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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为了适应安全工程专业讲授安全生产标准化知识的教学需要，由安全工程专业教材编审委
员会组织编写的，是安全工程专业核心课程系列教材之一。
全书主要内容由三大部分构成，即标准学与安全生产标准化的基本知识、标准学理论基础知识、安全
标准编制技术。
全书分8章详细讲述：标准学基础、安全生产标准化通论、标准化行政管理体制、标准化的数学基础
、标准化理论与方法、安全标准的编制技术、安全标准的实施与监督、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
本书每章均有独具特色的复习思考题，附录载有丰富的相关文献资料。

　　熟悉安全生产标准化知识，了解我国安全生产标准化法规体系与行政管理体制，掌握安全标准编
制技术，是从事安全生产工作各方面各层次人员必须具备的基本业务素质。
本书内容全面、丰富，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基本知识点与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大纲对安全
生产标准化知识的要求密切关联，既可作为高等院校安全工程专业教材，又可作为企业安全生产标准
化建设培训教材，同时可供从事安全工程的科研、设计等有关技术人员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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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新泉，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原工学院安全及环保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浙江工业大学、安徽工
业大学、攀枝花学院兼职教授。
1946年生。
苏州市人，1969年毕业于同济大学暖通空调专业。
现兼任全国机械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08）委员，中国人类工效学学会理事、中国职业
安全健康协会理事，河南省土木建筑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兼建设安全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暨暖通空
调专业委员会委员，高等教育教学工作委员会顾问，安全工程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曾任河南省政协常委。
河南省第一至四届安全生产专家组综合组组长，1996～2004年任教育部高等学校安全工程学科教学指
导委员会委员，2002～2008年任河南省职业安全健康协会副理事长。
大学毕业后曾在煤矿任工程师，1984年调中国矿业大学采矿工程系通风安全教研室任教。
1989年调郑州纺织工学院（现中原工学院）暖通教研室任教。
长期在安全科学技术领域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颇有建树。
成果丰硕。
是安全科学技术领域资深专家。
知名学者。
在多种学术刊物及学术会议上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
出版学术专著8部。
主持完成高水平科研项目多项并获奖。
1997年获钱之光科技教育奖。
邬燕云，博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63年生，无锡人。
1989年中国矿业大学安全技术及工程专业研究生毕业。
现任职于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政策法规司。
兼任全国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88）副秘书长、全国个体防护装备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SAC／TC112）秘书长、全国工业过程测量和控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系统及功能安全分技术委员
会（SAC／TC124／SCIO）主任委员。
参与《安全生产法》、《煤矿安全监察条例》《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等法律、行政法规的制定和修订工作；负责《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等部门规章的起草
制定工作；组织、主持国家科技部“十一五”科技支撑项目“关键安全生产标准技术研究”等课题研
究工作；组织.主持多项安全生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制定、审查工作。
主编、参编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类著作6部。
在学术刊物及学术会议上发表相关专业学术论文2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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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4.标准利于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标准是产业结构调解的技术手段。
政府可将标准与产业政策有效结合，依据标准制定和实施宏观调控政策进行产业结构调整。
此外，还可以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通过技术、质量、环境、安全、能耗等方面标准的制定和实施，
强化符合标准的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提高企业不执行标准的生产成本和管理成本，限制和淘汰能耗高
、污染重、安全条件差、技术水平低、生产方式和生产工艺落后的企业。
例如，我国为了解决棉纺行业规模经济不明显、资产专用性高、品牌效应不明显等问题，于1997年实
行结构调整，其核心是压锭，界线是由政府按照标准划定的。
通过结构调整，节约了大量的生产资料，提高了产品的技术等级，使纺织行业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
标准是产业升级的技术支撑。
产品的更新换代和产业升级需要修订和提高原来落后的标准，甚至是重新制定新一代标准。
具体而言，某一产业或产业环节对新标准的采纳，会对处于该产业上下游产业以及相关产业产生巨大
的波及效应。
在高标准企业的影响下，处于产业上游的企业必须加快技术创新的速度，提高其配套产品的技术水平
。
处于产：业下游的企业由于应用高标准的产品，其生产技术水平、产品质量与经济效益也会得到相应
的提高。
5.标准有助于建立贸易优势地位标准是进行贸易的基本条件。
贸易双方进行货物和服务交换时，标准对贸易对象的形式、功能和其他技术特性所作的一致性规定，
为贸易双方提供了一种共同背景、共同语言和共同的客观依据，这是贸易得以顺利进行的基本要求。
在一定意义上说，没有标准就没有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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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安全生产标准化教程》是高等教育安全工程系列“十一五”规划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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