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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安全管理是企业安全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其工作成效将直接决定企业的安全状况，随着时代的进步
和发展，安全管理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
在安全管理工作中，需要科学地、有针对性地进行危险源辨识、评价与控制，这就是安全评价的主要
内容。
因此安全评价是现代安全管理的重要环节，有助于推动安全管理的现代化。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等一
系列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陆续出台，国家对企业的安全工作越来越重视，安全管理与安全评价工作也
逐渐走上了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
与之相对应，企业对安全管理人员和安全评价人员的需求越来越大，对其能力水平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
安全管理和安全评价是安全工程知识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安全工程专业的两大就业方向。
2007年11月22日，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在青岛召开第十批新职业信息发布会，安全评价师已正式成为
国家的一种新职业。
本书充分考虑了安全管理人员和安全评价人员的共同需求，融合了安全管理与安全评价两部分交叉知
识体系，同时考虑到这两部分知识的指导性和实践性强的特点，结合编者多年从事安全工程教学和安
全评价实践的经验，在书中不仅涉及必要的理论基础，更针对知识的实际应用进行了详细阐述。
本书共12章，分为安全管理和安全评价两大部分。
安全管理部分主要介绍安全管理的基本原理及发展，企业工伤事故，安全法制在安全管理中的应用，
我国的安全管理体制与行之有效的安全管理手段，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的建立与实施。
安全评价部分主要阐述了我国的安全评价现状及发展，危险源辨识、危险度评价、安全对策措施，安
全评价结论书写要求及要领，安全评价技术文件及问题的处理。
其中，第1、2、7、8章由王洪德教授编写，第3～6章由石剑云编写，第9～12章由潘科编写，全书由王
洪德教授统稿。
本书可作为安全工程专业本科教材，还可作为安全管理人员、安全评价人员及其他安全领域工作者的
培训教材和参考资料。
本书编写过程中，参考了多项国内外专家学者的文献，得到了大连理工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等院校的大力支持，大连交通大学安全工程教研室全体同仁在本书编写过程中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
大连交通大学教务处对本书的出版也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限于作者的能力和水平，书中难免有不妥之处，敬请各位安全领域的同仁及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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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安全管理与安全评价》以安全系统工程和安全管理工程理论为指导，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文件为指南，集我国目前安全管理和安全评价工作经验编写而成。
全书共12章，总体可分为2大部分，前6章为安全管理知识，后6章为安全评价知识，二者循序渐进、互
为补充。
第1章和第2章主要介绍安全管理的基本概念、原理及发展。
第3章主要介绍工伤事故的分类、统计、上报、处理等相关知识。
第4章介绍了安全管理中法制的应用。
第5章介绍了我国的安全管理体制与行之有效的几种安全管理手段。
第6章介绍了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的建立与实施。
第7章简介当前的安全评价状况。
第8～10章介绍了安全评价的三大主要内容：危险源辨识、危险度评价、安全对策措施。
第11章介绍了安全评价结论书写的要求及要领。
第12章介绍了安全评价技术文件及评价过程中对一些问题的处理。
　　《安全管理与安全评价》在充分阐述安全管理、安全评价领域最新理论和技术及实用知识的同时
，也融注了编者多年来从事安全工程专业教学、科研及安全评价实践的经验。
《安全管理与安全评价》可作为各高校安全工程专业本科教材，也可作为安全管理人员、安全评价人
员及安全生产领域工作者的培训教材和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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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4.全过程控制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建立引进了系统和过程的概念，把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作
为一项系统工程，从分析可能造成的危害因素人手，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相应的解决办法。
全过程的职业健康安全管理包括决策、设计、采购、生产过程及辅助过程、售后服务、建立Ost-IMS
信息系统和全员参与的机制等。
5.持续改进同ISO9000和ISO14000系列标准一样，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要求组织在职业健康安全管理
方面不断提高，确保体系的持续适用性、充分性和有效性。
6.2.2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构成要素及内容要求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作为一种系统化的管理方式
，各个国家依据其自身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不同的指导性要求，但基本上遵循了PDCA的思想并
与ILO-OSH2001导则相近似。
本节主要依据ILO-OSH2001导则的框架，介绍现有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的基本要素。
1.职业健康安全方针职业健康安全方针的目的是要求生产经营单位在征询员工及其代表意见的基础上
，制定出书面的职业健康安全方针，以规定其体系运行中职业健康安全工作的方向和原则，确定职业
健康安全责任及绩效总目标，表明实现有效职业健康安全管理的正式承诺，并为下一步体系目标的策
划提供指导性框架。
生产经营单位在制定、实施与评审职业健康安全方针时应充分考虑下列因素，以确保方针实施与实现
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并确保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与企业的其他管理体系协调一致：（1）所适用的
职业健康安全法律法规与其他要求；（2）企业自身整体的经营方针和目标；（3）企业规模和所具备
资质及其所带来风险的特点；（4）企业过去和现在的职业健康安全绩效；（5）员工及其代表和其他
外部相关方的意见和建议。
为确保所建立与实施的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能够达到控制职业健康安全风险和持续改进职业健康安
全绩效的目的，生产经营单位所制定的职业健康安全方针必须包括以下内容：（1）承诺遵守自身所
适用且现行有效的职业健康安全法律、法规，包括生产经营单位所属管理机构的职业健康安全管理规
定和生产经营单位与其他用人单位签署的集体协议或其他要求；（2）承诺持续改进职业健康安全绩
效和事故预防，保护员工健康安全。
2.组织1）组织的目的组织的目的是要求生产经营单位为正确、有效地实施与运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
系及其要素而确立和完善组织保障基础，包括机构与职责、培训及意识和能力、协商与交流、文件化
、文件与资料控制以及记录和记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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