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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是建筑安全事故的主要原因,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影响因素及影响

路径的研究是降低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关键科学问题之一。为减少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的发生,
从个体、组织、社会3个方面综述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梳理了影响因素的影

响路径。基于文献阅读的归纳和总结,得出未来应进一步从认知心理角度深入研究建筑工人不安

全行为影响路径,重视环境因素和个体的交互作用对不安全行为的影响过程的研究;在研究主体

上,应关注建筑业非正式群体对不安全行为的影响。研究成果有助于完善安全管理理论研究,提高

安全生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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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nsafebehaviorofconstructionworkersisthemaincauseofconstructionsafetyaccidents.
Researchontheinfluencingfactorsandinfluencepathsofunsafebehaviorofconstructionworkersisoneof
thekeyscientificissuestoreduceunsafebehaviorofconstructionworkers.Toreduceconstructionworker’s
unsafebehaviors,thispaperreviewedtheresearchresultsoftheinfluencingfactorsofunsafebehaviorof
constructionworkersfromthreeaspects:individual,organizationandsociety,andcombedtheinfluence
pathofinfluencingfactors.Basedontheinductionandsummarizationofliteraturereading,itwas
concludedthatinthefuture,weshouldfurtherstudytheinfluencepathofunsafebehaviorofconstruction
workersfromtheperspectiveofcognitivepsychology,andpayattentiontothestudyoftheinfluence
processofenvironmentalfactorsandindividualinteractionsonunsafebehaviors.Moreover,attention
shouldbepaidtotheimpactofinformalgroupsintheconstructionindustryonunsafebehavior.The
researchresultswillhelptoimprovethetheoreticalstudyofsafetymanagementandimprovethelevelof
safe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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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全球建筑业的事故率大约是其他行业的3倍,死亡率是所有行业的5倍[1]。我国住房与城乡建

设部的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建筑业共发生安全生产事故3594起、死亡3843人[2],可见安全生产形势十分

严峻[3]。事故的发生不仅直接威胁建筑工人的生命安全,更造成了巨大的项目损失与社会成本,统计表明,
建筑安全事故所造成的直接及间接经济损失占我国总建筑成本8.5%[4],已远远超过承包商的平均利润。因

此,亟需探明建筑安全事故的发生原因,以便对工人不安全行为进行针对性的控制和管理。
研究表明,人的不安全行为是造成安全事故的主要原因[5],Heinrich调查研究发现,88%的事故都是由

人的不安全行为造成的[6],可见探明诱发不安全行为的因素及发生路径有助于有效管理不安全行为进而降

低事故率。现有研究中,探究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影响因素的文献成果颇丰,如情绪[7]、安全氛围[8-9]、安全

动机[10]、安全态度[11]、安全认知[12-13]等。同时也有少部分成果在分析影响因素时,也研究了因素间的相互影

响,但未从系统、整体的角度去分析全部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路径,无法透彻分析因素间的影响机制,也就

无法系统提出有价值的管理对策,有必要对因素的影响路径开展系统研究。

1 方法与数据来源

综述能够系统总结现有研究、挖掘研究趋势。笔者将系统回顾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成

果,从个体、组织及环境3个方面梳理总结各因素对工人不安全行为产生影响的影响路径,厘清因素间的相

互作用关系,研究计划如图1所示,对完善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理论研究,提高建筑安全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CNKI是最大的中文文献检索数据库,WOS核心集数据库为世界权威的英文文献数据库,故选用CNKI
和 WOS作为中英文数据源,对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相关文献进行检索。在确定检索关键词时,首先通过阅

读相关文献,初步确定了检索关键词为“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经过进一步的文献阅读,增加了“建
设”、“施工人员”等关键词。因此,在CNKI数据库进行检索时,以“主题=(建筑or建设)and主题=(工人

or施工人员or作业人员)and主题=(不安全行为)”为检索式进行检索。另一方面,通过阅读文献发现,针
对建筑工人行为的研究自2000年逐步兴起,故将检索的时间跨度确定为2000年1月到2017年12月,采用

精确检索,共检索出112篇文献。在 WOS核心集数据库进行检索时,以(TS=constructionorTS=
buildingorTS=engineering)and(TS= worker* )and(TS= (unsafebehavio* )orTS= (unsafe
act* )为检索式,时间跨度为2000年1月到2017年12月,共检出1366篇文献。为保证研究样本数据的可

靠性,对文献进行人工筛选,筛选方法为:阅读文献的题目及摘要,去除非学术研究性的文献,比如专利类等。
最终保留下来的文献有中文85篇,英文153篇,以此为数据样本,借助Excel,SATI软件对其进行统计分析。

图1 研究计划

Fig.1 Research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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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分析

2.1 文献量及发展趋势分析

检索出的中英文文献共238篇,年文献发表趋势如图2所示。可见,2000年~2007年国内外关于建筑

工人不安全行为研究成果均较少。从2008年开始,国外文献数量有所增加发展较平稳,国内研究紧跟国际

研究趋势,以年均3篇的数量增长。在2015年文献数量增长幅度较大且达到近年来国内外发文量最大值。
虽然在2016年和2017年国内外的文献数量有所减少,但仍高于近年来的平均数,可见近年来不安全行为的

研究逐渐受到学者关注。

图2 国内外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研究文献量增长趋势图

Fig.2 Growthtrendchartofliteratureonunsafebehaviorofconstructionworkers

2.2 关键词分析

利用SATI软件对搜集到的样本数据进行关键词统计分析,合并含义相同的英文关键词,例如,

constructionworker和constructionworkers。将抽取统计的关键词按出现频次从高到低排列,由于篇幅有

限,文中仅列出排名靠前的中英文关键词[14],分别如表1、表2所示。表中所列关键词在文中出现的频次,一
定程度上反映了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的研究热点[15]。一方面,从研究热点内容上,安全意识、安全态度及安

全认知等关键词是从个体角度研究不安全行为,安全氛围、安全管理及安全教育等关键词是从组织角度研究

不安全行为,国家文化、社会影响等关键词主要从环境角度研究不安全行为。另一方面,人是行为的主体,人
的行为除了受自身与组织因素的影响之外,还受到不同项目组织(承包商、业主、施工班组)的影响,以及作业

环境、社会环境的影响。

表1 中文高频关键词排名

Table1 HighfrequencykeywordsrankinginChinese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1 不安全行为 39 12 行为安全 4

2 建筑工人 28 13 建筑企业 4

3 安全行为 14 14 建筑安全 3

4 安全氛围 12 15 安全事故 3

5 安全管理 11 16 安全认知 3

6 结构方程模型 11 17 安全意识 3

7 建筑施工 7 18 安全教育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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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8 建筑业 7 19 建筑安全 3

9 影响因素 6 20 安全文化 3

10 施工安全 5 21 安全心理 3

11 人的不安全行为 5 22 安全态度 3

表2 英文高频关键词排名

Table2 HighfrequencykeywordsrankinginEnglish

Number Keywords Frequency Number Keywords Frequency

1 safetybehavior 34 14 occupationalsafety 7

2 construction 22 15 safetyperformance 6

3 unsafebehavior 21 16 structualequtionmodeling 6

4 safetyclimate 21 17 safetyculture 5

5 constructionworker 18 18 riskperception 5

6 constructionsafety 17 19 workersbehaviors 4

7 safetymanagement 15 20 youngworkers 4

8 healthandsafety 12 21 socialinfluence 3

9 constructionindustry 11 22 safetyintervention 3

10 safetytraining 9 23 constructionsite 3

11 accidentprevention 9 24 personalprotectiveequipment 3

12 perceivedrisk 8 25 riskassessment 3

13 behavior-basedsafety 7 26 nationalculture 3

2.3 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影响路径研究视角

基于对检索文献的阅读分析发现,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包含建筑工人个体因素,
组织因素及环境因素3个方面,这些因素最终导致不安全行为产生的影响路径也主要从以上3个视角进行。
另外,国外学者Khosravi等在对不安全行为影响因素进行综述时,得出个体特征、工作环境、工作群体、承包

商、监督者、项目管理、组织、社会这8个方面的影响因素,总结起来分为3个视角:个体、组织管理及环境视

角。因此,对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影响路径的梳理与归纳,也从个体、组织及环境3个方面进行。另外,基于

前述3个视角探究不安全行为的影响因素文献较多,文中主要集中于对影响路径的梳理。

2.3.1 个体视角

个体视角研究影响路径主要集中于生理因素、心理因素和工人自身素质3个方面。
生理因素包括了年龄、失聪及近视等反应工人身体素质因素,这些因素一方面直接影响工人不安全行

为,同时具有生理缺陷影响工人识别危险的能力,从而影响不安全行为的发生。建筑工人的身体状况是进行

安全行为的基础,生理上的限制会使得工人更易发生不安全行为。如建筑施工现场工作劳动强度大且危险

性高,在体力不支的情况下,建筑工人对危险的警惕性可能不像在良好状态下那么好,其反应能力减弱。近

视、失聪会导致工人对不安全因素的识别能力降低[16]。长期进行高负荷的工作任务以及不规律的作息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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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容易使建筑工人产生疲劳,引起不同程度的失误进而引发事故[17]。
心理方面的研究是近年来研究者关注较多的,包括了安全动机、安全态度、安全认知等因素对工人不安

全行为影响机制的探究,外界条件的刺激影响工人的知觉系统加工过程和对待安全的态度,进而影响其安全

动机的形成,最终对不安全行为的发生产生影响。心理因素包括个性心理和共性心理过程两类,前者包括性

格、能力、情绪、态度、动机等个性因素,后者包括认知过程、情感过程和意志过程等[18]。从个性心理出发,学
者较多集中于研究性格[19]、情绪[7,20]、安全意识[21]、安全动机[10,22]、安全态度[23]及安全认知[12,24]等因素对

工人行为的影响。从共性心理出发,研究较多关注于安全认知过程机理的研究,认为不安全行为的发生是由

工人认知过程中的选择应对失效导致的[25-27]。
自身素质方面,如工作经验、文化程度及工作技能等因素对不安全行为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或通过

影响工人的安全意识进而影响不安全行为。自身素质主要指建筑工人通过学习所获得的自身具备的工作经

验、安全知识、文化水平等。研究表明,工作经验少于1年的年轻工人更易发生事故[28]。中国建筑工人以农

民工为主,其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所掌握的安全知识不足,较低的安全知识水平使建筑工人缺乏发现危险

的能力,面临危险时不知道如何应对[29]。

图3 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个体影响因素主要影响路径

Fig.3 Constructionworkers’unsafebehaviors’maininfluencingpathsofindividualfacto

从以上3个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心理因素是个体不安全行为影响因素中最重要的方面。自身素质及

生理因素等通过影响工人的安全态度、安全意识等,进而影响工人对行为选择的判断最终选择不安全行为。
从图3也可看出,工人受外界刺激后,感觉和知觉系统做出相应的刺激反应,进而产生安全动机,导致不安全

行为的发生。然而,大多研究关注于影响工人不安全行为相关变量之间的关系,缺乏有关中介变量、调节变

量的深入探究。另外,已有部分学者关注到认知偏差是不安全行为发生的根本原因,然而,在具体认知过程

上的研究较为缺乏,未能探明认知过程失效导致认知偏差发生路径,后续研究应该重视工人的心理认知活

动,从认知心理角度进一步揭示各因素影响工人不安全行为的具体过程。同时,建筑工地存在较多因地域血

缘或兴趣爱好相同而聚集的非正式群体,研究主体除建筑工人个体及正式群体(施工单位等)外,少有研究者

关注建筑业非正式群体对不安全行为的影响作用。

2.3.2 组织视角

对于一个建设项目而言,与建筑工人相关的项目组织主要包括了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分包商等多个参

511第3期      叶 贵,等: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影响路径研究综述



与主体,使得建设项目的组织关系复杂,不同的人或组织都可能影响工人的不安全行为。研究表明,30%~
40%安全事故的发生都是由组织因素造成的[30]。图4为组织因素影响不安全行为的主要路径,组织因素主

要包含了组织安全氛围、相关的组织制度以及与该项目有关的组织行为。
组织安全氛围指组织中的成员对自己所处环境的安全感知,影响员工对组织的信念、态度、动机等[31],

进而影响成员的安全行为[32]。从图3关于组织安全氛围的影响路径研究中可以看出,外部组织措施影响组

织安全氛围的形成,而安全氛围对不安全行为的影响,是通过影响建筑工人的安全动机及安全态度等心理因

素实现的。例如,公司、高层管理者、监督者的安全态度构成安全氛围的3个维度影响工人的安全态度[33],最
终影响了不安全行为的发生。

组织行为是指组织的个体、群体或组织本身从组织的角度出发,对内外刺激所作出的反应或行动,组织

行为主要包括领导重视、领导风格、安全沟通、管理承诺等[34]。组织行为与安全氛围的研究紧密联系,良好

安全氛围的形成是基于积极有效的组织安全行为。例如,工长与工人之间是否就安全问题进行良好的沟

通[35],工长采用的沟通方式等是工人是否选择安全行为的认知影响因素,最终影响工人不安全行为[36]。
组织制度是指在组织为了实现组织目标而制定的相应的规章制度,包括用工及分配制度、奖励制度等。

安全计划、安全制度、安全监督以及安全培训等都是影响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形成的组织制度因素[37]。组

织制度因素对不安全行为的影响,大多都是通过影响工人心理进而影响不安全行为。Leung等通过研究压

力源和压力对安全行为的影响发现,管理者支持和工作的稳定性对工人的心理压力造成影响,影响工人的安

全行为决策[38],最终导致不安全行为的发生。由图4可以看出,从组织视角进行的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研究

较多集中在安全氛围方面,安全氛围影响工人的安全态度、安全认知、安全意识等间接导致工人的不安全行

为。此外可以发现,组织因素对工人不安全行为的影响,大多都是通过影响工人的心理进而影响行为表现,
再一次说明了从心理角度研究工人不安全行为的重要性。

图4 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组织因素主要影响路径

Fig.4 Constructionworkers’unsafebehaviors’maininfluencingpathsoforganizationfactors

2.3.3 环境视角

学者Lewin早前就提出,人的行为是环境与个体相互作用的结果[39],研究表明,环境因素是建筑工人不

安全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不仅包括工人所处的作业环境,还包括社会环境和组织管理环境[40]。目前研究

文献关注作业环境和管理环境的较多,控制措施也较多从这两个方面提出。

施工项目的环境,如天气状况、照明、噪声等不良的作业条件,容易使建筑工人出现作业疲劳[41],对工人

生理和心理都会造成影响,从而影响工人安全决策。组织管理环境对工人不安全行为的影响在2.3.2组织视

角已进行阐述。社会环境方面,社会规范、社会认知逐渐成为揭示不安全行为影响机理的重要解释。社会压

611 重 庆 大 学 学 报                   第43卷



力促使建筑工人的行为与群体规范保持一致,使得不安全行为在群体内传播[42],最终发展成为班组不安全

行为习惯[43]。Namian的研究也表明,施工班组中的大多数工人会因社会规范而改变自己的行为,选择跟随

其他工友的行为[16]。研究环境对不安全行为影响的文献集中于探讨存在哪些因素,对具体的影响路径探究

还较少,且个体与环境的交互作用研究较为缺乏。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环境视角影响因素的主要影响路径

如图5所示。

图5 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环境视角影响因素主要影响路径

Fig.5 Constructionworkers’unsafebehaviors’maininfluencingpathsofenvironmentfactor

可以看出,从环境视角进行的研究将环境因素作为远端因素,影响组织的各个方面进而影响工人的心

理,如噪声影响工人的烦恼度和引起分心等,进而影响其作出正确的安全决策最终影响不安全行为发生。人

是社会的产物,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对人的行为的研究离不开环境,人的行为是环境与个体的交互作用

的结果,但现有大部分研究仅揭示了环境因素通过影响人的内在心理,最后影响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但较

少有研究关注环境因素与个体的交互作用。

2.4 未来研究方向

通过文献分析发现,现有研究不安全行为影响因素的文献较多,但大部分研究仅探究存在哪些因素可能

导致工人不安全行为,对于影响路径的研究还较为缺乏。文中对研究影响路径的文献进行了梳理,主要从个

体、组织及环境3个方面对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影响路径进行了归纳与总结。

2.4.1 进一步从认知心理角度揭示影响路径

基于个体、组织及环境3个视角的文献综述发现,大多数研究旨在探究影响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的因

素,这些因素影响工人心理进而影响不安全行为,但这些影响因素最终导致工人不安全行为发生的具体过程

还未有较多的阐释,影响路径的中介及调节变量的检验较少,仍然有待进一步探究。且人的行为是认知的产

物,未来研究应从认知心理学角度揭示具体影响路径。

2.4.2 关注非正式群体对不安全行为的影响

现有研究中,对建筑工人个体及施工单位等正式群体的研究较多,少有研究非正式群体对工人不安全行

为的影响。基于建筑工地存在较多地域血缘等相同特点的工人,且非正式群体在组织中的作用不可忽视,未
来研究应关注非正式群体在对不安全行为的影响机制。

2.4.3 研究环境与个体的交互作用

环境视角的研究从作业环境、管理环境及社会环境因素进行,但人的行为是环境与个体相互作用的结

果。人的行为选择受不同环境因素的影响,而人的行为如何影响环境因素,以及两者交互作用下人的行为影

响路径如何,仍是值得探讨的话题,因此,未来可进一步研究环境与个体的交互作用对工人不安全行为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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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 论

通过在中国知网及 WebofScience数据库进行文献检索(中文88篇,英文153篇),对建筑工人不安全

行为影响因素研究文献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1)2000年~2007年关于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的研究成果较少,2008年开始文献数量逐年增加,而2015
年文献数量增长幅度较大,可见近年来不安全行为的研究逐渐受到学者关注。

2)由关键词分析可知,安全氛围相关研究较多且研究相对成熟,近年来学者逐渐关注安全意识、安全态

度、安全动机及安全认知等影响因素的研究。

3)未来研究可从认知心理视角进一步探明各种因素对不安全行为的影响路径,检验影响因素路径中的

中介及调节作用。同时探明在环境与个体交互的作用如何影响对工人不安全行为以及关注非正式群体对不

安全行为的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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