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现代科技研究 第 4 卷 第 8 期 2024 年 

 55

重载铁路司机安全氛围对安全行为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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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重载铁路运输在我国国民经济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司机的安全行为是保障重载铁路运输安全的关键。

安全氛围作为组织内部员工共享的安全价值观、态度和行为准则，对员工安全行为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本文

基于安全氛围与安全行为的理论，分析了组织承诺、管理价值观、安全沟通、员工参与等安全氛围要素对重载

铁路司机安全行为的影响路径，提出营造关怀友善的安全氛围、构建开放互信的安全沟通机制、开展前瞻系统

的安全培训、鼓励广泛深入的员工参与等对策建议，以期为提升重载铁路司机安全行为水平、促进重载铁路运

输安全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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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safety atmosphere on safety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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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Heavy-duty railway transportation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China's national economic construction，and the safety 

behavior of drivers is the key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heavy-haul railway transportation. As the safety values，attitudes 

and code of conduct shared by employees within the organization，the safety atmosphere has a subtle influence on the 

safety behavior of employee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afety atmosphere and safety behavior，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safety atmosphere elements such as organization commitment，management values，safety communication，

employee participation on overloaded railway driver safety behavior path，proposed to build safety atmosphere of caring 

and friendly，build open trust safety communication mechanism，carry out forward system of safety training，encourage 

extensive staff participation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in order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heavy railway driver 

safety behavior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overloaded railway transportation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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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重载铁路是我国煤炭、矿石等大宗货物运输的主要方式

之一。在重载铁路的安全运行中，司机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近年来，尽管我国重载铁路运输安全形势持续向好，但

司机违章操作、疲劳驾驶等不安全行为仍时有发生，给行车

安全埋下隐患。司机安全行为的形成，既受个人素质、技能、

态度等内在因素影响，也与组织环境、管理实践等外部条件

密切相关。营造积极向上的安全氛围，对于引导、规范司机

安全行为至关重要。 

一、安全氛围与安全行为的理论基础 

安全氛围是指组织内部成员共享的关于安全政策、规程

和实践等方面的信念和看法。它反映了员工对组织安全价值

观、安全承诺的整体感知，是组织安全文化的外在表现。安

全氛围理论认为，组织的安全氛围会通过塑造员工的安全态

度、安全动机等，进而影响其安全行为表现。最早有学者提

出安全氛围的概念，并指出管理者对安全的重视程度、安全

沟通的频率和质量等是影响安全氛围的关键因素。此后，学

者们从管理承诺、同事间关系、安全培训等不同角度丰富了

安全氛围的内涵。有研究总结了安全氛围的三个核心要素：

管理价值观（高层管理者对安全的态度和行为）、安全管理

体系（安全规章制度、责任体系的健全性）、员工参与（员

工对安全活动的投入程度）。国内学者提出安全氛围包含组

织承诺、管理支持、安全沟通、团队合作、员工参与 5 个维

度，并强调安全绩效反馈在形成积极安全氛围中的重要作

用。目前，学界普遍认为良好的安全氛围应包含以下特征：

企业高层重视安全，致力于营造安全文化；安全管理体系健

全，安全责任明晰；员工积极参与安全实践，安全意识较强；

同事之间安全沟通顺畅，相互关爱提醒等。 

安全行为是指员工在作业过程中与安全生产相关的行

为表现，既包括遵章守纪、规范操作等积极方面，也包括违

章违纪、侥幸冒险等消极方面。学者们普遍认为个体的安全

行为是其安全态度、安全意识、安全能力等因素综合作用的

结果。其中，安全态度反映了个体对待安全的认知倾向，直

接影响其在安全与生产之间的权衡；安全意识则体现了个体

对安全重要性的主观认同，是安全态度向安全行为转化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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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因素；安全能力指个体安全作业所需的知识、技能，是安

全行为形成的基础。有学者从工程控制、人因工程等角度系

统阐述了个体安全行为的影响因素，但仍强调安全意识是最

关键的因素。也有研究基于计划行为理论，以煤矿企业一线

员工为研究对象，发现安全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

等因素显著影响从业人员的安全行为，其中安全态度的作用

最为突出。 

二、重载铁路司机安全氛围对安全行为的影响 

（一）组织承诺对安全行为的影响 

组织承诺反映了企业高层对员工安全健康的关注程度，

以及为改善作业环境、提升安全绩效采取的实际行动，如制

定安全发展战略、完善安全管理体系、加大安全投入力度等。

当员工感受到组织对安全的高度重视，就会更加认同组织的

安全目标，自觉将安全放在首位，从思想上筑牢安全意识，

进而带动安全行为，组织承诺往往伴随资源投入，如配备先

进的自动保护系统、改善劳动防护条件，也为司机规范操作、

预防事故提供了物质基础。田玉等的研究发现，组织安全承

诺通过影响员工的风险感知、收益感知，进而促进员工的依

从性和参与性安全行为。 

就重载铁路运输企业而言，应从战略高度谋划安全发

展，将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作为一项长期持续的系统工程，纳

入企业发展总体规划，并围绕这一战略目标，统筹运用组织、

工程、技术、教育等多种手段，着力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

安全管理格局，高层管理者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用实际

行动向全体员工传递安全生产无小事、安全发展重如山的理

念信号。 

（二）管理价值观对安全行为的影响 

管理价值观是指管理者在日常管理活动中有意无意表

现出的，对员工起示范和引领作用的安全价值认同和行为倾

向。当管理者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安全，在行动中严格要求安

全，员工就会感同身受，进而调整自身安全态度，规范安全

行为。反之，如果管理者口头重视安全，行动却以效益、进

度为重，员工就容易产生“只要不出事就行”的侥幸心理，

放松安全警惕。张建刚等的研究发现，管理态度是影响建筑

施工人员不安全行为意向的重要因素。 

重载铁路运输任务重、节奏快，客观上存在重效益、轻

安全的倾向，运输生产一线的带班领导以及调度员等关键管

理人员，一定要坚持安全第一的原则，杜绝发号施令、蛮干

冒进等行为，通过传帮带，善于发现隐患、及时消除隐患的

榜样行为，引导司机遵章作业、警惕风险，要建立健全干部

安全生产责任制，将履行安全指标完成情况纳入管理干部绩

效考核，使其真正做到“言必信、行必果”。 

（三）安全沟通对安全行为的影响 

安全沟通是指组织内部上下级、同事之间就与安全相关

的信息进行传递、反馈的过程。通过多渠道、多层次的安全

信息交流，可及时发现和消除安全隐患，增进员工间的安全

关爱，营造开放互信的安全氛围，畅通的安全沟通渠道，有

助于员工及时、准确地了解安全目标，掌握安全操作规程，

消除安全顾虑，成为规范安全行为的重要途径，安全沟通对

施工人员的不安全行为具有显著影响，管理人员与员工的安

全交流质量越高，越能提高员工的组织安全认同感，进而促

进安全行为。 

重载铁路运输系统复杂，涉及的岗位、环节众多，客观

上需要通过沟通协调来实现衔接配合。铁路运输企业要建立

多渠道、常态化的安全沟通机制，通过安全例会、班前班后

会、班组安全日活动等形式，搭建管理人员与一线员工面对

面交流的平台。对上级部门的安全管理要求能及时传达，一

线员工的合理化建议要认真听取，共同研究解决安全生产中

的实际困难和问题。与此同时，要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及

时发布事故预警、天气预报、设备状态等信息，做到“人人

都是信息员、人人都是安全员”[1]。 

（四）员工参与对安全行为的影响 

员工参与反映了员工对安全生产事务的关注度，以及投

身安全管理的主动性。当员工积极参与安全目标制定、方案

优化、隐患排查、应急演练等工作，就意味着其已将安全视

为自身责无旁贷的重要义务，进而带动其在日常作业中自觉

规范安全行为，生产人员、派遣工的安全参与度与其安全行

为呈显著正相关，员工对安全培训、奖惩、宣传、演习等管

理实践的参与程度越高，其安全行为表现也越好。 

重载铁路运输系统结构复杂，运行组织管理难度大，仅

靠管理人员的力量难以实现全时空覆盖式的安全管控，必须

充分调动广大一线员工参与安全管理的积极性、主动性。以

问题为导向，鼓励一线员工对规章制度、操作规程提出修改

完善意见；坚持开门搞安全，邀请员工代表列席安全例会，

参与事故调查、应急预案编制等工作；深入开展合理化建议、

金点子征集等活动，最大限度凝聚员工安全智慧[2]。 

三、提升重载铁路司机安全行为的对策建议 

（一）营造关怀友善的安全氛围 

铁路运输企业要将以人为本、安全发展理念贯穿于生产

经营的全过程，把保障员工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放在首要位

置，把为员工创造安全、舒适的工作环境作为安全投入的重

中之重。企业要以提升司机职业荣誉感、获得感、幸福感为

目标，持续改善司机的工作生活条件。 

在技术层面，要优化司机值乘计划，严格控制司机的连

续工作时间，杜绝超时劳作，保证司机有充足的休息和睡眠

时间，为司机配备噪声振动低、防撞性能好的先进机车，改

善驾驶室环境，提供人性化、智能化的操控设备，最大限度

减轻司机的劳动强度和心理压力，为司机创造安全舒适的驾

乘条件，加快推进铁路机车的自动驾驶、智能辅助等关键技

术研发和应用，为司机打造更加安全可靠的作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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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管理层面，要严格落实司机带薪休假制度，鼓励司机

利用年休假、探亲假等合理安排休养生息，及时缓解工作压

力，建立完善的司机关爱帮扶机制，及时了解掌握司机工作

生活状况，对遇到困难的司机给予物质帮助和精神抚慰，切

实为司机排忧解难，增强司机的企业认同感和归属感，开展

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组织开展读书学习、球类

比赛、趣味运动会等喜闻乐见的活动，丰富司机的业余文化

生活，营造轻松愉悦、充满正能量的职工文化氛围[3]。 

（二）构建开放互信的安全沟通机制 

铁路运输企业要坚持开门搞安全的理念，畅通安全信息

交流的渠道，营造开放互信的安全沟通氛围。安全管理绝非

少数管理者的“独角戏”，而是需要调动各方力量、汇聚各

方智慧的“大合唱”。企业要下大力气构建纵向到底、横向

到边、全员参与的安全信息沟通体系，真正把安全管理落实

到每个环节、每个岗位、每名员工。一方面，各级管理人员

要与一线司机多沟通、勤交流，倾听司机心声，及时为司机

排忧解难。管理者要摒弃“高高在上”的官僚作风，走下去、

沉下去，与一线员工面对面交流，心贴心沟通，善于运用换

位思考的方法，设身处地为司机着想，站在司机的角度考虑

问题，准确把握司机的合理诉求，有的放矢地提供精准帮助，

建立定期走访、谈心谈话等制度，与司机“把把脉”“聊聊

天”，消除隔阂，增进理解，拉近距离。另一方面，要拓宽

司机反映问题的渠道，完善员工代表例会、总经理接待日等

民主管理制度，畅通司机诉求表达的“直通车”，建立健全

安全隐患直报、合理化建议征集、重大安全决策听证等机制，

鼓励司机揭示身边的安全隐患，针对安全生产难点问题建言

献策，调动起司机参与安全管理的积极性，把司机打造成安

全生产的积极参与者、监督者。铁路运输企业要充分运用互

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化手段，加强安全预警信息

的采集、整理和发布，及时将线路临时限速、设备故障异常、

恶劣天气预报等信息精准推送给司机，加强安全风险的预警

预报，最大限度减少信息不对称、不及时带来的安全隐患，

加强司机与车站值班员、调度员、列检员等关键岗位人员的

工作协同，建立常态化的业务联络机制，做到信息互通、优

势互补、同频共振，携手编织铁路运输的“安全网”[4]。 

（三）开展前瞻系统的安全培训 

铁路运输企业要树立预防为主、关口前移的安全理念，

持续开展多层次、全覆盖的安全培训，提升司机安全意识和

事故防范能力，以司机岗位风险评估为基础，有针对性地设

计培训内容。重点强化操纵技能训练、应急处置演练等实战

化项目，着力提高司机规范操作、临机应变能力，丰富培训

形式，综合运用专题讲座、案例分析、情景模拟、在线学习

等方式，调动司机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强化过程管控，

完善培训档案，建立动态更新机制，确保全员轮训、无死角

覆盖，将培训与绩效考核、职业发展挂钩，激发司机自我提

升的内生动力。要让每一名司机都掌握过硬本领，具备敏锐

的风险意识和娴熟的应急处置能力，筑牢安全生产的“第一

道防线”。 

（四）鼓励广泛深入的员工参与 

铁路运输企业要树立“员工参与就是生产力”的理念，

鼓励广大一线员工积极投身安全管理，最大限度地调动人员

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完善职工代表大会等民主管理

制度，邀请司机代表列席安全生产委员会会议。参与讨论决

策涉及员工切身利益的安全事项，深入开展“我为安全提建

议”等主题实践活动，引导司机从自身岗位实际出发，找差

距、提对策，为优化作业流程、完善规章制度建言献策，丰

富劳动竞赛内容，将遵章守纪、隐患排查、应急演练等安全指

标纳入竞赛范畴，以赛促学、以赛促改，激发司机争当安全标

兵的积极性。要通过制度创新、流程再造、机制优化等举措，

营造人人重视安全、人人参与安全的浓厚氛围，将外部要求转

化为员工自觉行动，构建人人是安全员的本质安全新格局[5]。 

结语 

重载铁路运输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其安全运行事关国

计民生、社会稳定。司机是重载铁路运输的核心力量，其安

全行为直接影响列车运行安全。本文基于安全氛围理论，分

析了组织承诺、管理价值观、安全沟通、员工参与等安全氛

围要素对重载铁路司机安全行为的影响路径，提出了营造关

怀友善的安全氛围、构建开放互信的安全沟通机制、开展前

瞻系统的安全培训、鼓励广泛深入的员工参与等对策建议。

这些建议切中重载铁路运输安全管理的要害，具有一定的理

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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