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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可靠性组织已成为当前企业安全管理领域的一个重要议题。从组织本身的可靠性角度来探讨组织的安全 

问题是该领域研究的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文章试从国内外高可靠性组织研究的起源和发展，探讨高可靠性组织的界定、特征 

和相关研究议题，为我国企业开展安全管理实践及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 高可靠性组织； 现状； 展望 

[中图分类号] F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09)01—0055—04 

高可靠性组织(High Rehability Organization，HRO)是指 

企业内部有效的管理机制与安全预警机制，即应用人类行为 

科学理论来计划 、组织 、调配、领导和控制人类行为过程 ，以 

提高安全性和可靠性的组织。高可靠性组织是从组织本身 

的角度来思考组织的事故发生率及安全管理问题。 

一 高可靠性组织的研究背景 

在国外，二十世纪初，随着世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各种 

生产事故频繁发生。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学者开始重视研究 

高风险行业的事故、风险减轻和安全管理问题。 

在我国，企业的生产安全事故时有发生。尤其是在高风 

险行业如建筑业等，安全生产问题一直是阻碍这些行业健康 

发展的一大难题。例如，建筑行业中，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局发布的数据，20o4年，全 国共发生建筑安全事故 1144 

起，死亡 1324人。2005年全国共发生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 

建筑施工事故10t0起、死亡 1195人。2006年一月至八月全 

国共发生建筑安全生产事故 492起，死亡 575人。当然 ，所 

有事故都必然造成一定程度的经济损失。 

在国内外企业管理研究领域，已有大量学者研究生产事 

故和企业安全文化等方面的种种 问题 (王二平 ，1999；孙卢 

东，肖东生，2006；谢荷峰等，2007；Perrow，1984／1999a；Hack— 

man，1990；Edmondson，1996)。综观早期文献可以看出，国内 

外早期关于企业安全管理的研究主要从安全管理的基础理 

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两方面进行。理论研究方面，具体来看， 

早期的安全管理理论，归根结底，都是围绕着一个主题展开 

的，即分析事故的发生、发展和形成过程 ，弄清事故发生的原 

因。应用研究方面，企业安全管理主要从探寻事故原因、安 

全评价方法、安全管理方法和体系构建(HSE)(Health，safety 

and Environment Management system)等方 面。可以看出，这 

些研究都是从事故本身、人因错误或组织错误及安全文化等 

出发思考企业安全问题。 

从 20世纪 7O年代起 ，研究者开始从组织本身的可靠性 

出发，思考事故发生率等安全管理问题。有研究表明，组织 

本身的可靠性是事故发生及安全管理问题的更深层次原因 

(Roberts Gargano，1989；Rochlin，Laporte and Roberts，1987； 

Weick，smcHffe，2001；Roberts，Yu，Van Stralen，2003)。研究 

组织本身的可靠性问题成为当前企业管理的重要议题。 

国内外研究表明，企业安全管理中意外事故的原因中除 

了人因外，其深层次原因则在组织本身。国内有学者通过大 

量生产事故调查 ，发现组织的管理缺陷是导致事故的原因之 

一

。 由于组织本身的可靠性不够，导致了企业的事故和灾 

难。因此，研究高可靠性组织对于企业安全管理 ，对于减少 

企业灾难尤其是高风险行业的事故发生率都是至关重要的。 

二 国内外有关高可靠性组织的研究现状 

(～)国外研究现状 

1、高可靠性组织理论 

现代安全管理理论将风险管理作为安全管理的核心内 

容 ，而高可靠性组织主要针对于风险管理。高可靠性理论的 

演化起源于企业对于风险减轻模型的需求。风险减轻模型 

运用于那些常常很少的错误也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的组织， 

这些模型能够有效地掌握组织中操作的复杂性。例如在航 

天航空、飞机控制系统、核动力工厂、急诊治疗及消防行业等 

等行业中。 

在分析这种高风险组织时，Perrow指出由于组织操作系 

统的复杂性不断增加，系统内各部分的相互依赖加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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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他从理论上指出在高复杂高风险系统中，一个部分的失 

败随即会影响其与之紧密联系的部分功能。而这将引发一 

系列快速的灾难性的系统错误 ，从而导致事故发生。基于这 

些发现，他认为在高风险组织中的错误不仅是不可避免的， 

而且这些灾难性的错误是如此之大 ，以致于一些组织根本不 

允许操作这种系统“J。 

应该承认，Perrow在总结识别在系统中可能会增加风险 

的特征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有学者认为他那种通过停 

止系统操作来消除这些内在风险的言论太过于悲观 J。加 

利福尼亚大学的一些研究员也发现简单关闭高风险的行业 

或组织的主张是不切实际的 J。因此，这将研究进一步推进 

到“如伺在高风险组织或系统中减轻风险，降低事故发生 

率”等问题。高可靠性组织理论便顺应这一研究的需要而产 

生了。有研究表明，高可靠性组织理论的运用能带来组织的 

生产高效率及高安全性及较低的事故发生率。 

高可靠性组织理论家们发现在高风险环境中人因失误 

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他们的方法集中于允许 

个体成员识别及避免错误，否则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的组 

织设计 J。这些设计成分包括以下五个方面：训练组织成员 

迅速识别一系列潜在的问题和能使他们及时反应的方式 ； 

聚焦那些可能导致不可预料的事故的细节 ；能促进组织期 

望的行为的报酬系统 。 

2、高可靠性组织的概念及特征 

在理论界，到目前为止，尚没有统一的公认的高可靠性 

组织的概念。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也很少有研究者对此 

进行直接界定。 

Roberts指出识别这种高风险低错误的组织的基本分类 

特征是“通过回答问题——这种组织原本可能导致灾难性 

结果而没有发生的次数” J。如果这一回答是成千上百次， 

那么这一组织就是高可靠性的。例如，在海军航空公司，它 

尽可能降低涉及重大财产损失的事故。每 100000次航行 

中，事故从 1955年的 55起降低到 1993年仅仅 3起 (Ro 

berts，Libuser，1993) J。此外 ，圣路易斯的 Diablo Canyon核 

动力工厂被认为是 自1985年开业以来运行最可靠的最安全 

的核工厂。 

大多研究者认为 ，在系列高风险组织，如果它们能在相 

当长一段时期内保持一个高安全性的记录，那么这些组织就 

可以称为高可靠性组织(HROs)。可见，人们通过回答提问 

来识别这一组织，即“组织多少次本会遭遇灾难性事故而实 

际上没有?”如果回答是成百上千次，那它就是高可靠性的。 

综合以往研究，笔者认为高可靠性组织(HRO)是指组 

织运用内部有效的管理机制与安全预警机制，即应用人类行 

为科学理论来计划、组织、调配、领导和控制人类行为过程， 

以减轻风险，降低事故发生率，从而能保持高安全性和高可 

靠性的组织。 

和任何其他类型的组织一样，高可靠性组织也有自己的 

特征，以区别于可靠性不高的组织。关于高可靠性组织的特 

征，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看法，其中，较为权威且引用较广 

的是Weick和Sutcliffe【】 关于HRO的五大特征。即：应付 

失败的紧急预案，拒绝简化操作解释，操作的灵敏性，对弹性 

的承诺和对专家意见和技术的尊重 J。 

3、高可靠性组织理论的研究进展 

自高可靠性理论产生起，它便被运用于多种不同组织领 

域，如消防部门、医疗行业和航空航天等等。 

Bigley和Roberts引用消防部门应用于事故指挥系统 

(ICS)处理紧急事故作为HRO应用于实践的一个例子。他 

们的研究发现ICS能够通过利用结构机械化，认知管理工具 

和强制的紧急决定，可以提高组织的灵活性 。 

James M Fratus应用问卷法对 SBFD(San Bemardino City 

CA Fire Department)进行了研究 “。他指出 SBFD通过吸收 

HRO概念进入其组织结构和文化就能增强紧急操作中的效 

率和安全性，运用 HRO原则到非紧急环境也能给团体带来 

更有效率的服务以及资源的更有效利用。基于研究结果，他 

提出了几点评论：(1)作为一个组织，SBFD应该寻找方法引 

进 HRO概念到其操作环境中。为此，组织的关键领域重要 

官员，管理者必须接受HRO理论的训练，它的背景以及它在 

类似于SBFD那些组织中操作环境中的成功。一旦关键领 

导能熟悉 HRO概念时，训练就应该在组织中的各个阶层中 

进行。(2)发展一个正式的Et标系统。(3)鼓励人员发现错 

误或潜在的错误。(4)高水平的信任对于回报系统是关键 

的。(5)尽可能鼓励不同的想法。(6)服从有丰富经验和知 

识的人的决定。(7)提倡和支持一种环境，多种操作都得到 

允许和鼓励。(8)事故前的计划应集中于目标和方法适应 

非预料的事件，而不是消除他们。即HRO的目标不是消除 

错误或意外事件。HRO理论家认为预测和准备每一次紧急 

事件是不可能的。因此强调运用策略的灵活性，使操作在急 

剧变化的环境中迅速和有效的调整。这样，当意外事件发生 

时可以提高操作弹性和灵敏性。 

近年来，有研究者将高可靠性组织理论应用于人力资源 

管理的研究中 。他们利用组织行为学的研究方法，研究 

高可靠性组织业绩的人力资源管理的策略模型。他们的组 

织 目标是独特而清晰的。避免灾难、崩溃、错误以及类似这 

些的其他问题。先前 HRO研究表明人们在帮助组织实现高 

可靠性成绩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反过来说，不恰当的员工 

行为往往是组织失误的普遍原因 J。例如，大约 8o％的组 

织失误都涉及员工行为的错误方面。HRO文献有大量的案 

例研究和其他分析使得提取一套内在员工行为以提高组织 

的高可靠性成为可能。他们总结了一套8个可靠性方面的 

员工行为(ROEBS)，这些行为可能增加组织的可靠性以及 

表明他们组织寻找可靠性是有价值的。他们还提出了可靠 

性高的人力资源策略(REHRS)。 

可见，HRO概念已在大量领域得到广泛应用。而且，有 

证据表明，这些概念在运用于高风险操作中可以降低失误率 

和事故发生率。制造更可靠的操作将是降低事故和失误事 

件的积极一步。国外关于 HRO对安全事故的作用研究这一 

主题的文献 自然也有一些，但研究数量不多。如 Ceveson， 

Nancy G(2004)等人利用案例研究法对 HRO对安全事故的 

作用进行了研究。 因此，从文献中可以看出，高可靠性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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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O)在减少组织风险，识别组织安全风险，监测隐患并发 

布安全预警等方面发挥了很强的作用。 

(--)国内研究现状 

在国内，关于企业安全管理领域的议题大多集中于事故 

分析、风险或危机管理、组织错误或人因错误和安全文化管 

理等问题  ̈“ 。直接且明确研究高可靠性组织的文献在 

我国尚属少见。对于高可靠性组织等议题的关注还仅限于 

借鉴学习阶段。 

袁昌明认为安全管理是研究人、物、环境三者之间的协 

调性，对企业安全工作进行决策、计划、组织、控制和协调， 

在法律制度、组织管理、技术和教育等方面采取综合措施，控 

制人、物、环境的不安全因素，以实现安全生产为目的的一 

门综合性学科。D6]陈宝智认为，安全管理是为实现安全生 

产而组织和使用人力、物力和财力等各种物质资源的过程， 

安全管理还必须遵从伤亡事故预防的基本原理和原则 。 

这两种观点既强调了安全管理具有企业管理的全部功能， 

又强调了安全管理对象的特点，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安全管 

理的内涵与特征。 

梁华珍等分析论述了安全文化建设在企业安全管理工 

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研究结果旨在为企业安全文化建设和应 

用提供一个操作平台，从而提升企业安全管理水平，有效地 

保障安全生产 引。刘铁忠等通过系统分析企业能力与安全 

管理这两个理论的演进趋势，对企业安全管理能力的概念、 

内涵与层次划分方式进行了研究 。刘增梅用熵模型理论 

验证了我国集权式的安全管理组织结构模式在安全信息流 

通的时效性和准确性方面比杜邦采用的集权与分权相结合 

的组织结构模相比有较大差距_20 J。苗金明等采用对比分析 

法和实证分析法，对当前国内外流行的企业安全管理体系标 

准模式及其评价方法进行比较研究，并将研究的标准模式的 

评价方法归纳为两大类即体系认证审核法和综合考评打分 

法，并对两类评价方法的优缺点进行剖析 。 

综合比较国内外研究成果 ，我们不难发现我国在研究组 

织安全管理等方面比国外落后，对于某些研究议题的探讨还 

不够深入，还很欠缺。有研究者认为从研究性质上看，国内 

对安全管理的研究更多地停留在应用层面，成果不多 。 

因此，虽然总体上看，国内关于安全管理的研究较多，从组织 

层面上探讨安全管理也有少量研究，但从组织的可靠性视角 

来研究企业安全管理的研究很少甚至几乎没有。 

三 高可靠性组织研究的展望 

我国目前关于高可靠性组织的研究较为薄弱、欠缺，而 

国外关于高可靠性组织和安全管理的研究早已走在我国前 

列。虽然这些研究还没有形成成熟的理论和模式，甚至关于 

高可靠性组织本身的界定问题尚未统一。但我们认为这些 

研究主题和成果对于我国开展高可靠性组织与组织安全管 

理依然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应该以中国文化为背景，结合国 

内企业的实际情况，从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两个层面进行高 

可靠性组织的研究。在理论方面，注重构建符合中国实际的 

高可靠性组织理论和模型。在应用研究方面，应以国内企业 

为案例，着重于运用高风险组织理论成果，以提高企业的安 

全性及高可靠性，减低事故发生率，减少风险。即重点是研 

究高风险组织向高可靠性组织转化问题。 

当然，从理论层面上研究高可靠性组织并不是我们的终 

极目标，我们的终极目标应该是如何利用高可靠性组织理论 

成果对组织进行安全管理，减轻风险，降低事故发生率并对 

安全事故进行及时处理。 

总之，无论从高可靠性组织本身的特征来看，还是从其 

对企业安全管理的作用来看，研究中国文化背景下从高可靠 

性组织理论视角来研究企业安全管理这一课题对于促进我 

国企业安全管理、企业和个体自身发展及社会经济可持续发 

展都将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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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atus and Progress of High——reliability Organizations Research 

FENG Mei—feng，XIE He—feng，XIAO Dong—sheng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Hengyang 421001，China) 

Abstract： High—reliability organiz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research topic in the field of corporate security management． 

From the aspect of the reliability of organizations．discussing the safety organization is a new direction．By the study 0f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high—reliability organizations，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definition，features and topics of 

previous studies of the high—reliability organizations，and provided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to carry out practice and theoretical research 

for enterprise security management． 

Key words： High—reliability organization； Status； Outl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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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Coal——resourceful City 

— — A Case Study of Leiyang City 

WU Zuo，ZOU Shu—liang，XIA Sen—lin，et al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Hengyang 421001，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our social economy，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resources and economy have been paid 

closer attention to．Presently，most cities in China have experienced or are experiencing economic transformation．Taking Leiyang City， 

Hunan as a case study．this paper firstly discusses the meaningfulness of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resourceful cities．Secondly，it an— 

alyze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Leiyang City，characterized by coal—resourceful city．Finally，the writers bring up some ways on its 

road to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ccordingly． 

Key words： resourceful city； coal—resourceful city；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Leiyang C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