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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挖掘安全标语的安全文化价值，增强安全标语在组织安全文化建设中应用的有效性，从安全文化学视角，解

析安全标语的安全文化内涵; 分析安全标语文化力的内涵、释放机理及核心效用，构建安全标语与组织安全文化的“自

行车”关系模型; 阐述基于安全标语的组织安全文化建设原理和方法。结果表明: 促进和保障组织安全文化落地是安

全标语设置的重要目的，安全标语是组织安全文化建设的重要手段。构建基于安全标语的“四位一体”组织安全文化

体系要以安全科学理论为重要理论基础，以安全人性的“Y 理论”假设和人性需求为核心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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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tamp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afety culture，and enrich the principles of safety
culture，two core construction principles of organizational safety culture were put forward and analyzed from the starting point
of organizational safety culture construction，including square theory and leverage principle of organizational safety culture，

and its wheel structure system was construct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wo construction principles of organizational safety
culture influence and promote each other． The square theory systematically explains the designing methods and requirements
for the construction solution of organizational safety culture，and the leverage principle points out the ideas and specific ways
to reduce the hindering effects by the resistance of organizational safety culture construction． They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efficiency and effect of organizational safety cultur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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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组织文化是组织生命的基因，是现代组织管理的关

键要素［1］。同样，组织安全文化也是如此，它是保障组

织安全、和谐发展的根本对策，已逐渐演变成了一种新

型的安全管理方式［2］。文献［3 － 4］指出，安全制度和文

化是安全管理的两种重要手段。安全标语是安全文化

载体的最直接表现，是人们一种喜闻乐见的一种安全宣

传教育形式，已广泛融入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各层面的安

全文化建设之中，它是当前绝大多数组织进行安全文化

建设的首选手段。
目前学界关于安全标语的理论研究不多见，比较有

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 张永明等［5］指出将心理学知识运

用至安全标语创作，可拉近安全标语与受众之间的心理

距离; 文献［6］从安全管理学视角，阐述了安全标语的安

全管理功能及目视管理模型。另外，研究发现，人作为

标语的直接作用对象，通过标语的刺激、警示、感染、规

范等作用，对于营造组织文化氛围具有重要作用［7 － 8］。
安全标语作为安全物质文化、安全制度文化、安全精神

文化等表现形式之一，本应具有重要的安全文化价值。
但现有的研究成果的研究层次都比较浅显，视角都比较

狭窄，且均未从安全文化学的高度来阐明安全标语的安

全文化内涵，以及安全标语的文化效用及作用机理，严

重限制了安全标语应用的效度、深度和广度。
鉴于此，为深入挖掘安全标语的安全文化价值，并

探索基于安全标语建设组织安全文化的理论依据、思路

和方法，笔者从安全文化学视角，分析安全标语的安全

文化内涵，并对安全标语的安全文化效用、文化力释放

机理，以及基于安全标语建设组织安全文化的原理和方

法进行剖析，以期为实现安全标语的安全文化效用和提

升组织安全文化建设水平起到促进和支撑作用。



1 安全标语的安全文化内涵

1． 1 概念界定

关于安全标语的概念，文献［6］运用“属 + 种差”的

方法，从安全管理学视阈对安全标语下了定义。为了更

好地挖掘安全标语的安全文化内涵，笔者从安全文化学

角度，尝试对安全标语进行重新定义。
一般来说，安全文化分为安全物质文化、安全制度

文化、安全行为文化和安全精神文化 4 个层面［9］。经搜

集整理发现，安全标语大体反映组织安全文化和安全管

理的主题和内容，直观来看其是一种安全物质文化，实

则其内容集组织安全价值观、安全理念、安全规章制度、
安全操作规程、安全行为准则等于一体，渗透、贯穿于安

全制度文化、安全行为文化和安全精神文化之中。
因此，从安全文化学视角，可将安全标语的概念界

定为: 采用简洁明确、通俗易懂的语言归纳并表达的体

现组织安全制度文化、安全行为文化和安全精神文化，

通过导向、警示、感染和规范等功能来提升组织安全文

化水平，以促进和保障组织安全文化落地为设置目的的

一种组织安全物质文化表现形式。

图 1 特定环境下受众对安全标语信息的处理过程

Fig． 1 Information of safety slogan processing process for audiences in specific environment

1． 2 安全标语的安全文化价值分析

安全文化如同其他任何社会现象一样，也具有一定

的价值属性。而安全标语作为安全文化的最直接表现

形式，它也具有重要的安全文化价值。基于安全标语的

定义，笔 者 认 为 安 全 标 语 的 主 要 安 全 文 化 价 值 分 两

方面:

1) 从表层看，安全标语对营造组织安全文化氛围具

有重要作用。安全标语是一种“看得见”的安全文化，即

它可把非安全物质文化实现可视化。换言之，安全标语

为安全“隐文化”显化提供了途径。另外，语言和文字本

身又是一种重要的“显文化”形式，且安全标语也反映

了审美文化。正是通过上述安全“显文化”和审美文化

对受众的熏陶，就会在受众群体中形成一种“久视入目、
耳濡目染、舒适温馨、潜移默化”的安全文化氛围，这种

良好的组织安全文化氛围正是保障组织安全发展的不

竭动力。
2) 从深层看，安全标语是使组织安全文化落地的直

接、重要途径。由于上述安全“隐文化”的隐蔽性，对于

普通组织成员来说，总有一种“虚无缥缈”的感觉，这就

是当前建设组织安全文化所面对的重要难题之一。研

究表明，感性认识是理性认识的基础［10］，因此，让组织

成员能够直观感知安全文化是建设组织安全文化的前

提，即是实现安全文化精神升华的基本条件，进而对组

织成员的安全意愿、意识、态度及行为产生影响。总而

言之，安全标语为组织安全文化落地提供了路径。
1． 3 基于安全标语的安全文化传播机理分析

由 Richard Dawkins［11］提出的模因论可知，模因是文

化的基本单位，文化传播是文化模因的自我复制过程。
换言之，模因论是指思想、观念等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

相互模仿、相互学习散播开来并相传下去的，它阐明了

文化的传递机制。
所谓文化模因，包括知识、观念、习惯甚至标语口

号、谚语等［11］。由此可知，安全标语本身就是一种文化

模因，而且其内容又包含了丰富的安全观念、知识等，其

是一种重要的安全文化模因。因此，模因论也是以安全

标语为载体传播安全文化的主要基础。

2 安全标语文化力的内涵及作用效应

2． 1 内涵解释

安全文化力是指当组织安全文化形成时，在它的周

围就会激发出安全文化场，具有思想和行为的组织成员

在其中活动都会受到组织安全文化场的作用，这种作用

即为安全文化力［12］。受此启发，笔者认为从安全文化

学的角度来看，安全标语的效用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安

全文化力对受众的作用结果，换言之，安全标语是通过

其释放出的安全文化力来发挥作用的。把安全标语在

作用过程所表现出的安全文化力称之为安 全 标 语 文

化力。
2． 2 作用效应分析

2． 2． 1 安全标语信息的传递原理

在安全标语信息传递过程中，受众所处环境直接影

响受众的情绪，同时，受众的心理紧张程度随着接受的

视觉刺激的变化而变化。根据知觉心理学［13］，从受众

的视觉认知特征出发，分析特定环境下受众对安全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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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的处理过程，如图 1 所示。
2． 2． 2 安全标语文化力的释放机理及强度

由言语行为理论［14］可知，说话者讲的每句话语都

是为了完成某种言语行为，即说话者在听话者身上想要

达到的效果，因此，任何言语行为都具有效力。从语用

学的角度看，安全标语也是一种旨在让受众接受的言语

行为，也具有其效力。若从安全文化学的角度看，安全

标语效力就是安全标语文化力。
笔者认为，安全标语文化力的释放包含两方面:

1) 受众个体的作用力。由安全标语信息传递原理

可知，若要使安全标语对某个受众个体的思想、行为等

产生影响，必须要经过“关注→理解→接受”的认知过

程。换言之，安全标语文化力对每个受众个体的作用强

度可用关注力、理解力和接受力 3 个力的合力来衡量，

它是安全标语文化力作用的内在表现，可把它称之为安

全标语文化内驱力。需要指出的是，安全标语文化内驱

力是以上 3 个力同时共同作用的结果，缺一不可，即可

把安全标语文化内驱力理解为以上 3 个力的积事件。
另外，根据拓扑心理学［15］，一个人的个人认知行为取决

于个人和其所在环境的相互作用，即若不考虑环境因素

的影响，个体的认知行为( 关注、理解、接受) 仅由个体属

性所决定。因此，安全标语文化内驱力的基本公式可表

示为:

f内驱力 = φ
f1·f2·f3

r ( 1)

式中: f内驱力 为安全标语文化内驱力; φ 环境影响系

数; f1、f2 和 f3 分别为关注力、理解力和接受力; r 为安全

标语与受众间的物理距离，即受众触及到安全标语的难

易程度，如受众触及安全标语传播媒体的难易程度，难

度越大，对应的 r 值则越大。
2) 受众群体动力的助推。文献［6］指出，标语的受

众是一个群体，其功能的发挥所依赖的是群体彼此影

响、相互感染及彼此模仿的心理特征，即羊群效应，这有

利于主流价值观的塑造和形成。因此，从受众群体的角

度看，安全标语效用的发挥正是借助这种受众群体动力

所推动的，它决定着安全标语文化的作用范围，这是安

全标语文化力的外在表现，则把它称之为安全标语文化

外驱力，其影响因素比较复杂，如群体的规范、内聚力、
士气、地位等。

综上所述可知，对于一个受众群体来说，安全标语

文化力是安全标语文化总内驱力和外驱力共同作用的

结果，即安全标语文化总内驱力和外驱力的合力，可表

示为:

F = F内驱力 + F外驱力 ( 2)

式中: F 为安全标语文化力; F内驱力 为安全标语文化

总内驱力; F外驱力 为安全标语文化外驱力。
若假设特定受众群体中各个体所处的环境均是相

同的，即 φ 均相同，根据式( 1) ，可将安全文化总内驱力

表示为:

F内驱力 = ∑
m

i = 1
fi内驱力 = ∑

m

i = 1
φ
f1i·f2i·f3i

ri
式中: fi内驱力 为第 i 个受众个体的安全标语文化内

驱力; m 为受众总人数; f1i、f2i、f3i、ri 分别为第 i 个受众个

体的关注力、理解力、接受力及安全标语与其之间的物

理距离。
由此，笔 者 建 立 安 全 标 语 文 化 力 的 释 放 模 型，见

图 2。

图 2 安全标语文化力的释放机理

Fig． 2 Releasing mechanism of cultural force of safety slogan

2． 2． 3 安全标语文化力的核心效用

文献［1］指出，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价值观念，而文化

本身的发展又受特定价值观念和目标的引领，因此，价

值观念的培育和践行是文化建设的重中之重。
有鉴于此，安全价值观、理念的孕育和落地也应是

安全文化建设的核心。尽管安全标语的内容涵盖组织

安全价值观、理念、规章制度和行为准则等，但从建设安

全文化的要点看，它的核心功能是宣贯组织安全价值观

和理念，其他功能仅对建设组织安全文化发挥辅助性作

用。换言之，安全标语作为组织安全价值观、理念的传

播媒介，它的最重要作用就是让组织安全价值观、理念

落地扎根，进而让组织成员认同组织安全价值观、理念，

这是安全标语文化力的核心效用。
2． 3 安全标语与组织安全文化的关系解析

基于安全标语文化力的作用效应，构建安全标语与

组织安全文化的“自行车”关系模型，见图 3。
该“自行车”关系模型内涵极其丰富，具体内涵解

释如下:

1) 把柄掌控自行车的行驶方向，由组织安全价值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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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安全标语与组织安全文化的“自行车”关系模型

Fig． 3 Bicycle model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afety slogan and organizational safety culture

念，即安全标语的核心内容构成，表明组织安全价值理

念决定了组织安全文化的发展和建设方向。
2) 前、后轮是保证自行车行驶的最核心构件，由安

全标语文化力释放的 4 个关键环节( 关注、理解、接受和

感染) 构成，表明安全标语文化力释放是安全标语促进

组织安全文化建设的最重要基础。需要说明的是，安全

标语文化外驱力主要是因受众群体间的互相感染而产

生的，则其释放的关键环节是感染。

图 4 安全标语的安全学原理基础

Fig． 4 Safety science principles basis of safety slogan

3) 座垫是骑车人所处位置，被受众所占据，表明受

众是安全标语文化力的释放主体。
4) 脚踏是骑车人脚蹬施加力的构件，由安全标语展

现载体和传播渠道构成，表明安全标语展现载体和传播

渠道是安全标语文化力释放的硬件条件。
5) 后座是自行车驮运物品的构件，组织安全文化处

在此位 置，表 明 安 全 标 语 可 促 进 组 织 安 全 文 化 水 平

提升。
6) 自行车是靠车轮与地面的摩擦力前进的。前轮

与地面产生的静摩擦力方向与自行车前进方向相反，相

当于组织安全文化建设阻力; 而后轮与地面产生的静摩

擦力方向与自行车前进方向一致，相当于安全标语文化

力，推动自行车向前运动，表明安全标语文化力对组织

安全文化建设具有推动作用。

3 基于安全标语的组织安全文化建设原理及

方法

3． 1 设置的重要理论基础

安全标语是安全哲学、安全文化、安全实践、安全经

验和安全规律等的精华所在，因此，安全科学理论是安

全标语的根基和灵魂所在。参考吴超教授［16］提出的 5
类一级安全科学原理，以及对应的 25 条二级核心安全

科学原理中涉及安全标语理论的上述 10 条二级安全科

学原理，并扼要阐明它们与安全标语之间的关系。
笔者从安全标语的本质、内容、展现载体和应用 4

方面来阐述安全标语的安全科学理论基础，各方面所涉

及的重要二级安全科学原理，如图 4 所示。
具体解释如下:

1) 安全信息是安全系统的精髓，安全信息系统原理

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安全信息流［16］。而安全标语集安全

理念、知识、价值观、规律等于一体，它就是安全信息的

载体。因此，安全标语是一种特殊的安全信息，其的传

播体现了安全信息的流动，即安全标语的本质是一种安

全信息流。
2) 内容是安全标语的核心。①安全标语内容具有

丰富的安全科学内涵，从受众角度看，主要涉及安全人

性、安全心理学原理，从所表达涉及自然科学知识的角

度看，它又是以灾害物理、灾害化学、毒理学和安全法律

法规原理等为基础的;②安全标语的内容和应用范围十

分宽广，这是由安全多样性原理、安全局部和谐原理所

决定的。
3) 安全人机系统原理强调人 － 机的协调性［16］，这

就要求安全标语展现载体的选择和设置要符合这一原

理。如展现载体的设置要考虑背景及字体颜色、类型和

大小等，展现载体形式的选择( 如横幅、宣传栏、电子屏、
宣传册、短信、网络等) 要符合受众特点。

4) 安全标语作为一种视觉安全文化，赋予了人的安

全道德，具有强大的宣传教育作用，因此，安全文化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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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安全伦理道德原理、安全教育学原理可为安全标语

应用提供理论支撑。另外，安全经济原理强调以最少的

资金投入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和可持续发展［16］，而恰

恰安全标语就是一种投资很少却效果极佳的安全宣传、
教育及安全文化建设手段。
3． 2 设置的核心准则

文献［17］表明，组织安全文化的建设应以安全人性

的“Y 理论”假设是为依据，其功能是引导员工的积极安

全人性，进而提高员工的安全意愿。所谓安全人性的

“Y 理论”假设，是对安全人性的积极看法，强调人的是

安全人性优点，即为了个人和组织安全，人具有主动、自
控的一面，即一般情况下人都具有很强的生理安全欲和

安全责 任 心，并 尽 其 最 大 努 力 来 确 保 个 人 和 组 织 安

全［17］。另外，文献［17］指出，人都希望得到快乐、尊重、
赞扬、祝福或避害趋安等。

因此，安全标语内容应以安全人性的“Y 理论”假设

和人性需求为设置的核心准则，把肯定积极安全人性、
关心人、理解人、尊重人、爱护人作为安全标语内容设置

的基本出发点，尽可能采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创作

方法，以适应组织成员的人性、心理及文化需求，增加安

全标语的亲和力和感染力，避免对立式的说教或恐吓，

使组织成员想看爱看，进而提高其安全意识并规范其行

为，突出安全标语的熏陶、引领等作用。
3． 3 基于安全标语的组织安全文化体系的建立

文献［6］根据安全标语的内容，将安全标语分为安

全意义型、安全策略型和安全知识型三大类，其中，安全

意义型侧重阐述安全的价值和重要性; 安全策略型侧重

阐述保障组织或个人安全的安全科学原理和方法; 安全

知识型侧重阐述安全知识和技能等。根据安全标语的

分类，构建基于安全标语的“四位一体”组织安全文化

体系，如图 5 所示。
由图 5 可知，所谓“四位一体”组织安全文化体系，

即“要安全、会安全、能安全、想安全”组织安全文化体

系，阐明了以安全标语为载体建设组织安全文化的机理

和过程，具体解释如下:

1) 组织文化建设的主体是组织成员，即安全标语受

众，并通过安全标语对受众“目( 视觉感知) 、心( 理解与

接受) 、脑( 思考与判断) 、行( 行为表现) ”的相互作用，

实施安全标语文化力。
2) “要安全”是以安全意义型安全标语为支撑的，

此类安全标语可以让受众明白了安全为了谁，从而让受

众知晓并承担自己的安全责任，并按“责任→意愿→意

识”的转化方向，提高受众的安全意识。
3) “会安全”是以安全策略型安全标语为支撑的，

此类安全标语告知了受众重要的安全科学理论，按“理

图 5 基于安全标语的“四位一体”组织安全文化体系

Fig． 5 Quaternity system of organizational safety
culture based on safety slogan

论→方法→实践”的转化方向，受众把先进安全科学理

论运用至实践。
4) “能安全”是以安全知识型安全标语为支撑的，

此类安全标语教会了受众安全知识和技能，按“知识→
技能→应用”的转化方向，受众把掌握的安全技能运用

至个人日常工作、生活。
5) “想安全”是以安全标语营造的安全氛围为支撑

的，受众身处此种环境，按“氛围→刺激→思考”的转化

方向，可以激发受众时时处处思考、注意安全问题。
6) 在基于安全标语的组织安全文化建设的整个过

程中，按“粗放松散→标语引领→标语规范→自我管

控”过渡阶段，最终达到了受众( 组织成员) 的自主管

理、自我控制的效果，即 达 到 了 组 织 安 全 文 化 落 地 的

目的。

4 结论

1) 从安全文化学角度界定的安全标语概念，指出安

全标语是集安全制度文化、安全行为文化和安全精神文

化于一体的安全物质文化表现形式，表明促进和保障组

织安全文化落地是安全标语设置的最终目的。
2) 安全标语是通过安全标语文化力来发挥作用的，

安全标语文化力是安全标语文化总内驱力和外驱力的

合力，其核心效用是保证组织安全价值观、理念落地扎

根，进而使组织成员认同组织安全价值观、理念。
3) 构建的安全标语与组织安全文化的“自行车”关

系模型揭示了安全标语对于组织安全文化建设具有重

要而特殊的作用和意义。
4) 以安全科学理论为重要理论基础，以安全人性的

“Y 理论”假设和人性需求为核心准则，可建立基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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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语的“四位一体”组织安全文化体系，实现了组织安

全文化落地，达到了组织安全文化建设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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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安科院召开矿山采空区灾害防治国家安全监管总局
安全生产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2015 年 12 月 29 日，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在北京召开了矿山采空区灾害防治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安全生产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科技大学蔡美峰

教授及部分学术委员会委员出席了会议。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蔡美峰院士主持了会议。中国安科院矿山安

全技术研究所副所长、学术委员会委员谢旭阳同志作了实验室 2015 年度工作总结及 2016 年度工作计划的汇报。各

位委员对重点实验室的 2015 年度工作进展、研究成果以及下一年度的重点研究方向、工作计划、自主研究课题等进

行了研讨，特别是对近期发生的一些非煤矿山采空区坍塌事故展开了热烈研讨。学术委员会充分肯定了实验室的

年度工作和研究成果，同时对重点实验室工作提出了宝贵的、富有建设性的工作意见与建议。重点实验室主任、学
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安科院院长张兴凯同志最后作了总结发言，对重点实验室下一步的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重

点实验室相关科研人员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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