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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VENT” safety culture system of electric power enterprise includes three key words: voluntary, 
experience and non-technical, on the basis of which. Voluntary reporting system for safety acci-
dents, risk experience center and non-technical promotion center were derivated, reflecting the 
electric power enterprise’s purpose of safety culture: “people oriented, regulations standard and 
persuasion neces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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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力企业“疏导式”安全文化体系构建基于自愿、体验、非技术三个关键词。围绕这三个关键词派生出

安全事故自愿报告系统、风险体验中心、非技术性促进中心三大核心内容，体现了电力企业“以人为本，

制度本位，疏导为要”的安全文化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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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尽管从国家电力系统监管部门到各级基础企业都制定了许多安全管理的规章制度，各级企业领导和

管理部门在抓杜绝违章行为方面也不遗余力。可是违章现象为什么仍然难以杜绝？从这个问题，可以引

申出以下几个问题：各企业所执行的安全管理制度基本相同，可为什么有些企业的安全状况要好于另一

些企业？为什么某些职工在一些情况下可以遵守安全规章制度，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却可能采取违章行为？

特别是为什么“习惯性违章”行为时有发生？为什么规章制度制定得越来越多，规则越来越细，越来越

苛刻，仍然不能杜绝违章行为？安全管理还可以有何作为？显然，仅仅从安全管理的规章制度本身无法

完满回答这些问题。企业领导和管理人员还应当用行为科学的视角重新认识违章行为和安全管理。 
行为科学研究揭示[1]，职工在组织中的行为受到两种力量的控制——管理和文化。管理制度是有强

制性的力量，以管理规则为代表。规则明确规定职工在某种情况下应当做什么和不做什么，应当怎么做

等。但是，规章制度无法预见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也不可能针对每一个具体情况一一作出具体的规定，

只能原则性地规定一些基本的行为准则。同样，管理者也不可能时时处处紧盯着每个职工的行为。从这

个意义上说，管理必然存在死角和漏洞。具有良好文化的组织，管理者和员工都将产生更强的组织承诺，

运行更有效率，也会有更好的效益。 
文化则是控制职工行为的另一种非强制性力量。组织文化的核心，是组织成员共奉的价值观和行为

规范，以行为规范为代表[2]。根据人们都认可的价值观，职工在任何场合会自然衍生出应该怎么做和不

能怎么做的不同程度的行为规范。 
事故是不可预见的，但可以预防。在事故预防中，规章制度具有刻板性，安全文化成为串联各种预

防手段和环节的有效因素，Wilpert 和 Klumb [3]甚至宣称安全文化比规则更重要。文化使员工行为朝期

望方向规范，减少员工焦虑，使员工具有归属感，文化同时还是一种防御机制，维持组织的稳定与连续。

在复杂的动态系统中，组织的安全规则不可能预见到新的意外情况，通过良好的安全文化可以将操作者

的行为变组织控制为社会控制。 
文化的影响无处不在，就是一名职工在单独工作时，他认同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也会制约着他的行

为。在重大危险源企业，组织文化的核心价值是安全，这种以安全为核心价值的组织文化就称为安全文

化[4] [5]。心理文化学[6]认为，人类的情感性需要对人的认识和行为有显著影响，对改变人的不正确安

全观念和控制人的不安全行为具有重要价值。以情感性安全需要为基础建立的情感性组织安全文化具备

防错功能和基础作用，促使组织个体选择安全型行为，避免组织个体产生不安全的认识和行为[7]。 

2. “疏导式”(VENT)安全文化的由来 

近年来，电力企业针对企业安全生产的现状，针对企业职工开展了全面而科学的调查研究，通过认

真分析和总结，发现在安全生产管理中长期采用的重奖重罚等制度管理方式，虽然能够实现一定的阶段

性安全目标，但也存在巨大的负面效应。一方面，员工在制度的高压管理下，久而久之会产生抵触情绪，

导致工作时的心理压力过大，安全绩效低下；而且，职工在违章后为逃避制度惩罚会本能地出现瞒报、

漏报和有意隐瞒等违章行为。另一方面，员工出于对制度高压惩罚的畏惧，工作过程中广泛存在怕出事，

工作不够大胆、动作变形，技术走样等现象，从而产生潜在安全隐患，而且一旦产生事故，不论是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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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还是团体行为，都将受到严厉的制度惩罚。但制度管理是否能达到安全管理的优质化呢？行为科学

认真细致地分析了各级各类事故，结论证明，非技术层面的因素特别是人因是主导。 
基于以上认识，电力企业积极响应国家电网公司“文化治企”的号召，在企业内部不断探索实践，一

方面，以传统的正面安全教育结合刚性的安全制度约束员工安全生产行为，实现安全生产目标；另一方面，

以逆向体验和心理疏导结合，用柔性的安全文化熏陶以提高员工和组织安全意识和氛围，从而实现由“要

我安全”向“我要安全”的观念转变，使安全生产入脑入心，基础更加殷实。我们在安全文化建设实践

过程中有意识地将二者进行统一，在此基础上总结提炼出电力企业“疏导式(VENT)安全文化”体系。 

3. “疏导式”(VENT)安全文化的核心 

电力企业倡导的企业“疏导式(VENT)”安全文化体系构建基于三个核心关键词：自愿(Voluntary)、
体验(Experiential)、非技术(Non-technical)。围绕这三个关键词派生出疏导式安全文化体系的三大核心内

容：安全事故自愿报告系统、风险体验中心、非技术性促进中心。同时，三个关键词的英文首字母缩写

的组合“VENT”也恰好是“疏导”的英文单词。体现了电力企业“以人为本，制度本位，疏导为要”的

安全文化宗旨。 

3.1. 自愿(voluntary) 

从文化的角度说，“自愿”最想突出的是面对违章、人误，企业上下所形成的不隐瞒、不遮掩、主

动担当的氛围。 
“自愿”有双重涵义。表现在外就是职工能够将自身在安全生产中的人误和违章主动、自愿地汇报

和提交，其意义在于，第一，自愿报告能够解决决策层和管理层信息不对称问题；其二，自愿报告的信

息对所有职工具有教育和启发意义；其三，报告的事件和经历能够作为企业安全监管决策的事实基础。

除此之外，“自愿”还有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如果所有的职工都能够主动自愿地将违章进行报告，对企

业而言，日久天长必将形成一种良好的企业习惯，因此，对整个企业而言，自愿昭示的是一种责任、一

种担当、一种坦荡。 

3.2. 体验(Experiential) 

所有的安全规章制度都是对曾经发生的风险事故的经验总结，所有的安全理念都来自于制度、行为

的经历和体验。 
为了让员工在不发生安全事故、不增加安全风险的前提条件下，能够拥有这种宝贵的经历，从亲身

体验中获得教训，电力企业“疏导式”(VENT)安全文化体系着力建设了安全风险体验中心。安全风险体

验中心以行为主义负惩罚和自然惩罚原理为依据，从逆向思维出发，允许员工在体验过程中犯错，从错

误中吸取教训。 
电力安全风险体验中心从弥补常规培训系统缺陷立意而设计，一方面，将电力生产按流程分阶段，

这种设计对受训员工而言，能让员工真实地参与到电力生产过程中，就为其提供了一个主动探索式的训

练过程，而探索式的训练方式对操作技能的训练效果是最好的；另一方面，在可能频繁出现的风险点上

作特殊系统设置，假设其在某危险点有不规范操作，系统将通过声、光、电、味等多种消极但对员工无

伤害的刺激给以惩罚和提醒，从而警醒试训者发现自身的不规范操作以及其可能带来的后果，使员工在

行为和操作习惯上有所觉悟和改变。 

3.3. 非技术(Non-technology) 

作为复杂工业系统中重要一员，电力同航天、航空、石油化工等组织一样，其传统的安全控制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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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可靠性及人因工程。相对于技术因素,非技术因素对“不安全”的贡献作用更大[8]。 
非技术技能因素在人因工程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通过研究人的心理活动规律、人的事故心理、组

织行为的规律、领导和决策能力，可以有效地对从业者进行管理，达到预防人因事故保障安全生产的目

的。随着大规模人–机系统的安全生产需要，非技术技能因素的研究也将拓展到更宽广的领域和更深的

程度。实践表明，仅靠技术与设备的提高并不能保证安全。相反，从某种意义讲，系统技术的进步还会

降低人的可靠性。那些危及安全的事件中越来越多地凸现出人因的重要性。电力企业“疏导式(VENT)”
安全文化将非技术因素的作为三大核心之一予以突出，在关注安全生产非技术因素的基础上构建了安全

综合素质测评系统、心理疏导与干预中心以及心理宣泄中心。 

4. “疏导式”(VENT)安全文化内容体系 

文化是观念、制度、行为和物态的总和，既包含主观内涵，也包括客观存在[5]。安全文化强调人的

安全素质，是提高人的安全素质需要的综合系统工程；安全文化是以具体的形式、制度和实体表现出来

的，并具有层次性；安全文化具有社会文化的属性和特点，是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属于文化的范畴；

安全文化的最重要领域是企业的安全文化，发展和建设安全文化，就要建设好企业安全文化。 
建设企业安全文化的实质就是建立企业内部的动力机制，利用文化的功能，转变人们安全价值意识、

安全伦理道德观和安全态度，提高人们的科技知识与技能水平和安全文化素质，增强人们的安全意识(图
1)。 

4.1. 安全观念文化(图 2) 

4.1.1. 核心安全理念 
1) 安全宗旨 
安全宗旨是安全文化的出发点和核心，是安全文化内涵的提炼和概况，也是安全文化的落脚点。电

力企业安全宗旨：“以人为本、制度为先、疏导为要”，解释为“以人为本”，即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为目标，尊重人、关心人、依靠人和为了人；“制度为先”，安全管理有制度作基本保证，以实现安全

管理的制度化、标准化和一体化为目标，尊重制度，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安全生产和管理做到有据可依、

有据必依；“疏导为要”，关注安全生产和管理中的“人”的因素，强调非技术因素对安全生产的重要

性，将“疏重于堵”明确为企业安全管理的指导思想。 
2) 安全使命 
主要回答企业的安全工作是什么，为什么要做安全工作，表明企业安全工作的根本目的和意义。电

力企业安全使命：“生命·责任·效益”，解释： 
①“生命”，是遵守安全，捍卫生命权利的工作动机。 
②“责任”，是勇挑重担、尽职尽责的工作态度。 
③“效益”是安全管理的工作目标。创造效益、服务社会是企业最终的目标。“安全就是效益”，

促进安全升级、实现企业生产高效益理所当然是企业永恒不变的工作目标。 
3) 安全价值观 
是指企业及其员工对自身安全的认知程度。是每个人安全意识、安全观念、所处环境、安全技能等

自身安全问题的综合反应。电力企业安全价值观：“安全至上，生命无价”，解释： 
① 安全至上：明确安全生产为企业第一核心主题，企业和个人的任何行为以尊重和保障安全为第一

要务，将安全视为电力企业增进效益和不断发展的保障。 
② 生命无价：强调生命的价值是人生一切价值中最基本的价值。企业的任何决策、应急和反应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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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architecture diagram of “VENT” safety culture system 
图 1. “疏导式”(VENT)安全文化体系结构图 

 

 
Figure 2. The architecture diagram of “VENT” safety concept culture system 
图 2. “疏导式”(VENT)安全观念文化的结构图 

 
保障生命安全为基础，寻求一种能够最大限度保障每个生命权利的生产秩序。 

4) 安全愿景 
是企业对安全发展的长期方向、目标，以及自我设定的社会安全责任和义务的情景式表述。明确界

定企业未来的安全面貌、安全状况以及在社会安全中的地位。 
电力企业安全愿景：“慎终如始，犹恐渐衰；始尚不慎，终将安保”，解释：“自始至终都谨慎细

致，且不随时间渐渐衰减，终将得永久安全。”长治久安和基业长青是企业全体人员追求的永恒目标。

实现这一目标不能一蹴而就，需要自始至终都谨慎细致，所有人均养成良好的安全操作习惯，整个企业

上下形成良好的安全氛围，则能实现永久安全的企业愿景。 

4.1.2. 基本安全理念 
电力企业基本安全管理理念：“养重于修，防重于治，疏重于堵”，解释： 
1) “养重于修”。安全文化的优良性表现在完善的安全素质和良好的安全习惯，企业上下注重职工

良好的安全素质和安全习惯的养成； 
2) “防重于治”。以企业安全文化为依托，建立从上至下的企业安全事故预防和应急体系，做到防

患未然，比事故发生后再寻求补救要有意义得多，折射出管理层“根治源头”的信心和勇气； 
3) “疏重于堵”。职工的情绪和心理是影响安全生产的人因中最核心的成分，企业上下通过多渠道、

全方位地关注职工，引导威胁职工安全生产的不利情绪的疏导。 

4.1.3. 企业安全标语和口号 
安全标语和口号是企业安全理念的感性表现形式，是将企业安全文化的内涵、特色汇集一体，融会

贯通，运用富有宣传性的语言，描述企业安全形象，反映和呈现企业追求的安全价值观，具体可以从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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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意义、安全管理、事故原因、安全教育、安全哲理和安全祝福等方面进行构思。 

4.2. 安全管理(制度)文化 

安全管理(制度)文化是企业安全生产的运作保障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科学性、原则性、规范性

和时代性特点，是企业安全精神(智能)文化物化体现和结果，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遗传和优化的实用安

全文化。同传统的安全管理文化包含的内容一样，“疏导式”(VENT)安全文化体系中的安全管理文化包

含以下四个方面(图 3)： 

4.3. 安全行为文化 

安全行为文化指在安全观念文化指导下，人们在生活和生产过程中的安全行为准则、思维方式、行

为模式的表现。行为文化既是观念文化的反映，同时又作用和改变观念文化。电力企业“疏导式”(VENT)
安全文化的行为文化包括以下四个方面(图 4)。 

4.4. 安全物态文化 

文化不仅要内化为“神”，还要外化于“形”。 
传统意义上，企业生产过程中的安全物态文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类技术和生活方式与生产工艺

的本质安全性；二是生产和生活中所使用的技术和工具等人造物及与自然相适应有关的安全装置、仪器、

工具等物态本身的安全条件和安全可靠性。“疏导式”(VENT)安全文化紧紧抓住“以人为本”，构建了

包括电力安全非技术因素分析系统、电力安全风险体验中心、心理疏导、渲泄与干预中心以及电力安全

事故分析、干预与应急中心等为核心的物态表现形式(图 5)。 
 

 
Figure 3. The architecture diagram of “VENT” safety management culture system 
图 3. “疏导式”(VENT)安全管理文化结构图 

 

 
Figure 4. The architecture diagram of “VENT” safety behavior culture system 
图 4. “疏导式”(VENT)安全行为文化结构图 

 

 
Figure 5. The architecture diagram of “VENT” safety physical culture system 
图 5. “疏导式”(VENT)安全物态文化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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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和建议 

电力企业“疏导式”(VENT)安全文化体系遵循“外化于物，内化于型”的文化属性，实质就是关注

员工心理健康等非技术因素在安全生产中的积极作用；在无惩罚的前提下引导职工自愿将日常工作中的

违规事件主动汇报，以倡导良好组织安全氛围；同时，通过让员工逆向体验电力安全风险，以刺激员工

主观情感，让员工感受到“我不这样做就会有安全风险”。 
1) 电力企业生产一线的参与观察的结果表明相比较于传统的技术因素，非技术技能因素对电力安全

的作用更加突出。但关注安全生产中的非技术技能因素，并不是是意味着不关注技术上的改进和提升。

技术始终是安全的坚实基础和保障，但相比较非技术因素，其可控性更强，而正因为安全因素中加入了

非技术层面的考虑，从事故分析的角度看，事故就变得更加不确定。但加入非技术技能的考虑能够增加

人的可靠性，间接地提升了系统的可靠性。 
2) 电力安全风险体验中心将电力企业常见的事故点作系统解剖，模拟具有典型意义的事故现场，如

果受训员工在这些项目上能做到熟练安全的操作，事故发生率将有较大的下降。电力安全风险体验中心

具备理念先进、实践上可操作和实用的特点，必将成为企业培训体系中关键的核心构成，能帮助员工提

高自身安全操作能力，养成良好的安全操作习惯，注意安全操作细节，形成良好的安全意识，它必将成

为企业安全生产的一道屏障。 
3) 电力安全事故自愿报告系统摒弃了安全管理中“重惩罚”的传统做法，通过营造宽容、激励、正

向的心理工作氛围，鼓励员工主动汇报生产运行过程中的不合规且未酿成后果的违章操作行为，在企业

形成上下不隐瞒、不遮掩、主动担当的安全氛围。 
电力企业“疏导式”(VENT)安全文化既不回避强硬制度，也不回避严厉惩罚，强调安全生产不以制

度约束为最合理和最终手段，而要关注制度之外的其他非技术因素特别是员工情绪和压力疏导等的重要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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