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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安全文化建设评价准则

1 范围

本准则适用于中国境内所有类型的企业组织。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的引用或者参考而成为本准则的内
容。以下为本准则参考的标准文件：

GB/T 19004—2000 质量管理体系业绩改进指南（ idt ISO9004 ：2000）
GB/T 28001—2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企业安全文化 enterprise safety culture 

被企业组织的员工群体所共享的安全价值观、态度、 道德和行为规范组成的统一体。
3.2

安全文化评价 safety culture assessment
为了解企业安全文化现状或企业安全文化建设效果，而采取的系统化测评行为，
并得出定性或定量的分析结论。

3.3
评价指标 evaluation index 
企业安全文化评价的要素。分为可计量指标（定量指标）和非计量指标（定性

指标）。
3.4

指标权重 index balance 
指该指标在评价指标体系中的相对重要程度，权重大小采用数值来表示。

3.5
相关方 interested parties



与组织的安全绩效有关的或受其安全绩效影响的个人或团体。
3.6

应激反应 passive reaction 
人体对外界或内部的各种非常刺激所产生的非特异性应答反应。

4 评价指标

4.1 基础特征
4.1.1 企业状态特征

企业自身的成长、发展、经营、市场状态，主要从企业历史、企业规模、市场
地位、盈利状况等方面进行评价。
4.1.2 企业文化特征

企业文化层面的突出特征， 主要评估企业文化的开放程度， 员工凝聚力的强弱，
学习型组织的构建情况，员工执行力状况等。
4.1.3 企业形象特征

员工、社会公众对企业整体形象的认识和评价。
4.1.4 企业员工特征

充分明确员工的整体状况，总体教育水平、工作经验和操作技能、道德水平等。
4.1.5 企业技术特征

企业在工程技术方面的使用、改造情况，比如技术设备的先进程度、技术改造
状况、工艺流程的先进性，以及人机工程建设情况。
4.1.6 监管环境

企业所在地政府安监及相关部门的职能履行情况，包括监管人员的业务素质、
监管力度、法律法规的公布及执行情况。
4.1.7 经营环境

主要反映企业所在地的经济发展、市场经营状况等商业环境，诸如人力资源供
给程度、信息交流情况、地区整体经济实力等。
4.1.8 文化环境

反映企业所在地域的社会文化环境，主要包括民族传统、地域文化特征等。

4.2 安全承诺
4.2.1 安全承诺内容

综合考量承诺内容的涉及范围，表述理念的先进性、时代性，与企业实际的契
合程度。
4.2.2 安全承诺表述

企业安全承诺在阐述和表达上应完整准确，具有较强的普适性、独特性和感召
力。
4.2.3 安全承诺传播

企业的安全承诺需要在内部及外部进行全面、及时、有效的传播，涉及不同的
传播方式，选择适当的传播频度，达到良好的认知效果。
4.2.4 安全承诺认同

考察企业内部对企业安全承诺的共鸣程度，主要包括：安全承诺能否得到全体
员工特别是基层员工的深刻理解和广泛认同，企业领导能否做到身体力行、率先垂



范，全体员工能否切实把承诺内容应用于安全管理和安全生产的实践当中。
4.3 安全管理
4.3.1 安全权责

企业的安全管理权责分配依据的原则、权责对应或背离程度，以及在实际工作
当中的执行效果。
4.3.2 管理机构

企业应设置专人专职专责的安全管理机构，并配备充足的、符合要求的人力、
物力资源，保障其独立履职的管理效果。企业安全管理部门及人员应当具有明确的
管理权力与责任，在权责的分配上应充分考虑企业安全工作实际，有效保证管理权
责的匹配性、一致性和平衡性。
4.3.3 制度执行

企业安全管理的制度执行力度与障碍情况。
4.3.4 管理效果

结合企业实际，从安全绩效改善程度、应急机制完善程度、事故与事件管理水
平等方面，客观评估企业安全管理工作在一定时期内的实施效果。
4.4 安全环境
4.4.1 安全指引

企业应综合运用各种途径和方法，有效引导员工安全生产。主要从安全标识运
用、安全操作指示、安全绩效引导、应激调适机制等方面进行评估。
4.4.2 安全防护

企业应依据生产作业环境特点，做好安全防护工作，安装有效的防护设施和设
备，提供充足的个体防护用品。
4.4.3 环境感受

环境感受是员工对一般作业环境和特殊作业环境的综合感观和评价，是对作业
环境的安全保障效果的主观性评估。主要从作业现场的清洁、安全、人性化等方面，
考察员工的安全感、舒适感和满意度。
4.5 安全培训与学习
4.5.1 重要性体现

企业各级人员对安全培训工作重要性的认识程度，直接体现在培训资源投入力
度，培训工作的优先保证程度，及企业用人制度等方面。
4.5.2 充分性体现

企业应向员工提供充足的培训机会，根据实际需要和长远目标规范培训内容，
科学设置培训课时，竭力开发、运用员工喜闻乐见的有效培训方式。
4.5.3 有效性体现

科学判断企业安全培训的实施效果，主要从员工安全态度的端正程度、安全技
能的提升幅度、安全行为和安全绩效的改善程度等方面进行评估。

4.6 安全信息传播
4.6.1 信息资源

根据安全文化传播需要，企业应分别建立和完善安全管理信息库、安全技术信
息库、安全事故信息库和安全知识信息库等各种安全信息库，储备大量的安全信息
资源。



4.6.2 信息系统
企业围绕安全信息传播工作，设置专职操作机构，建立完备的管理机制，搭建

稳定的信息传播与管理平台，创造完善齐全的信息传播载体。
4.6.3 效能体现

根据员工获取和交流企业安全信息的便捷程度，企业安全信息传播的有效到达
率、知晓率和开放程度，综合衡量企业安全信息传播的实际效果。
4.7 安全行为激励
4.7.1 激励机制

围绕安全发展这一激励目标，企业应建立一套理性化的管理制度以规范安全激
励工作，实现安全激励制度化，保证安全绩效的优先权。
4.7.2 激励方式

根据企业实际兼顾精神和物质两个层面， 采取最可靠、 最有效的安全激励方式。
4.7.3 激励效果

员工对企业安全激励机制、激励方式的响应体现为绩效改善与行为改善的正负
效应。
4.8 安全事务参与
4.8.1 安全会议与活动

企业应根据实际需要，定期举办以安全为主题的各种会议和活动，鼓励并邀请
相关员工积极参与。
4.8.2 安全报告

企业应建立渠道通畅的各级安全报告制度，确保报告反馈的及时、高效，注重
各种报告、处理等信息的公开、共享。
4.8.3 安全建议

企业应建立科学有效的安全建议制度，疏通各种安全建议渠道，以及时反馈、
择优采纳等实际行动鼓励员工积极参与安全建议。
4.8.4 沟通交流

在企业内部和外部创造良好的安全信息沟通氛围，实现企业各层级员工有效的
纵向沟通和横向交流，同时及时与企业不同层面的合作伙伴互通安全信息。
4.9 决策层行为
4.9.1 公开承诺

企业决策层应适时亲自公布企业相关安全承诺与政策，参与安全责任体系的建
立，做出重大安全决策。
4.9.2 责任履行

在企业人事政策、安全投入、员工培训等方面，企业决策层应充分履行自己的
安全职责，确保安全在各工作环节的重要地位。
4.9.3 自我完善

企业决策层应接受充分的安全培训，加强与外部进行安全信息沟通交流，全面
提高自身安全素质，做好遵章守制、安全生产的表率。
4.10 管理层行为
4.10.1 责任履行

企业管理层应明确所担负的建立并完善制度、加强监督管理、改善安全绩效等



重要安全责任，并严格履行职责。
4.10.2 指导下属

企业管理层应对员工进行资格审定，有效组织安全培训和现场指导。
4.10.3 自我完善

企业管理层应注重安全知识和技能的更新，积极完善自我，加强沟通交流。

4.11 员工层行为
4.11.1 安全态度

主要从安全责任意识、安全法律意识和安全行为意向等方面，判断员工对待安
全的态度。
4.11.2 知识技能

除熟练掌握岗位安全技能外，员工还应具备充分的辨识风险、应急处置等各种
安全知识和操作能力。
4.11.3 行为习惯

员工应养成良好的安全行为习惯，积极交流安全信息，主动参与各种安全培训
和活动，严格遵守规章制度。
4.11.4 团队合作

在安全生产过程中，同事之间要增进了解，彼此信任，加强互助合作，主动关
心、保护同伴，共同促进团队安全绩效的提升。

5 减分指标

5.1 死亡事故
在进行安全评价的前一年内，如发生死亡事故，则视情况（事故性质、伤亡人

数）扣减安全文化评价得分 5~15分。
5.2 重伤事故

在进行安全评价的前一年内，如发生重伤事故，则视情况扣减安全文化评价得
分 3~10分。
5.3 违章记录

在进行安全评价的前一年内，企业的“违章指挥、违章操作、违反劳动纪律”
记录情况，视程度扣减安全文化评价得分 1~8分。

6 评价程序

6.1 建立评价组织机构与评价实施机构
企业开展安全文化评价工作时，首先应成立评价组织机构，并由其确定评价工

作的实施机构。
6.1.1 企业实施评价时，由评价组织机构负责确定评价工作人员并成立评价工作组。
必要时可选聘有关咨询专家或咨询专家组。咨询专家（组）的工作任务和工作要求
由评价组织机构明确。
6.1.2 评价工作人员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熟悉企业安全文化评价相关业务，有较强的综合分析判断能力与沟通能
力。

——具有较丰富的企业安全文化建设与实施专业知识。
——坚持原则、秉公办事。



——评价项目负责人应有丰富的企业安全文化建设经验， 熟悉评价指标及评价
模型。
6.2 制定评价工作实施方案

评价实施机构应参照本标准制定《评价工作实施方案》。方案中应包括所用评
价方法、评价样本、访谈提纲、测评问卷、实施计划等内容。并应报送评价组织机
构批准。
6.3 下达《评价通知书》

在实施评价前，由评价组织机构向选定的样本单位下达《评价通知书》。《评
价通知书》中应当明确：评价的目的、用途、要求、应提供的资料及对所提供资料
应负的责任以及其他需在《评价通知书》中明确的事项。
6.4 调研、收集与核实基础资料

根据本标准设计评价的调研问卷，根据《评价工作方案》收集整理评价基础数
据和基础资料。资料收集可以采取访谈、问卷调查、召开座谈会、专家现场观测、
查阅有关资料和档案等形式进行。评价人员要对评价基础数据和基础资料进行认真
检查、整理，确保评价基础资料的系统性和完整性。评价工作人员应对接触的资料
内容履行保密义务。
6.5 数据统计分析

对调研结果和基础数据核实无误后，可借助 EXCEL、SPSS、SAS 等统计软件
进行数据统计，然后根据本标准建立的数学模型和实际选用的调研分析方法，对统
计数据进行分析。
6.6 撰写评价报告

统计分析完成后，评价工作组应按照规范的格式，撰写《企业安全文化建设评
价报告》，报告评价结果。
6.7 反馈企业征求意见

评价报告提出后，应反馈企业征求意见并作必要修改。
6.8 提交评价报告

评价工作组修改完成评价报告后，经评价项目负责人签字，报送评价组织机构
审核确认。
6.9 进行评价工作总结

评价项目完成后，评价工作组要进行评价工作总结，将工作背景、实施过程、
存在的问题和建议等形成书面报告， 报送评价组织机构。 同时建立好评价工作档案。

附录 A

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 
测评计分方法



A.1 评分方法
a) 评分时，只对三级指标进行实际打分，二级指标和一级指标都是通过相应的
数学公式和计算方法计分。

b) 采用“百分制”进行评分，每个指标的最高分为 100分，最低分为 0分。
c) 以“基础特征”指标系的评分作为示例，其他指标系及总分的评分可参考此
例：

表 A.1 测评方法示例

一级指标系：基础特征

二级指标
权重

Ni 
三级指标

权重

Ki 
测评方法

评分

M i

优：80~100分 良：50~80分 一般： 0~50分

企业状态特

征
0.06 

成长性 0.34 
资料收集及分析

问卷调查
竞争性 0.27 

赢利性 0.39 

企业文化特

征
0.18 

开放性 0.21 

小组座谈

问卷调查

现场观察

凝聚力 0.18 

沟通交流 0.19 

学习氛围 0.2 

行为规范 0.22 

企业形象特

征
0.09 

知名度 0.42 资料收集及分析

问卷调查美誉度 0.58 

企业员工特

征
0.26 

教育水平 0.2 

材料审核

问卷调查

工作经验 0.27 

操作技能 0.28 

道德水平 0.25 

企业技术特

征
0.19 

技术先进 0.36 
材料审核

问卷调查
技术更新 0.22 

安全技术 0.42 

监管环境 0.17 
监管力度 0.45 

问卷调查
法规完善 0.55 

经营环境 0.02 人力资源 0.32 资料收集及分析



信息资源 0.38 

经济实力 0.3 

文化环境 0.03 
跨民族文化 0.52 资料收集及分析

问卷调查地域文化 0.48 

A.2 计算公式为

；

：二级指标最终得分值；

：三级指标权重；

I ：三级指标评分值；

n ：三级指标的个数；

：一级指标最终得分值；

i ：二级指标权重；

A.3 总分计算公式：

：对该企业安全文化建设测评的总分；

i ：一级指标权重；

每个一级指标的考核得分乘以各自对应的权重， 然后加和得到企业安全文化
测评总分值。

附录 B
(规范性附录 ) 

评价指标参考权重

B.1 权重分配说明
表 B.1 各级指标的权重分配数值

一级指标：基础特征 （权重 0.06）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名称 权重 指标名称 阐述 权重

企业状态

特征
0.06 

成长性 企业历史、企业规模与发展前景。 0.34 

竞争性 企业在行业中地位与市场竞争力。 0.27 

赢利性 企业盈利状况及盈利预期。 0.39 

企业文化

特征
0.18 

开放性 对外来文化和文化变革的态度。 0.21 

凝聚力 员工对企业和同伴的信赖程度。 0.18 

沟通交流 注重内部及与外部的沟通交流。 0.19 

学习氛围 企业及员工对待学习的普遍态度。 0.2 

行为规范 员工行为方式的规范化程度。 0.22 

企业形象

特征
0.09 

知名度 企业或品牌在行业排名或社会知晓。 0.42 

美誉度 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 0.58 

企业员工

特征
0.26 

教育水平 员工受教育程度。 0.2 

工作经验
员工平均工作年限或重点岗位员工平均工

作年限。
0.27 

操作技能 操作技能熟练或胜任工作的员工比例。 0.28 

道德水平 员工职业道德与社会公德水平。 0.25 

企业技术

特征
0.19 

技术先进
主要技术设备、生产工艺在行业内的先进

程度。
0.36 

技术更新 在技术更新方面的投入与实施。 0.22 

安全技术 安全工程技术的应用情况。 0.42 

监管环境 0.17 
监管力度 地方安全监管部门执法水平与监管能力。 0.45 

法规完善 地方性安全生产法规体系完善程度。 0.55 

经营环境 0.02 

人力资源 本地区人力资源供给。 0.32 

信息资源 本地区可利用信息资源。 0.38 

经济实力 本地区总体经济发展水平。 0.3 

文化环境 0.03 

跨民族文

化
本地区重要的民族风俗习惯、礼仪传统。 0.52 

地域文化 本地区显著的区域文化特征。 0.48 

一级指标：安全承诺 （权重 0.1）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名称 权重 指标名称 阐述 权重

安全承诺

内容
0.27 

完整全面
逐一阐述安全价值观、安全愿景、安全使

命、安全目标和安全方针。
0.4 

理念先进 所述理念符合科学发展观。 0.39 

求真务实 符合本企业实际切实可行。 0.21 

安全承诺

表述
0.22 

阐述准确 完整准确地传达内涵。 0.27 

语言精炼 核心理念易于理解和记忆。 0.21 

独到性 受众印象深刻。 0.18 

感召力 感染受众引发共鸣。 0.34 

安全承诺

传播
0.21 

传播方式 传播形式、传播媒介和传播者。 0.3 

传播频度 时间频度与空间频度。 0.28 

受众知晓

率
员工与相关方知晓率和记忆率。 0.42 

安全承诺

认同
0.3 

领导示范 决策层成为实践安全承诺的表率。 0.3 

员工认同
员工深刻理解并认同安全承诺的内涵，并

以实际行为履诺。
0.42 

管理实践 管理层身体力行履行企业安全承诺。 0.28 

一级指标：安全管理 （权重 0.07）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名称 权重 指标名称 阐述 权重

安全权责 0.3 
权责明确 企业各级人员拥有明确的安全权责。 0.47 

权责匹配 企业各级人员的岗位权限与责任应匹配。 0.53 

管理机构 0.21 

机构设置 企业安全管理部门的设置情况。 0.3 

独立履职
充分独立履行职责并可直接向最高领导报

告。
0.37 

资源配置 充足的人员、经费和装备。 0.33 

制度执行 0.16 
制度保障 从制度上充分保证安全工作的重要性。 0.31 

管理权限 安全管理的权威性、独立性。 0.29 



制度执行 保证制度执行有效的具体方法。 0.4 

管理效果 0.33 

绩效改善 各种安全绩效指标的确立与实现。 0.52 

应急效能 企业应急系统的完善程度。 0.23 

事故与事

件管理
对各种事故、事件的管理与持续改进。 0.25 

一级指标：安全环境 （权重 0.08）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名称 权重 指标名称 阐述 权重

安全指引 0.27 

视觉识别
参照国家标准正确设置安全视觉识别系

统。
0.24 

作业指导
为员工提供充分的安全操作规程及安全知

识技能培训。
0.23 

宣传教育
建立并有效利用各种媒介为员工和相关方

进行安全宣传教育。
0.2 

安全活动
企业积极组织并鼓励促进安全绩效的活

动。
0.17 

应激调适
建立应激调适机制使员工产生应激反应时

可得到有效的心理咨询。
0.16 

安全防护 0.39 

群体防护
企业对危险作业场所、危险源和危险设备

设施配置有效的安全防护装置。
0.46 

个体防护
企业为员工配备并定期检查、更换必需的

个体防护用品。
0.54 

环境感受 0.34 

安全感
员工对一般作业环境和特殊作业环境的安

全感或不安全感。
0.41 

舒适感
员工对一般作业环境和特殊作业环境的舒

适感或不舒适感。
0.29 

满意度 员工对作业环境的整体满意度。 0.3 

一级指标：安全培训与学习 （权重 0.1）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名称 权重 指标名称 阐述 权重

重要性体

现
0.28 

培训投入
企业对安全培训制定充足的财务预算并执

行。
0.25 

优先保证
安全培训与其它工作冲突时会得到优先保

证。
0.26 

资源建设
培训资源的规模和质量可以充分满足需

求。
0.22 

上岗资格
建立并严格执行经安全培训合格方可上岗

的用人制度。
0.27 

充分性体

现
0.26 

培训机会 每位员工都有机会接受安全培训。 0.28 

培训课时
员工可接受满足法规要求或超过要求课时

的安全培训。
0.23 

培训内容
针对员工实际需要并注重安全行为习惯培

养。
0.26 

培训方式 员工乐于接受或基本满意。 0.23 

有效性体

现
0.46 

态度变化 员工安全意识与安全态度的变化。 0.23 

技能提升 员工安全知识技能的提升。 0.26 

行为改善 员工行为方式的改善。 0.29 

绩效改善 个人安全绩效与组织安全绩效的改善。 0.22 

一级指标：安全信息传播 （权重 0.09）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名称 权重 指标名称 阐述 权重

信息资源 0.31 

管理信息 建立和完善安全管理信息库。 0.23 

技术信息 建立和完善安全技术信息库。 0.18 

事故信息 建立和完善事故、事件信息库。 0.31 

知识信息 建立和完善安全知识信息库。 0.28 

信息系统 0.34 

管理机制 建立完备的信息与传播管理机制。 0.25 

平台建设 建立稳定的信息管理与传播平台。 0.39 

传播载体 建立足够的信息传播媒介。 0.36 



效能体现 0.35 

便捷性 员工可以便捷地获取信息。 0.19 

知晓率 员工可以充分知晓信息。 0.33 

交互性 员工可以便捷地交流信息。 0.21 

公开性 重要安全信息公开发布。 0.27 

一级指标：安全行为激励 （权重 0.08）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名称 权重 指标名称 阐述 权重

激励机制 0.27 

制度化 建立安全激励制度或制度条款。 0.28 

优先权
所有激励中均将安全绩效指标作为首要指

标。
0.25 

完善度
所有促进安全绩效改善的行为与成绩均会

受到鼓励。
0.21 

导向性
惩罚体现不注重错误本身而注重汲取教训

的原则。
0.26 

激励方式 0.36 

领导示范
决策层和管理层成为促进安全绩效改善的

表率。
0.19 

榜样树立 企业树立了安全生产的各类榜样。 0.2 

物质奖励 企业设有多种形式的物质奖励。 0.22 

荣誉待遇 企业设有各种荣誉称号并给予相应待遇。 0.21 

提拔升迁 提拔重用安全业绩优异的员工。 0.18 

激励效果 0.37 

广泛知晓 所有激励被员工广泛知晓。 0.22 

绩效改善 促进了员工个人与团队安全绩效的改善。 0.27 

行为改善 促进了员工行为的改善。 0.29 

正面效应
奖励与惩罚均不导致员工的消极态度或消

极行为。
0.22 

一级指标：安全事务参与 （权重 0.08）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名称 权重 指标名称 阐述 权重

安全会议 0.17 安全会议 企业定期邀请员工代表参加有关安全会 0.53 



与活动 议。

安全活动 企业鼓励员工开展和参与各种安全活动。 0.47 

安全报告 0.35 

报告制度
企业建立并不断完善有关事故、事件、隐

患、缺陷等的安全报告制度。
0.3 

报告渠道 保持员工报告渠道通畅和便捷。 0.26 

反馈效率 及时反馈报告处理结果并鼓励报告者。 0.2 

信息共享
员工及时知晓事故、事件、隐患、缺陷等

信息并获得针对性培训。
0.24 

安全建议 0.26 

建议制度
企业建立鼓励员工安全建议的制度并不断

完善。
0.29 

建议渠道 保持员工建议渠道通畅与便捷。 0.27 

建议反馈 及时反馈并鼓励建议者。 0.23 

建议采纳
积极采纳有价值的建议促进安全绩效改

善。
0.21 

沟通交流 0.22 

员工间沟

通
员工之间保持良好的安全信息沟通交流。 0.26 

管理层沟

通

管理层之间保持良好的安全信息沟通交

流。
0.24 

上下级沟

通

上下级之间保持良好的安全信息沟通交

流。
0.32 

承包商沟

通

企业与承包商之间保持良好的安全信息沟

通交流。
0.18 

一级指标：决策层行为 （权重 0.11）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名称 权重 指标名称 阐述 权重

公开承诺 0.25 

公布安全

政策
亲自公布安全承诺与安全政策。 0.42 

建立责任

体系

亲自参与建立安全责任制和重大安全决

策。
0.58 



责任履行 0.41 

人事政策
安全素质或安全绩效作为人事升迁的重要

依据。
0.27 

安全投入 保证充分的人财物投入。 0.38 

员工培训 定期对员工做行为观察与安全培训。 0.35 

自我完善 0.34 

知识更新 接受充分的安全培训并自我学习。 0.36 

外部交流 经常与外部安全专家沟通交流。 0.31 

表率示范
成为严格遵守执行安全制度与个人良好安

全素质的表率。
0.33 

一级指标：管理层行为 （权重 0.11）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名称 权重 指标名称 阐述 权重

责任履行 0.4 

明确职责 明确所承担的安全责任并严格履职。 0.22 

完善制度
建立健全安全制度与操作规程并确立安全

目标。
0.22 

监督合作
部门之间保持安全责任的相互监督与相互

配合。
0.2 

知识技能
充分掌握满足职责需要的安全管理知识和

技能。
0.19 

安全绩效 促进安全绩效的持续改善。 0.17 

指导下属 0.27 

资格审定
安全素质或安全绩效作为人事录用与升迁

的重要依据。
0.35 

组织培训 有效组织实施安全培训。 0.33 

行为观察 经常到现场观察员工行为并给与指导。 0.32 

自我完善 0.33 

知识更新 主动学习安全管理知识技能。 0.22 

沟通交流
主动与内外部专家交流安全信息或管理经

验。
0.26 

监督检查
定期邀请上级或安监部门或安全专家监督

检查安全工作。
0.27 

表率示范 成为严格遵守执行安全管理制度与个人良 0.25 



好安全素质的表率。

一级指标：员工层行为 （权重 0.12）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名称 权重 指标名称 阐述 权重

安全态度 0.23 

责任意识
具有对自己并对他人安全健康负责的意

识。
0.35 

法规意识
具有严格遵守安全规章和作业规范的意

识。
0.29 

行为意向
具有只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才进行作业的

行为意向。
0.36 

知识技能 0.25 

岗位技能 安全知识技能与操作技能胜任岗位要求。 0.37 

辨识风险 具备作业前辨识风险并有效防范的能力。 0.33 

应急处置 具备应急自救与互救的技能。 0.3 

行为习惯 0.32 

相互交流 乐于与同伴相互交流安全经验与信息。 0.16 

主动学习 主动学习安全知识技能并乐于参加培训。 0.17 

主动参与
主动参加安全活动并对工作中发现的问题

及时提出建议或报告。
0.16 

沉着应变 面对变化时善于分析思考并能正确应对。 0.13 

安全确认
作业前首先辩识风险并确认安全防护措

施。
0.18 

遵守规范 遵守规范严谨行事。 0.2 

团队合作 0.2 

关心他人 主动关心他人安全并善于保护他人安全。 0.25 

相互信任 充分信任同伴的团队精神和安全素质。 0.28 

互助合作 愿意与同伴合作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0.26 

团队绩效 以个人安全绩效促进团队安全绩效。 0.21 

B.2 相关说明
——所有一级指标的权重之和等于 1。
——每个一级指标所属的二级指标的权重之和等于 1。
——每个二级指标所属的三级指标的权重之和等于 1。
——应用本《准则》进行安全文化建设评价的企业，可以根据本企业的特点、



安全文化建设的侧重点等要素，对部分指标参考权重进行调整，但调整规则必须依
照前三条的相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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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安全文化建设评价准则

1 范围

本准则适用于中国境内所有类型的企业组织。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的引用或者参考而成为本准则的内
容。以下为本准则参考的标准文件：

GB/T 19004—2000 质量管理体系业绩改进指南（ idt ISO9004 ：2000）
GB/T 28001—2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企业安全文化 enterprise safety culture 

被企业组织的员工群体所共享的安全价值观、 态度、道德和行为规范组成的统一体。
3.2

安全文化评价 safety culture assessment
为了解企业安全文化现状或企业安全文化建设效果，而采取的系统化测评行为，
并得出定性或定量的分析结论。

3.3
评价指标 evaluation index 
企业安全文化评价的要素。分为可计量指标（定量指标）和非计量指标（定性

指标）。
3.4

指标权重 index balance 
指该指标在评价指标体系中的相对重要程度，权重大小采用数值来表示。

3.5
相关方 interested parties

与组织的安全绩效有关的或受其安全绩效影响的个人或团体。
3.6

应激反应 passive reaction 
人体对外界或内部的各种非常刺激所产生的非特异性应答反应。



4 评价指标

4.1 基础特征
4.1.1 企业状态特征

企业自身的成长、发展、经营、市场状态，主要从企业历史、企业规模、市场
地位、盈利状况等方面进行评价。
4.1.2 企业文化特征

企业文化层面的突出特征， 主要评估企业文化的开放程度， 员工凝聚力的强弱，
学习型组织的构建情况，员工执行力状况等。
4.1.3 企业形象特征

员工、社会公众对企业整体形象的认识和评价。
4.1.4 企业员工特征

充分明确员工的整体状况，总体教育水平、工作经验和操作技能、道德水平等。
4.1.5 企业技术特征

企业在工程技术方面的使用、改造情况，比如技术设备的先进程度、技术改造
状况、工艺流程的先进性，以及人机工程建设情况。
4.1.6 监管环境

企业所在地政府安监及相关部门的职能履行情况，包括监管人员的业务素质、
监管力度、法律法规的公布及执行情况。
4.1.7 经营环境

主要反映企业所在地的经济发展、市场经营状况等商业环境，诸如人力资源供
给程度、信息交流情况、地区整体经济实力等。
4.1.8 文化环境

反映企业所在地域的社会文化环境，主要包括民族传统、地域文化特征等。
4.2 安全承诺
4.2.1 安全承诺内容

综合考量承诺内容的涉及范围，表述理念的先进性、时代性，与企业实际的契
合程度。
4.2.2 安全承诺表述

企业安全承诺在阐述和表达上应完整准确，具有较强的普适性、独特性和感召
力。
4.2.3 安全承诺传播

企业的安全承诺需要在内部及外部进行全面、及时、有效的传播，涉及不同的
传播方式，选择适当的传播频度，达到良好的认知效果。
4.2.4 安全承诺认同

考察企业内部对企业安全承诺的共鸣程度，主要包括：安全承诺能否得到全体
员工特别是基层员工的深刻理解和广泛认同，企业领导能否做到身体力行、率先垂
范，全体员工能否切实把承诺内容应用于安全管理和安全生产的实践当中。
4.3 安全管理
4.3.1 安全权责

企业的安全管理权责分配依据的原则、权责对应或背离程度，以及在实际工作
当中的执行效果。
4.3.2 管理机构

企业应设置专人专职专责的安全管理机构，并配备充足的、符合要求的人力、
物力资源，保障其独立履职的管理效果。企业安全管理部门及人员应当具有明确的



管理权力与责任，在权责的分配上应充分考虑企业安全工作实际，有效保证管理权
责的匹配性、一致性和平衡性。
4.3.3 制度执行

企业安全管理的制度执行力度与障碍情况。
4.3.4 管理效果

结合企业实际，从安全绩效改善程度、应急机制完善程度、事故与事件管理水
平等方面，客观评估企业安全管理工作在一定时期内的实施效果。
4.4 安全环境
4.4.1 安全指引

企业应综合运用各种途径和方法，有效引导员工安全生产。主要从安全标识运
用、安全操作指示、安全绩效引导、应激调适机制等方面进行评估。
4.4.2 安全防护

企业应依据生产作业环境特点，做好安全防护工作，安装有效的防护设施和设
备，提供充足的个体防护用品。
4.4.3 环境感受

环境感受是员工对一般作业环境和特殊作业环境的综合感观和评价，是对作业
环境的安全保障效果的主观性评估。主要从作业现场的清洁、安全、人性化等方面，
考察员工的安全感、舒适感和满意度。
4.5 安全培训与学习
4.5.1 重要性体现

企业各级人员对安全培训工作重要性的认识程度，直接体现在培训资源投入力
度，培训工作的优先保证程度，及企业用人制度等方面。
4.5.2 充分性体现

企业应向员工提供充足的培训机会，根据实际需要和长远目标规范培训内容，
科学设置培训课时，竭力开发、运用员工喜闻乐见的有效培训方式。
4.5.3 有效性体现

科学判断企业安全培训的实施效果，主要从员工安全态度的端正程度、安全技
能的提升幅度、安全行为和安全绩效的改善程度等方面进行评估。
4.6 安全信息传播
4.6.1 信息资源

根据安全文化传播需要，企业应分别建立和完善安全管理信息库、安全技术信
息库、安全事故信息库和安全知识信息库等各种安全信息库，储备大量的安全信息
资源。
4.6.2 信息系统

企业围绕安全信息传播工作，设置专职操作机构，建立完备的管理机制，搭建
稳定的信息传播与管理平台，创造完善齐全的信息传播载体。
4.6.3 效能体现

根据员工获取和交流企业安全信息的便捷程度，企业安全信息传播的有效到达
率、知晓率和开放程度，综合衡量企业安全信息传播的实际效果。

4.7 安全行为激励
4.7.1 激励机制

围绕安全发展这一激励目标，企业应建立一套理性化的管理制度以规范安全激
励工作，实现安全激励制度化，保证安全绩效的优先权。
4.7.2 激励方式



根据企业实际兼顾精神和物质两个层面， 采取最可靠、 最有效的安全激励方式。
4.7.3 激励效果

员工对企业安全激励机制、激励方式的响应体现为绩效改善与行为改善的正负
效应。
4.8 安全事务参与
4.8.1 安全会议与活动

企业应根据实际需要，定期举办以安全为主题的各种会议和活动，鼓励并邀请
相关员工积极参与。
4.8.2 安全报告

企业应建立渠道通畅的各级安全报告制度，确保报告反馈的及时、高效，注重
各种报告、处理等信息的公开、共享。
4.8.3 安全建议

企业应建立科学有效的安全建议制度，疏通各种安全建议渠道，以及时反馈、
择优采纳等实际行动鼓励员工积极参与安全建议。
4.8.4 沟通交流

在企业内部和外部创造良好的安全信息沟通氛围，实现企业各层级员工有效的
纵向沟通和横向交流，同时及时与企业不同层面的合作伙伴互通安全信息。
4.9 决策层行为
4.9.1 公开承诺

企业决策层应适时亲自公布企业相关安全承诺与政策，参与安全责任体系的建
立，做出重大安全决策。
4.9.2 责任履行

在企业人事政策、安全投入、员工培训等方面，企业决策层应充分履行自己的
安全职责，确保安全在各工作环节的重要地位。
4.9.3 自我完善

企业决策层应接受充分的安全培训，加强与外部进行安全信息沟通交流，全面
提高自身安全素质，做好遵章守制、安全生产的表率。
4.10 管理层行为
4.10.1 责任履行

企业管理层应明确所担负的建立并完善制度、加强监督管理、改善安全绩效等
重要安全责任，并严格履行职责。
4.10.2 指导下属

企业管理层应对员工进行资格审定，有效组织安全培训和现场指导。
4.10.3 自我完善

企业管理层应注重安全知识和技能的更新，积极完善自我，加强沟通交流。
4.11 员工层行为
4.11.1 安全态度

主要从安全责任意识、安全法律意识和安全行为意向等方面，判断员工对待安
全的态度。
4.11.2 知识技能

除熟练掌握岗位安全技能外，员工还应具备充分的辨识风险、应急处置等各种
安全知识和操作能力。
4.11.3 行为习惯

员工应养成良好的安全行为习惯，积极交流安全信息，主动参与各种安全培训



和活动，严格遵守规章制度。
4.11.4 团队合作

在安全生产过程中，同事之间要增进了解，彼此信任，加强互助合作，主动关
心、保护同伴，共同促进团队安全绩效的提升。

5 减分指标

5.1 死亡事故
在进行安全评价的前一年内，如发生死亡事故，则视情况（事故性质、伤亡人

数）扣减安全文化评价得分 5~15分。
5.2 重伤事故

在进行安全评价的前一年内，如发生重伤事故，则视情况扣减安全文化评价得
分 3~10分。
5.3 违章记录

在进行安全评价的前一年内，企业的“违章指挥、违章操作、违反劳动纪律”
记录情况，视程度扣减安全文化评价得分 1~8分。

6 评价程序

6.1 建立评价组织机构与评价实施机构
企业开展安全文化评价工作时，首先应成立评价组织机构，并由其确定评价工

作的实施机构。
6.1.1 企业实施评价时，由评价组织机构负责确定评价工作人员并成立评价工作组。
必要时可选聘有关咨询专家或咨询专家组。咨询专家（组）的工作任务和工作要求
由评价组织机构明确。
6.1.2 评价工作人员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熟悉企业安全文化评价相关业务，有较强的综合分析判断能力与沟通能
力。

——具有较丰富的企业安全文化建设与实施专业知识。
——坚持原则、秉公办事。
——评价项目负责人应有丰富的企业安全文化建设经验， 熟悉评价指标及评价

模型。
6.2 制定评价工作实施方案

评价实施机构应参照本标准制定《评价工作实施方案》。方案中应包括所用评
价方法、评价样本、访谈提纲、测评问卷、实施计划等内容。并应报送评价组织机
构批准。
6.3 下达《评价通知书》

在实施评价前，由评价组织机构向选定的样本单位下达《评价通知书》。《评
价通知书》中应当明确：评价的目的、用途、要求、应提供的资料及对所提供资料
应负的责任以及其他需在《评价通知书》中明确的事项。
6.4 调研、收集与核实基础资料

根据本标准设计评价的调研问卷，根据《评价工作方案》收集整理评价基础数
据和基础资料。资料收集可以采取访谈、问卷调查、召开座谈会、专家现场观测、
查阅有关资料和档案等形式进行。评价人员要对评价基础数据和基础资料进行认真
检查、整理，确保评价基础资料的系统性和完整性。评价工作人员应对接触的资料
内容履行保密义务。
6.5 数据统计分析



对调研结果和基础数据核实无误后，可借助 EXCEL、SPSS、SAS 等统计软件
进行数据统计，然后根据本标准建立的数学模型和实际选用的调研分析方法，对统
计数据进行分析。
6.6 撰写评价报告

统计分析完成后，评价工作组应按照规范的格式，撰写《企业安全文化建设评
价报告》，报告评价结果。
6.7 反馈企业征求意见

评价报告提出后，应反馈企业征求意见并作必要修改。
6.8 提交评价报告

评价工作组修改完成评价报告后，经评价项目负责人签字，报送评价组织机构
审核确认。
6.9 进行评价工作总结

评价项目完成后，评价工作组要进行评价工作总结，将工作背景、实施过程、
存在的问题和建议等形成书面报告， 报送评价组织机构。 同时建立好评价工作档案。

附录 A

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 
测评计分方法

A.1 评分方法
a) 评分时，只对三级指标进行实际打分，二级指标和一级指标都是通过相应的
数学公式和计算方法计分。

b) 采用“百分制”进行评分，每个指标的最高分为 100分，最低分为 0分。
c) 以“基础特征”指标系的评分作为示例，其他指标系及总分的评分可参考此
例：

表 A.1 测评方法示例

一级指标系：基础特征

二级指标
权重

Ni 
三级指标

权重

Ki 
测评方法

评分

M i

优：80~100分 良：50~80分 一般： 0~50分

企业状态特

征
0.06 

成长性 0.34 
资料收集及分析

问卷调查
竞争性 0.27 

赢利性 0.39 

企业文化特 0.18 开放性 0.21 小组座谈



征 凝聚力 0.18 问卷调查

现场观察沟通交流 0.19 

学习氛围 0.2 

行为规范 0.22 

企业形象特

征
0.09 

知名度 0.42 资料收集及分析

问卷调查美誉度 0.58 

企业员工特

征
0.26 

教育水平 0.2 

材料审核

问卷调查

工作经验 0.27 

操作技能 0.28 

道德水平 0.25 

企业技术特

征
0.19 

技术先进 0.36 
材料审核

问卷调查
技术更新 0.22 

安全技术 0.42 

监管环境 0.17 
监管力度 0.45 

问卷调查
法规完善 0.55 

经营环境 0.02 

人力资源 0.32 

资料收集及分析信息资源 0.38 

经济实力 0.3 

文化环境 0.03 
跨民族文化 0.52 资料收集及分析

问卷调查地域文化 0.48 

A.2 计算公式为

；

：二级指标最终得分值；

：三级指标权重；

I ：三级指标评分值；

n ：三级指标的个数；

：一级指标最终得分值；



i ：二级指标权重；

A.3 总分计算公式：

：对该企业安全文化建设测评的总分；

i ：一级指标权重；

每个一级指标的考核得分乘以各自对应的权重， 然后加和得到企业安全文化
测评总分值。

附录 B
(规范性附录 ) 

评价指标参考权重

B.1 权重分配说明
表 B.1 各级指标的权重分配数值

一级指标：基础特征 （权重 0.06）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名称 权重 指标名称 阐述 权重

企业状态

特征
0.06 

成长性 企业历史、企业规模与发展前景。 0.34 

竞争性 企业在行业中地位与市场竞争力。 0.27 

赢利性 企业盈利状况及盈利预期。 0.39 

企业文化

特征
0.18 

开放性 对外来文化和文化变革的态度。 0.21 

凝聚力 员工对企业和同伴的信赖程度。 0.18 

沟通交流 注重内部及与外部的沟通交流。 0.19 

学习氛围 企业及员工对待学习的普遍态度。 0.2 

行为规范 员工行为方式的规范化程度。 0.22 

企业形象

特征
0.09 

知名度 企业或品牌在行业排名或社会知晓。 0.42 

美誉度 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 0.58 

企业员工

特征
0.26 

教育水平 员工受教育程度。 0.2 

工作经验 员工平均工作年限或重点岗位员工平均工 0.27 



作年限。

操作技能 操作技能熟练或胜任工作的员工比例。 0.28 

道德水平 员工职业道德与社会公德水平。 0.25 

企业技术

特征
0.19 

技术先进
主要技术设备、生产工艺在行业内的先进

程度。
0.36 

技术更新 在技术更新方面的投入与实施。 0.22 

安全技术 安全工程技术的应用情况。 0.42 

监管环境 0.17 
监管力度 地方安全监管部门执法水平与监管能力。 0.45 

法规完善 地方性安全生产法规体系完善程度。 0.55 

经营环境 0.02 

人力资源 本地区人力资源供给。 0.32 

信息资源 本地区可利用信息资源。 0.38 

经济实力 本地区总体经济发展水平。 0.3 

文化环境 0.03 

跨民族文

化
本地区重要的民族风俗习惯、礼仪传统。 0.52 

地域文化 本地区显著的区域文化特征。 0.48 

一级指标：安全承诺 （权重 0.1）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名称 权重 指标名称 阐述 权重

安全承诺

内容
0.27 

完整全面
逐一阐述安全价值观、安全愿景、安全使

命、安全目标和安全方针。
0.4 

理念先进 所述理念符合科学发展观。 0.39 

求真务实 符合本企业实际切实可行。 0.21 

安全承诺

表述
0.22 

阐述准确 完整准确地传达内涵。 0.27 

语言精炼 核心理念易于理解和记忆。 0.21 

独到性 受众印象深刻。 0.18 

感召力 感染受众引发共鸣。 0.34 

安全承诺

传播
0.21 

传播方式 传播形式、传播媒介和传播者。 0.3 

传播频度 时间频度与空间频度。 0.28 

受众知晓 员工与相关方知晓率和记忆率。 0.42 



率

安全承诺

认同
0.3 

领导示范 决策层成为实践安全承诺的表率。 0.3 

员工认同
员工深刻理解并认同安全承诺的内涵，并

以实际行为履诺。
0.42 

管理实践 管理层身体力行履行企业安全承诺。 0.28 

一级指标：安全管理 （权重 0.07）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名称 权重 指标名称 阐述 权重

安全权责 0.3 
权责明确 企业各级人员拥有明确的安全权责。 0.47 

权责匹配 企业各级人员的岗位权限与责任应匹配。 0.53 

管理机构 0.21 

机构设置 企业安全管理部门的设置情况。 0.3 

独立履职
充分独立履行职责并可直接向最高领导报

告。
0.37 

资源配置 充足的人员、经费和装备。 0.33 

制度执行 0.16 

制度保障 从制度上充分保证安全工作的重要性。 0.31 

管理权限 安全管理的权威性、独立性。 0.29 

制度执行 保证制度执行有效的具体方法。 0.4 

管理效果 0.33 

绩效改善 各种安全绩效指标的确立与实现。 0.52 

应急效能 企业应急系统的完善程度。 0.23 

事故与事

件管理
对各种事故、事件的管理与持续改进。 0.25 

一级指标：安全环境 （权重 0.08）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名称 权重 指标名称 阐述 权重

安全指引 0.27 

视觉识别
参照国家标准正确设置安全视觉识别系

统。
0.24 

作业指导
为员工提供充分的安全操作规程及安全知

识技能培训。
0.23 

宣传教育 建立并有效利用各种媒介为员工和相关方 0.2 



进行安全宣传教育。

安全活动
企业积极组织并鼓励促进安全绩效的活

动。
0.17 

应激调适
建立应激调适机制使员工产生应激反应时

可得到有效的心理咨询。
0.16 

安全防护 0.39 

群体防护
企业对危险作业场所、危险源和危险设备

设施配置有效的安全防护装置。
0.46 

个体防护
企业为员工配备并定期检查、更换必需的

个体防护用品。
0.54 

环境感受 0.34 

安全感
员工对一般作业环境和特殊作业环境的安

全感或不安全感。
0.41 

舒适感
员工对一般作业环境和特殊作业环境的舒

适感或不舒适感。
0.29 

满意度 员工对作业环境的整体满意度。 0.3 

一级指标：安全培训与学习 （权重 0.1）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名称 权重 指标名称 阐述 权重

重要性体

现
0.28 

培训投入
企业对安全培训制定充足的财务预算并执

行。
0.25 

优先保证
安全培训与其它工作冲突时会得到优先保

证。
0.26 

资源建设
培训资源的规模和质量可以充分满足需

求。
0.22 

上岗资格
建立并严格执行经安全培训合格方可上岗

的用人制度。
0.27 

充分性体

现
0.26 

培训机会 每位员工都有机会接受安全培训。 0.28 

培训课时
员工可接受满足法规要求或超过要求课时

的安全培训。
0.23 

培训内容 针对员工实际需要并注重安全行为习惯培 0.26 



养。

培训方式 员工乐于接受或基本满意。 0.23 

有效性体

现
0.46 

态度变化 员工安全意识与安全态度的变化。 0.23 

技能提升 员工安全知识技能的提升。 0.26 

行为改善 员工行为方式的改善。 0.29 

绩效改善 个人安全绩效与组织安全绩效的改善。 0.22 

一级指标：安全信息传播 （权重 0.09）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名称 权重 指标名称 阐述 权重

信息资源 0.31 

管理信息 建立和完善安全管理信息库。 0.23 

技术信息 建立和完善安全技术信息库。 0.18 

事故信息 建立和完善事故、事件信息库。 0.31 

知识信息 建立和完善安全知识信息库。 0.28 

信息系统 0.34 

管理机制 建立完备的信息与传播管理机制。 0.25 

平台建设 建立稳定的信息管理与传播平台。 0.39 

传播载体 建立足够的信息传播媒介。 0.36 

效能体现 0.35 

便捷性 员工可以便捷地获取信息。 0.19 

知晓率 员工可以充分知晓信息。 0.33 

交互性 员工可以便捷地交流信息。 0.21 

公开性 重要安全信息公开发布。 0.27 

一级指标：安全行为激励 （权重 0.08）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名称 权重 指标名称 阐述 权重

激励机制 0.27 

制度化 建立安全激励制度或制度条款。 0.28 

优先权
所有激励中均将安全绩效指标作为首要指

标。
0.25 

完善度
所有促进安全绩效改善的行为与成绩均会

受到鼓励。
0.21 

导向性 惩罚体现不注重错误本身而注重汲取教训 0.26 



的原则。

激励方式 0.36 

领导示范
决策层和管理层成为促进安全绩效改善的

表率。
0.19 

榜样树立 企业树立了安全生产的各类榜样。 0.2 

物质奖励 企业设有多种形式的物质奖励。 0.22 

荣誉待遇 企业设有各种荣誉称号并给予相应待遇。 0.21 

提拔升迁 提拔重用安全业绩优异的员工。 0.18 

激励效果 0.37 

广泛知晓 所有激励被员工广泛知晓。 0.22 

绩效改善 促进了员工个人与团队安全绩效的改善。 0.27 

行为改善 促进了员工行为的改善。 0.29 

正面效应
奖励与惩罚均不导致员工的消极态度或消

极行为。
0.22 

一级指标：安全事务参与 （权重 0.08）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名称 权重 指标名称 阐述 权重

安全会议

与活动
0.17 

安全会议
企业定期邀请员工代表参加有关安全会

议。
0.53 

安全活动 企业鼓励员工开展和参与各种安全活动。 0.47 

安全报告 0.35 

报告制度
企业建立并不断完善有关事故、事件、隐

患、缺陷等的安全报告制度。
0.3 

报告渠道 保持员工报告渠道通畅和便捷。 0.26 

反馈效率 及时反馈报告处理结果并鼓励报告者。 0.2 

信息共享
员工及时知晓事故、事件、隐患、缺陷等

信息并获得针对性培训。
0.24 

安全建议 0.26 

建议制度
企业建立鼓励员工安全建议的制度并不断

完善。
0.29 

建议渠道 保持员工建议渠道通畅与便捷。 0.27 

建议反馈 及时反馈并鼓励建议者。 0.23 

建议采纳 积极采纳有价值的建议促进安全绩效改 0.21 



善。

沟通交流 0.22 

员工间沟

通
员工之间保持良好的安全信息沟通交流。 0.26 

管理层沟

通

管理层之间保持良好的安全信息沟通交

流。
0.24 

上下级沟

通

上下级之间保持良好的安全信息沟通交

流。
0.32 

承包商沟

通

企业与承包商之间保持良好的安全信息沟

通交流。
0.18 

一级指标：决策层行为 （权重 0.11）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名称 权重 指标名称 阐述 权重

公开承诺 0.25 

公布安全

政策
亲自公布安全承诺与安全政策。 0.42 

建立责任

体系

亲自参与建立安全责任制和重大安全决

策。
0.58 

责任履行 0.41 

人事政策
安全素质或安全绩效作为人事升迁的重要

依据。
0.27 

安全投入 保证充分的人财物投入。 0.38 

员工培训 定期对员工做行为观察与安全培训。 0.35 

自我完善 0.34 

知识更新 接受充分的安全培训并自我学习。 0.36 

外部交流 经常与外部安全专家沟通交流。 0.31 

表率示范
成为严格遵守执行安全制度与个人良好安

全素质的表率。
0.33 

一级指标：管理层行为 （权重 0.11）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名称 权重 指标名称 阐述 权重

责任履行 0.4 
明确职责 明确所承担的安全责任并严格履职。 0.22 

完善制度 建立健全安全制度与操作规程并确立安全 0.22 



目标。

监督合作
部门之间保持安全责任的相互监督与相互

配合。
0.2 

知识技能
充分掌握满足职责需要的安全管理知识和

技能。
0.19 

安全绩效 促进安全绩效的持续改善。 0.17 

指导下属 0.27 

资格审定
安全素质或安全绩效作为人事录用与升迁

的重要依据。
0.35 

组织培训 有效组织实施安全培训。 0.33 

行为观察 经常到现场观察员工行为并给与指导。 0.32 

自我完善 0.33 

知识更新 主动学习安全管理知识技能。 0.22 

沟通交流
主动与内外部专家交流安全信息或管理经

验。
0.26 

监督检查
定期邀请上级或安监部门或安全专家监督

检查安全工作。
0.27 

表率示范
成为严格遵守执行安全管理制度与个人良

好安全素质的表率。
0.25 

一级指标：员工层行为 （权重 0.12）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名称 权重 指标名称 阐述 权重

安全态度 0.23 

责任意识
具有对自己并对他人安全健康负责的意

识。
0.35 

法规意识
具有严格遵守安全规章和作业规范的意

识。
0.29 

行为意向
具有只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才进行作业的

行为意向。
0.36 

知识技能 0.25 

岗位技能 安全知识技能与操作技能胜任岗位要求。 0.37 

辨识风险 具备作业前辨识风险并有效防范的能力。 0.33 

应急处置 具备应急自救与互救的技能。 0.3 



行为习惯 0.32 

相互交流 乐于与同伴相互交流安全经验与信息。 0.16 

主动学习 主动学习安全知识技能并乐于参加培训。 0.17 

主动参与
主动参加安全活动并对工作中发现的问题

及时提出建议或报告。
0.16 

沉着应变 面对变化时善于分析思考并能正确应对。 0.13 

安全确认
作业前首先辩识风险并确认安全防护措

施。
0.18 

遵守规范 遵守规范严谨行事。 0.2 

团队合作 0.2 

关心他人 主动关心他人安全并善于保护他人安全。 0.25 

相互信任 充分信任同伴的团队精神和安全素质。 0.28 

互助合作 愿意与同伴合作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0.26 

团队绩效 以个人安全绩效促进团队安全绩效。 0.21 

B.2 相关说明
——所有一级指标的权重之和等于 1。
——每个一级指标所属的二级指标的权重之和等于 1。
——每个二级指标所属的三级指标的权重之和等于 1。
——应用本《准则》进行安全文化建设评价的企业，可以根据本企业的特点、

安全文化建设的侧重点等要素，对部分指标参考权重进行调整，但调整规则必须依
照前三条的相关说明。

个人工作业务总结

本人于 2009 年 7 月进入新疆中正鑫磊地矿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前身为“西安中正矿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主要从事测量技术工作，至今已有三年。

在这宝贵的三年时间里，我边工作、边学习测绘相专业书籍，遇到不懂得问题积极的请教工程师们，在他们耐心的教授和指导下，我的专业知识水平得到了很到的提高，并在实地测量工

作中加以运用、总结，不断的提高自己的专业技术水平。同时积极的参与技术培训学习，加速自身知识的不断更新和自身素质的提高。努力使自己成为一名合格的测绘技术人员。

在这三年中，在公司各领导及同事的帮助带领下，按照岗位职责要求和行为规范，努力做好本职工作，认真完成了领导所交给的各项工作，在思想觉悟及工作能力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

在思想上积极向上，能够认真贯彻党的基本方针政策，积极学习政治理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遵纪守法，爱岗敬业，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积极主动学习专业知识，工作态度端

正，认真负责，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思想品质和职业道德。

在工作态度方面，勤奋敬业，热爱本职工作，能够正确认真的对待每一项工作，能够主动寻找自己的不足并及时学习补充，始终保持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和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

在公司领导的关怀以及同事们的支持和帮助下，我迅速的完成了职业角色的转变。

一、回顾这四年来的职业生涯，我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1、参与了新疆库车县新疆库车县胡同布拉克石灰岩矿的野外测绘和放线工作、点之记的编写工作、 1:2000 地形地质图修测、 1:1000 勘探剖面测量、测绘内业资料的编写工作，提交成果

《新疆库车县胡同布拉克石灰岩矿普查报告》已通过评审。

2、参与了库车县城北水厂建设项目用地压覆矿产资源评估项目的室内地质资料编写工作，提交成果为《库车县城北水厂建设项目用地压覆矿产资源评估报告》，现已通过评审。

3、参与了《新疆库车县巴西克其克盐矿普查》项目的野外地质勘查工作，参与项目包括： 1:2000 地质测图、 1:1000 勘查线剖面测量、测绘内业资料的编写工作；最终提交的《新疆库车

县康村盐矿普查报告》已通过评审。

4、参与了新疆哈密市南坡子泉金矿 2009 年度矿山储量监测工作，项目包括：野外地质测量与室内地质资料的编写，提交成果为《新疆哈密市南坡子泉金矿 2009 年度矿山储量年报》，现

已通过评审。



6、参与了《新疆博乐市五台石灰岩矿 9 号矿区勘探》项目的野外地质勘查工作，项目包括： 1:2000 地质测图、 1:1000 勘探剖面测量、测绘内业资料的编写工作，并绘制相应图件。

7、参与了《新疆博乐市托特克斜花岗岩矿详查报告》项目的野外地质勘查工作，项目包括： 1:2000 地质测图、 1:1000 勘探剖面测量、测绘内业资料的编写工作，并绘制相应图件。

通过以上的这些工作，我学习并具备了以下工作能力：

1、通过实习，对测绘这门学科的研究内容及实际意义有了系统的认识。加深对测量学基本理论的理解，能够用有关理论指导作业实践，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的能力，从而对测量学的基本内容得到一次实际应用，使所学知识进一步巩固、深化。

2、熟悉了三、四等控制测量的作业程序及施测方法，并掌握了全站仪、静态 GPS、RTK等测量仪器的工作原理和操作方法。

3、掌握了 GPS控制测量内业解算软件（南方测绘  Gps 数据处理）以及内业成图软件（南方 cass）的操作应用。能够将外业测量的数据导入软件进行地形图成图和处理。

4、在项目技术负责的指导下熟悉了测量技术总结的编写要求和方法，并参与了部分项目测量技术总结章节的编写工作。

5、在项目负责的领导下参与整个测量项目的组织运作，对项目的实施过程有了深刻理解。通过在项目组的实习锻炼了自己的组织协调能力，为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工作中尚存在的问题

从事测绘工作以来，深深感受到工作的繁忙、责任的重大，也因此没能全方位地进行系统地学习实践，主要表现为没有足够的经验，对于地形复杂的地段理解不够深刻；理论知识掌握不够

系统，实践能力尚为有限。以上问题，在今后工作中自己将努力做到更好。

三、今后的工作打算

通过总结四年来的工作，我无论从工作技术上，还是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各个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今后，我会在此基础上，刻苦钻研，再接再厉，使自己在业务知识水平

更上一层楼，为测绘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