基础理论，事故因果连锁理论还在被继续研

究和使用。 
2) 发展的事故致因理论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很多学者在海因里希的事故因果连锁理论上提出了新的理论。博德等认为，

除了人的不安全行为或物的不安全状态外，管理的失误和缺陷也会造成事故的发生。管理缺陷作为导致

事故发生背后的深层次的原因，应当被加以研究和重视[10]。因此，在博德的事故致因理论中，事故发生

的直接原因是人的不安全行为和物的不安全状态，根本原因是管理的缺陷和失误。Reason 提出了瑞士奶

酪模型，认为组织因素、不安全的监督、不安全行为的前兆和不安全行为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四块奶酪，

因此，组织因素也会对事故的发生造成影响。Gordon 在 1949 年提出了多因素事故致因模型，认为多个

因素同时或随机地起作用，而不是单一地按照次序先后起作用[11]。该理论的研究者大多将事故的致因因

素分为三类：个体因素、环境因素和媒介因素。系统论事故致因理论认为，事故是系统内各个部分与环

境间的相互作用造成的，而不仅仅是系统内各个组件本身的变化导致[12]。系统事故致因理论研究的范围

是社会技术系统，主要包括人、人因、技术、装备、组织等。可以看出，发展的事故致因理论在早期的

事故因果连锁模型上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并不仅仅局限于人和物的直接影响，对组织、管理、多因素

和系统等也进行了研究。 
通过事故致因理论，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因素会对建筑工人的安全绩效造成影响，而其中大多数学者

都认为行为是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建筑工人的安全行为会降低安全事故的发生，不安全行为会提

升安全事故发生的概率，降低安全绩效。因此，接下来本文通过社会认知理论的视角对个体的行为展开

更深入的分析，探究哪些因素会影响个体的行为，从而反映到了安全绩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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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社会认知理论 

1980 年，班杜拉结合内因决定论和外因决定论，以认知心理学为基础提出了社会认知理论，认为个

体认知和环境因素对行为的影响非常大。该理论认为行为的产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并不是个体被动的

接受和反应，在整个过程中个体会被自身的认知所左右，也会受到所处环境的影响，个体会发挥主观能

动性，并结合自己的信念和思想等，做出主观的判断，最终对行为产生作用。传统的行为主义理论，多

由动物行为实验演化而来，用简单的刺激–反应过程来解释行为，主要关注的是环境对行为的影响，忽

视了人的内因对行为造成的影响。社会认知理论的架构更加合理，可以更好地解释行为的形成机制。社

会认知理论的核心是三元交互论，如图 1 所示，将人自身的因素引入到研究中，构建了人的自身因素、

行为和环境之间的三元交互模型，弥补了以往行为理论仅仅研究环境对行为影响的不足。 
 

 
Figure 1.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model 
图 1. 社会认知理论模型 

 

在模型中，环境因素是个体所处的环境中的客观条件，例如文化背景、氛围等等因素。环境因素

对行为的影响已经被许多学者证实存在，因为个体所处环境的不同，所以所表现出来的行为也会有所

不同。有利的外部环境可以为个体的行为实施创造积极的条件，不利的外部环境对个体的行为实施可

能造成阻碍。 
个体因素包括自我效能和结果期望两部分，指的是人对自身能力和期望的认知，强调了人的主观认

知的重要影响作用。自我效能感指的是个体对利用自身的能力和知识水平达到某种结果的信心评估，并

不是个体实际具备的能力和知识水平，而是个体主观层面对自己能力的信心和估计。根据社会认知理论，

自我效能感会影响个体的行为和决策。自我效能感强的人会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信心，在工作和生活中，

会更加相信自己能达成目标，从而做出积极的行为，在完成目标后，自我效能感也会有所提升。自我效

能感弱的人会对自身的能力持怀疑态度，在做事时会比较消极，缺乏解决问题的自信和勇气，这样会对

完成任务造成一定的阻碍。结果期望是个体对自己所采取的行动可能造成的后果的一种预期。因此，结

果期望也是个人的主观判断，依赖于个体的能力、经验和知识水平等因素。结果期望对个人的决策和行

为也会产生影响，当个体预估行为结果有利时，会更积极地去开展行为，当个体预估行为结果不利时，

则可能会不做出行为反应。 
根据社会认知理论，个体因素包括自我效能和结果期望会对行为产生影响，环境因素例如文化背景

等也会对个体行为产生影响，当个体表现出安全行为时，安全事故发生概率降低，意味着安全绩效提高。 

5. 安全绩效影响因素分析 

从事故致因理论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影响建筑工人的安全绩效因素有很多，主要分为两个部分，

分别为个体因素(内部)和环境因素(外部)。 
1) 个体因素。根据海因里希的事故因果连锁理论，人自身的不足或者不安全行为是导致事故发生的

直接原因，例如人本身的认知不足和粗心大意、或者在使用工具时违反了安全规定等，这些会导致人做

出不安全行为，从而引发安全事故，降低安全绩效。根据社会认知理论，个体因素包括自我效能和结果

https://doi.org/10.12677/mse.2024.132039


朱后壮 
 

 

DOI: 10.12677/mse.2024.132039 383 管理科学与工程 
 

期望两部分，这两部分因素会对个体的行为产生影响，自我效能和结果期望高的人，会对自己更自信，

表现出更多的安全行为，这也意味着安全绩效的提升，相反，工人会表现出不安全行为，导致安全事故

发生的概率大大提升。 
2) 环境因素。环境因素是外部因素，包括很多方面。根据 Reason 的瑞士奶酪模型，组织会对安全

事故的发生造成影响，由于组织管理的失误和缺陷，导致了人的不安全行为和安全事故，例如，管理者

缺乏对工地的有效监督，导致工人执行任务时忽视了安全需求，或者管理者在给工人安排任务时没有明

确说明需要注意的安全问题，导致工人工作时处于危险之中。根据多因素事故致因模型和系统事故致因

理论，要从多因素和系统的宏观角度去看待安全事故的发生，经过研究分析，环境因素例如不良的天气

会增加事故的风险，不安全的工作环境也会对安全造成影响。除此之外，个体的家庭环境等也是环境因

素的一种，例如，当工人在家庭中经常爆发冲突，和亲人的关系很差，这也会影响工人的工作状态，从

而导致不安全的行为和安全事故。 

6. 提高安全绩效的建议 

本研究根据安全绩效的影响因素分析，从个体方面和环境方面提出合理的建议来降低安全事故，提

升安全绩效。 
1) 个体方面 
个体方面需要建筑工人自身意识到不安全行为会带来危险，因此，需要对所有的工人提供全面的培

训，让他们意识到工作中不安全行为的潜在危险。在培训时，可以使用多媒体教材，通过视频和演示来

更直观地展示不安全行为的危险，提升培训效果。也可以使用案例分析，通过过去发生的事故案例，让

工人吸取经验，避免出现不安全行为。此外，培训必须要定期更新，确保工人频繁且系统地接受培训，

提高工人对安全的关注度。只有工人自身的意识提升和不安全行为减少，才能最大程度地降低安全事故。 
2) 环境方面 
环境方面包括很多因素，如果出现不良的天气，企业可以停止工人的某些工作，防止发生意外。此

外，企业还可以控制施工现场的粉尘、气体等的排放，以减少对空气质量的不良影响，从而保护工人的

健康。对于工人的家庭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企业可以通过促进工人和管理层之间的积极协作和交流，对

工人展开心理辅导等来降低环境的影响，提升工作状态，最终提高整体的安全绩效。 
组织作为外部环境因素的一部分，对提升安全绩效也可以做出很多应对措施。首先，组织方面可以

对工地的管理者进行监督和培训，保证管理时不出现失误和缺陷。这样可以在工地上营造安全文化氛围，

通过管理者传达组织对安全的关注。其次，组织需要提供良好的安全防护设备，确保每个工人在工作时

都佩戴了适当的设备，例如手套、护目镜、安全鞋、头盔等等，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最后，组织可以

引入先进的技术设施，比如一些安全监测系统和智能安全设备，通过科技的力量来提高安全性。 

7. 结束语 

综上所述，建筑工人的工作场所相对来说比较危险，通过事故致因理论和社会认知理论的视角，本

研究分析了建筑工人安全绩效的影响因素，发现主要可以分为个体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两方面，并从这

两个方面对提升建筑工人的安全绩效提出了建议。但是，在实际的生活中，企业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

分析，制定更加完善系统的管理方法，从多方面提升建筑工人的安全绩效，降低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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