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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定義 

 科學是對客觀世界的一種特殊現象或領域的研究 

 安全是一門科學嗎？ 

 安全問題的存在領域在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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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是什麼 

 從科學的高度內認識“安全” 

 安全問題的存在領域及應用範圍上分析 

 它是針對著與人的身心存在狀態直接相關的“事”或

者“物”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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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的科學定義 

一. 是指人身的機體和心理(身心)在外界因素的作用下所處
於的一種存在狀態 

二. 是指為實現人的身心處於健康及高效能的客觀保障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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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 

 安全是指人的身心免受外界因素危害的存在狀態及其
保障條件 (劉潛教授, 1995) 



人類對安全的認識 

 第一階段 - 安全自發認識階段 

 第二階段 - 安全局部認識階段 

 第三階段 - 系統安全認識階段 

 第四階段 - 安全系統認識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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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自發認識階段 

 工業革命前 

 安全處於自然狀態 

 人未能自覺地認識及採取技術措施 

 以個人本身認知及行為應對 

 安全狀態不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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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局部認識階段 

 工業革命後 

 大量的機器代替了手工具 

 人類在使用機器時增加的危害 

 針對特定機器設備的局部安全問題 

 採取安全技術方法去解決 

 成為生產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從而形成解決局部安全問題的專門
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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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事故是什麼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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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安全認識階段 

 20世紀初 

 生產技術規模化、複雜化 

 局部安全認識已不適應要求 

 需面對整個工序過程的考慮來
實現整體方案 

 產生單一的、靜態的系統安全
認識和技術措施 

 如電氣安全、化工安全、機械
安全、結構安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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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事故是什麼原因？ 

一個蒸氣鍋爐爆炸

引致部份廠房倒塌，

墮下物件將一名工

人擊斃 

(來源:東方日報2013年10月22日) 

原因： 

放壓閥未有正確

保養而失效 



安全系統認識階段 

 現今安全知識 

 現今生產工序危險因素多樣化、安全利益多方化、關
係多邊化、問題國際化等縱橫交錯複雜局面 

 必須宏觀與微觀相結合進行安全設計 

 提出安全要求、作出安全決策、協調相關方面 

 在不同層次採取不同手法，綜合解決安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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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事故是什麼原因？ 

一名資深機械維修員，準

備維修起重機時，因檢執

物件失平衡跌落起重機路

軌，起重機突然移動，他

慘被輾過慘死 

(來源:東方日報2014年5月28日) 

原因： 

人、機操作協調失效 



安全研究方向 

 留意人的身心存在狀態並找出與這種存在狀態相對應
的影響因素及其參數 

 研究消除或控制影響因素的方法、手段或措施(即安全
技術) 

 此外，還要研究安全的本質及其運動、變化規律(即安
全科學) 

 以形成人們從事安全工作和保障自身安全的思想方法
與指導理論(即安全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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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本身的內在聯繫 

 不知道安全本質是什麼，就去解局部或單一安全問題，
是盲目的形而上學，解決不了安全的實際問題 

 要解決這實際問題，必需以安全系統方法， 運用《三
要素四因素》的系統原理(劉潛教授, 1995)以解決問題 

 劉教授指出，安全本身的內在聯繫，必然有三大要素
及其形成的系統（第四因素）構成，才能正確反映安
全系統本身的內在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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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要素四因素》 

 第一要素是人(安全行為) 

 第二要素是物(安全條件) 

 第三要素是事(安全狀態) 

 第四因素是內部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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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要素是“人” 

 “人” ，安全不只是為了人(目的) 

 而且在實現人的某種特定目的的

過程中，必須有“人”的參與 

 這是安全學科的主體 

 也是安全科學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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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要素是“物” 

 “人”不僅不可離開“物”(工具、
設備、物料) 

 而且“物”又是用來實現某種人為
目的的過程中不可缺少的要素 

 所以要從“人”的某種特定需求研
究“物”的參與及其引起的問題 

 如從安全的角度和著眼點來研究
“物”，使它的參與同“人”相伴
而免受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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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要素是“事” 

 “事”，是達到種種目的的實現方式 

 “事”的實現過程，必然涉及協調人與物的關係(包括
人與人、物與物人與物的關係)  

 但協調並非限於關系本身，因為關係(事)的協調過程
涉及相應的經濟、管理、培訓、法規、社會等 

 衹有通過這些關係的實現方式的參與，才有可能實現
協調，達到目的 

 所以，關係的實現方式就是第三要素，也就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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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因素是內部聯系 

 三要素若离散存在，就達不到協調的目的 

 只有三要素作為因素存在，並各自及其彼此發生內在
聯繫，即形成動態系統(第四因素) 

 這樣才能達到匹配、互補乃至自我完善的目的，從而
產生實際意義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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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標準 

 要成為一門科學必須具有量的概念及其計算方式 

 在現實條件下實現絕對安全是不可能達到的 

 因此就有一個安全程度的問題 

 這程度一般就是被社會所公認或政府頒布的安全衛生
標準為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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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標準與安全系統的相互關係 

 安全《三要素四因素》的量及標準可以用立體坐標形象顯示 

 圖象的立方體容積為安全量值(安全程度) ，OD為綜合安全
標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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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標準與安全系統的相互關係 

 由於安全系統是建基於《三要素四因素》 

 要保持安全量值(安全程度)不變，內部聯系必令各要素作出互補、
自我完善，引致相應的安全標準值OD也作出變化 

 如高危工作，人弱、物弱，事(管理、培訓)必需加強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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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標準與安全系統的相互關係 

 特別要注意的是當人的行為有劣性趨向，物與事的安全標準
值必需擴大加強，以保持相同安全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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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一個非線性的複雜結構系統 

 安全與否，都是由“人” 、 “物” 、 “事”及其
“內在聯系”的實現方式 

 任何一要素不能獨立存在，必需是三位一體的 

 三類要素在相互作用下必需形成一個複雜的動態平衡 

 所以單一的、靜態的局部安全標準只是安全系統的一
個必要部份，而總的安全量值或標準值只是個純概念 

 因為人的因素本身具有非線性的思維，參與在這系統
中，就形成了一個非線性的複雜結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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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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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最安全 
只有更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