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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层面的安全定义及其内涵&外延与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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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给出科学层面的!安全定义"#从安全科学学的高度补充并完善刘潜先生提出的安全定义#提

出新的安全定义$!安全是一定时空内理性人的身心免受外界危害的状态"d基于此#分析新的安全定义

的内涵与外延#并运用严谨的逻辑工具#推导出其他安全科学基础概念的定义d结果表明#由新的安全定

义可推理演绎形成完整的安全科学概念群#这是其他现有的安全定义所不能实现的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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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引言

定义是对于一种事物的本质特征或一个概念
的内涵和外延的确切而简要的说明d学科的元定
义可揭示其学科本质$彰显其学科核心$演绎其学
科体系$意义十分重大d但定义在不同学科中的重
要性并非一样$定义的唯一性越高$其重要性越
强d安全学科属于交叉综合学科$安全科学研究者
可基于不同视角阐释同一定义$导致学科定义的
唯一性不高$统一定义的难度极大d早在 .++6 年$
曾庆南 (.)就指出*现在到了需要给安全概念下定
义的时候了$客观上已经有了这种需要+$但学界
至今仍未明确安全的定义$且争议颇多d鉴于安全
科学的理论研究源于对*安全+一词的定义$若此
元概念都不确切#不简明$即可视为安全科学无根
基$安全科学理论研究更是无从谈起$因此$探讨
并统一安全定义极为重要d

多年来$国内外研究者对*安全+下了较多定
义$对其梳理$可以概括出两个层面%!社会层面
的安全定义 (, ?0) &"生活生产层面的安全定义$如
文献 (6 ?.*)d无论是从社会层面还是生活生产安全
层面提出的安全定义$它们共同的缺点是看不出
安全概念的核心是人$内容缺少心理安全或心理
伤害的比重$体现不出科学性和普适性d因此$这
些定义无法演绎出更多的外延乃至整个安全学科
体系d

我国安全界的前辈之一刘潜给出的安全定
义$笔者认为比较具有科学性和普适性d刘潜将安
全定义为%*安全是人的身心免受外界因素危害
的存在状态!或称健康状况"及其保障条件d+ (.1)

该定义特征显著$有别于其它定义$更重要的是该
定义能够表达安全的内涵并有可能演绎出安全的
外延及安全学科的体系d刘潜本人对该定义曾做
过多次改动$但笔者认为还需要对该定义做进一
步完善$原因包括%该定义过于宽泛$对人和时空
都未限定&一句话中还用了括号加以说明不够简
洁&*存在状态+已经包含了其*保障条件+$没有
必要保留它&对*安全+一词下定义之后并没有做
更系统的深入分析d

TS安全新定义的内涵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把刘潜的定义修改为%
*安全是指一定时空内理性人的身心免受外界危
害的状态 ! 2#E’F$HK#( ’MHKF’(P’PI(NHFHI( F&#FO#Z
FHI(#TS’OKI(gKAIN$#(N 8H(N #O’(IF&#O8’N A$’MZ
F’O(#TE#PFIOKH( #P’OF#H( FH8’#(N KS#P’"d+新定义
的内涵包括%

!."新的安全定义对时间和空间进行了限
定d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等对安全状态
的认同度有很大的不同$没有时空的限定谈安全
将会产生混乱d在新的安全定义中加入*一定时
空+表明安全是随时空的迁移而变化的d



,!!!! 郑 州 大 学 学 报 !工 学 版" ,-./ 年

!,"新的安全定义强调安全以人为本d定义
中用理性人是为了表达安全是以大多数正常人为
本d由此也可以推出$个别非正常人和正常人在非
理性状态时$均不属于安全定义中所指的理性人d
另外$定义中没有将物质与人并列是基于物质是
在人之下的东西$也就是说任何有形和无形的物
质均是在人的安全之下的d

!*"新的安全定义指出人受到的危害一定是
来自外界$把安全与人自身的生老病死区别开来$
人自身的生老病死不是安全科学的课题$而是医
学和生命科学等学科的课题$这一点也把安全科
学与医学和生命科学区别开来d若一个人完全没
有受到外界危害而自认为很不安全$这类人肯定
属于非正常人或是精神病人d

!1"新的安全定义指出人受到外界因素的危
害可分为三类%一是身体受到危害$对身体的伤害
一般与人的距离较近$而且是较短时间的$身体的
伤害痊愈后$还可以留下心理创伤&二是心理受到
危害$对心理的伤害可以是与人的距离很远$而且
可能是长期连续的伤害&三是两种危害的同时作
用与交互作用d由此推出$仅仅注意到人的身体危
害是不科学的$心理危害有时更加突出d

!0"有价值物质的损失必然是人不希望看到
的现象$物质损失对人危害可归属为对人心理的
伤害d因此$新的安全定义间接反映了物质损失的
危害情况d有价值的非物质文化损失和精神摧残
等同样是对人的一种伤害$理应归属于对人心理
的伤害$在新的安全定义中也可以表达出来d

!6"*外界+系指人Z物Z环#社会#制度#文化#
生物#自然灾害#恐怖活动等各种有形无形的事
物$因此新的安全定义可以涵盖大安全的问题&同
时也表达了人的安全一定是与外界因素联系在一
起的$不能孤立地谈安全d由此可以推出$安全实
际上一定是存在于一个系统之中$讨论安全需要
以系统为背景$需要具有系统观d

!7"*人的身心免受外界危害+自然包括了职
业健康或职业卫生问题$即新的安全定义包含了
职业健康或职业卫生$不需要像其它安全定义一
样对职业健康或职业卫生做专门注解d

!/"由新的安全定义可看出%安全科学的研
究对象是关于保障人的身心免受外界危害的基本
规律及其应用d

US安全新定义的外延

!."新的安全定义可指明*降低外界因素对

人的危害程度+的 * 条主要途径%!从免受外界
因素对*身+的危害出发防控外界的不利因素$这
类因素主要是物因所致$包括自然物和人造物$其
控制主要靠与安全有关的自然科学技术&"从免
受外界因素对*心+的不利影响出发防控外界的
不利因素$若仅是人的因素$则更多依靠与安全相
关的社会科学来解决&#上述 , 类问题的复合和
交互作用$这类因素更加复杂$包括人的因素和物
的因素及 , 者的复合作用$需依靠与安全有关的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作用才能解决d上述
* 条防控途径又可进一步用于建立安全模型$并
构建安全学科体系d

!,"外界对*身+的危害往往有时空限制$只
要脱离特定的时空范围就可避开d从免受外界因
素对*身+的危害出发$需研究构筑各类安全保障
的条件$包括自然和人为灾害的防范$确保系统内
人的安全&同时也需对人进行安全教育$使人自身
有安全意识#知识和技能等$能够辨识外界危险因
素或有效应对各种伤害d

!*"外界对*心+的危害是没有时空限制的$
可随时随地长时间影响或伤害个体或群体d若从
避免外界因素对*心+的伤害出发$这需涉及政治
稳定#社会和谐#文化繁荣#气候宜人#防灾减灾和
保险机制健全#个人物质财产无损等宏观层面的
问题$同时也涉及人自身安全观念#安全心理和安
全文化素养等内容d

!1"外界对人的危害更多情况是对 *身+和
*心+同时造成伤害或交互造成伤害d上述!,"和
!*"中所阐述的保障 *身+与 *心+免受伤害的所
有内容应当同时进行d由此看出$安全学科无疑是
涉及广泛的综合学科d

!0"如果用一个数值来表达系统在某一时空
的安全状态$这个数值一定是个平均值$是大多数
理性人所感知的安全数值的平均值&既然是平均
值$那么每一个具体的理性人认为安全的数值一
定与平均值有偏差$但偏差必须限定在允许的范
围内$此时系统的安全标准趋于一致d

!6"理论而言$若某个体认为的安全数值与
平均值有较大偏差$就可将此个体归属为非正
常人$由此亦可照此原则辨识过于小心谨慎的
人或过于放纵冒险的人$可对人群进行分类和
界定d若系统中部分个体认为的安全数值远远
超出平均安全数值$则此系统的安全标准很难
趋于一致d

!7"系统中存在过于小心谨慎的人或是过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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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纵冒险的人$对系统的经济可靠运行都是不利
的d这类人越多$系统也越不安全可靠$或者说系
统越危险d为保障系统安全可靠$这类偏离安全允
许数值的个体!或构成的群体"是安全管理的重
点对象d具体解决办法有%!把这类人剔出系统$
使系统内人群的安全标准趋于一致$这是简单可
靠的方法$但由于安全人性决定了正常人在不同
时空里也会变成非正常人甚至变成恐怖分子$因
此这种方法实际上是一种理想化且不太可行的方
法&"纠正这类人的安全认知偏差$这需用到多种

方法$实施过程比较困难d
!/"按照新的安全定义$借助逻辑工具$可构

建安全模型$进而构建安全学科体系$形成安全学
科的研究方向$促进安全专业的学科建设和开展
安全科学研究$也可指导具体系统的安全管理等
工作d

VS安全新定义的推论

!."根据新定义及相关定义$可以推论出一
系列安全科学的基础定义$见表 .d

表 TS由新的安全定义推论而来的安全科学基础定义及其逻辑表达
06WXTSA6B=JF98=;=:=3;B38B689:7 BJ=9;J96;F:@9=>43<=J649LI>9BB=3;B8>3H:@9;9DB689:7 F98=;=:=3;

编号 概念 符号 定义 逻辑表达

. 安全 !
安全是指一定时空内理性人的身心免受外界危害的

状态d

! ",##" $$$ # --$

式中$#为人的身心状态$$为危害%

, 危害 $
危害是指一定时空内理性人的身心受到外界损害的

状态d

$ "&!#. $#, "$式中$

#. 为人身伤亡&#, 为心理创伤%

* 危险 ’.

危险是指一定时空内理性人的身心可能受到外界危

害的状态d
’. "(.$$- )().%

1 风险 *
风险是指一定时空内理性人的身心受到外界危害的

可能性 +3及其严重度 ,3d
*"+$.,$%

0 事故 -
事故是指一定时空内理性人的身心已经受到外界危

害的结果d
#" -.$ %#%$!#"%

6 隐患 ’,

隐患是可能造成一定时空内理性人身心危害的外界

因素d
’, ",#. $#, $/$#/-$$ &’ ’.%

7 危险源 0
危险源是确定能够造成一定时空内理性人身心危害

的外界因素d
#" 0.$ %#%’. !#"%

/ 重大危险源 10
重大危险源是在特定时空里存在着确定的可以使人

的身心受到重大危害的外界因素d

#" 10.$ %#%’. !#"$*2(- $

(- 为临界值%

!!按表 . 的例子类推$还可以推论出更多的安
全学科新定义或新概念d由表 . 也看出$新的安全
定义威力很大$便于用其描述安全科学中其他的
定义$而且具有逻辑性$可以运用逻辑工具进行
表达d

!,"根据新定义$可以对安全学科中各分支
学科的概念进行定义$例如$*安全教育学+是以
保障一定时空内理性人的身心免受外界危害为目
标的教育学d通用的定义表达式为%*安全 3是以
保障一定时空内理性人的身心免受外界危害为目
标的 3+$其中 3的取值见式!."%

3"

技术 科学 人性 人性学 法规 法学 /

工程 系统学 心理 心理学 管理 管理学 /

观 哲学 行为 行为学 经济 经济学 /

伦理 伦理学 教育 教育学 文化 文化学 /

0 0 0 0 0 0













(

%

!."
!*"根据新定义$可以推论出各行业安全术

语的定义$例如$*农业安全+是指人们在从事农
业活动时$其身心免受外界危害的状态d通用的定
义表达式为%*4安全是指人们在从事 4活动时$
其身心免受外界危害的状态+$需补充说明的是
*4活动的工艺技术装备安全应主要归属于 4技
术+$例如$农业活动的工艺技术装备安全应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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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农业技术$商业活动的金融安全应主要归
属于金融财务d其中 4的取值见式!,"%

4"
职业 生产 工业 化工 矿业 冶金 /
建筑 农业 交通 商业 信息 互联网 /
0 0 0 0 0 0









(

%

!,"
!1"根据新定义$可以推论出各类行业安全

科学术语的定义$例如$*农业安全科学+是在农
业活动中保障人的身心免受外界危害的基本规律
及其构成的知识体系d通用的定义表达式为%*5
安全学是在 5活动中保障人的身心免受外界危
害的基本规律及其构成的知识体系+d其中 5的
取值见式!*"%

5" !职业 生产 工业 农业 商业 交通
信息 互联网 /" % !*"

!0"根据新定义$还可以推论出安全科学原
理的内涵d*原理+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具有
普遍意义的基本规律$是在大量观察#实践的基础
上$经过归纳#概括而得出的结论$既能指导实践$
又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d因此$*安全科学原理+
是使人的身心免受外界危害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基
本规律d首先$研究*人的身心免受危害+所总结
出的普遍性规律可称为*安全生命科学原理+&其
次$*外界因素+主要包括自然因素#技术因素和
社会因素!将自然因素和技术因素分开是由于考
虑到*天然+和 *人工+的差异性"$因此研究 *避
免外界因素的危害+所总结出的普遍性规律可分
别称为*安全自然科学原理+#*安全技术科学原
理+及*安全社会科学原理+&第三$*人的身心+免
受*外界因素+的危害构成了涉及上述生命#自
然#技术#社会四个因素的系统$从系统角度研究
保障人的身心免受外界危害所得到的普遍性规律
称之为*安全系统科学原理+d综上$*安全科学原
理+包括了*安全生命科学原理+#*安全自然科学
原理+#*安全技术科学原理+#*安全社会科学原
理+和*安全系统科学原理+ (.0)d

YS结论

!."安全是一定时空内理性人的身心免受外
界危害的状态d物质安全是处于人的安全之下的$
物质损失实际上是对人造成心理伤害d新的安全
定义更加突出了人是安全概念的本质与核心$具

有科学性和普适性$其内涵和外延十分丰富$可以
衍生出许多重要的安全学科基本定义或概念$具
有重大意义d

!,"由新的安全定义与现有其他安全定义的
重要区别和最大优势是%借助数理逻辑工具$可以
从新的安全定义推理演绎整个安全科学的概念
群$从而构建出安全科学的学科体系$为开展安全
学科建设提供指导$这是现有其他安全定义所不
能实现的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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