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外与澳港台

一般来说
,

他们主要采用如下

一些安全管理措施
。

一
、

适于安全管理的行为科学

方法

日本企业十分重视改变每个职

工的行为
,

以避免工伤事故的发

生
。

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就是

培训职工在流水作业中养成十分准

确的动作序列
,

并在正式上岗之前

反复实践这些动作
。

这些事先精心

设计的行为动作
,

不仅能取得最大

的生产效率
,

同时能有效地预防事

故
。

当然
,

这种行为改变方法的作

用发挥有赖于工程技术的控制及安

全指导
。

改变行为主要是通过危险

预知训练及现场危险预知训练等技

术来实现
。

其中较为常用
,

且在各

种文化背景中都能运用的技术主要

有以下几项

重视经常性的改进过程
。

训练职工及管理人员经常思考

有助于促进安全及卫生条件的生产

方面的小改小革
,

即使十分微小的

改进亦会取得显著的效果
,

特别是

这些小的改进被提出并得 以实践

时
,

更应给予必要的关心和支持
。

早锻炼与安全检查
。

这里

所说的安全检查
,

是指任何两个人

之间的相互检查
。

检查内容涉及安

全及卫生的任何方面
,

如工作服上

是否有可能被机械卡住的裂缝等
。

检查过后便是几分钟的晨间锻炼
,

如伸伸腰
、

踢踢腿等
。

大声说出 危险所在及处理

对策
。

这是职工在从事某些非日常

性的
、

具有安全风 险的工作时
,

必

须加以训练的多阶段心理锻炼
。

职

工应学会识别存在于某些工作之中

的危险
,

针对那些最危险的工作或

即将出现的危险
,

采取最为有效的

措施
。

日本职工在实施某些非正常

的行动计 划 时
,

必须 采 用如下格

式
,

大声说出
“

当 ⋯ ⋯发生时
,

让我⋯⋯
。

”

危险预 测 卡 为 了 帮助职

工想到尽可能多的各种危险
,

企业

有关管理部门印刷了较为结实的
、

其上列有各种有可能发生的危险的

卡片
,

让职工带在 口袋里
。

卡片内

容可以因人而异
,

亦可以在其上印

一些其它信息
。

日本工业安全卫生

协会给出了一个卡片例子

有可能发生什么 对工人

可能拥挤 可能被卡住

可能被击中 可能会失败

可能会摔倒 可能会被烧着

可能会遭到电击 可能会气体中

毒 可能会缺氧 可能会碰到

有毒物质
。

二
、

职工与管理者之间的协作

式关系

日本安全卫生管理的成功亦有

赖于职工
、

管理者及政府之间的高

度协作关系
。

他们致力于共同的目

标 较少出现伤亡及职业病
。

显然

这种协作式关系的建立有赖于多方

的努力
,

而不仅是管理者的职责
。

当然
,

管理者在其中起着主导作

用
。

尽管如此
,

日本的安全管理亦

有其不可克服的弱点
。

执迷于达到零事故
。

这方

面的压力有可能导致工人及管理人

员 极力隐瞒各种工伤事故及职业

病
。

不仅对较小的伤害及疾病不报

告或隐瞒
,

而且职工有时试图隐瞒

较为严重的伤害事故
。

过度依赖协作及 团结
。

虽

然
,

协作一般来说有益
,

但在日本

使其走向了极端
。

有些自以为是
、

无视安全卫生的管理者往往会破坏

这种协作
。

大小企业之间在安 全卫生

条件方面有极大的差异
。

这种状况

是由于部分企业没有富有成效的安

全卫生措施 对那些违 反安全卫生

制度的职工 仅进行简单粗暴的处

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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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安全管理日

 ! 年
,

日本的各类工业伤

亡事故基本上是美国的 倍
。

但到

。年时
,

情况却变得完全相反

了
。

美国的各类工业伤亡事故是日

本的 倍多
。

这是日本长期以来十

分重视安全管理的结果
。 “

没有安

全
,

就不可能有生产
”
的 口号随处

可见
,

而且这一思想观念深入到 了

每个职工和管理人员的心中
。

他们

深知 在安全方面
,

每个职工和管

理人员所能做的远比企业组织聘任

的部分安全专家要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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