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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建立适合常规潜艇部队的安全文化量表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相关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方法
!

参考相

关文献设计建立安全文化量表#选出
S

个维度共
!F

个条目#然后逐步进行筛选#得到含有
!#

个条目的正式调查量表*以
#D"

名常规潜艇艇员作为调查对象#回收有效问卷
#S&

份#有效率
D#>$&T

*调查数据用于进一步分析*

结果
!

!#>&&T

&

%!

"

#S&

'

的被调查者曾经历过安全事故#其中
#!

人曾因为事故而受到伤害#占全部应答者的
D>#$T

&

#!

"

#S&

'*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

示出该群体安全文化的
S

个维度!管理层对安全的重视程度)安全工作满意度)安全工作优先度)对安全问题的沟通#共解释了

总方差的
&#>F%!T

(量表的内部一致性检验表现良好&

J1/2=)(M

2

;

$&

">&

'*

结论
!

艇员经历过安全事故和总体受伤比例较

高#应当受到卫勤部门的重视*艇员群体具有其特殊性#一方面服从领导#主观认识到了任务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自己意识较

强)不认同对安全问题的简单强调#但是缺乏主动反映安全问题的积极性#群体安全文化需要通过各种方式进一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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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潜艇部队是当代海军的重要组成部分*潜

艇部队官兵需要具备良好的体能和专业技能+

#

,

#同

时其身心健康和安全也需要得到卫生勤务部门的持

续关注*潜艇的构造复杂#对人员在操作上的要求

也非常严格#即使在非战争时期#因操作不当)与舰

船相撞及触礁等沉没的潜艇数量众多*从
#H""

年

至
!"""

年的一个世纪中#世界各国海军有超过
#""

艘常规潜艇沉没在海底#艇员死亡人数超过
!$""

人+

!

,

*在大量的日常事故中#碰撞导致的后果不是

很严重#但是总的损失量最多#而保证日常的安全操

作是减少损失量的主要方法+

%

,

*在安全事故研究领

域#通过把人为因素作为组织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进行有效的安全管理已开始被广泛视为技术手段之

一#而不再仅仅是对$软科学%的应用+

S

,

*

安全文化&

;)4+7

8

(03701+

'是一个术语#用于描

述在工作场所管理安全的方式#反映出成员们共同

具有的有关安全的态度)信念)感知和价值观念*一

个具有良好安全文化的组织#其成员对安全实践和

安全工作的态度存在特定模式+

F

,

#如对意外的风险

变化特别敏感)在遇到危险时愿意及时求助)善于利

用相关信息来处理事故隐患等*同样#具有良好安

全文化的常规潜艇部队#领导能够对安全问题加以

重视#给予其合适的优先度#并意识到安全就像任务

一样#是必须进行管理的#在其他任务和安全工作存

在矛盾时#能够妥善寻求平衡#避免走向极端*由于

不同 的 群 体 有 其 特 殊 性#安 全 文 化 的 维 度

&

*-,+2;-/2;

'存在差异#虽然有些维度是共性的#但

是每一个群体在条目的删选和维度专业性的构造上

都有所不同*本研究旨在通过横断面调查了解常规

潜艇部队的安全水平#建立适合此群体的安全文化

量表#析出影响因素#为相关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

!

资料和方法

#>#

!

问卷设计
!

为得到初步的调查量表#我们综合

了多项以海上工作群体和军队成员为对象的研

究+

$G#&

,

#参考相关的量表#选出
S

个维度共
!F

个条

目#并根据常规潜艇部队实际情况对此进行修改#组

成此次研究的预调查量表&第一份量表'#在召集
#"

名艇员完成了预调查之后#根据他们的反馈删除了

主观感觉内容重复)表达不符合中国人习惯)不符合

我国海军常规潜艇部队实际情况的条目#得到了含

有
!#

个安全文化条目的正式调查量表&第二份量

表#表
#

'#用于大规模调查使用*问卷制成之后#主

要内容包括!&

#

'一般情况#如人口学资料)工作经历

等(&

!

'安全事故经历(&

%

'安全文化调查量表*其中

安全文化调查部分采用里克特式量表#用数字表示

对每条表述的直观感受&

#

表示非常认同#

!

表示比

较认同#

%

表示基本认同#

S

表示基本反对#

F

表示比

较反对#

$

表示非常反对'*

#>!

!

调查对象
!

本研究采取随机整群抽样法#选取

了某常规潜艇支队的部分艇员为调查对象#以一个

基本行动单位为群体#随机选取我海军所有单位中

的其中
$

个单位#共
#D"

人参与调查#皆为男性军

人*

#>%

!

调查方法
!

课题组在岸勤部门召集艇员#使用

统一的导语介绍调查内容#艇员分批次自行完成问

卷*规定时间为
#F,-2

#最长不超过
%",-2

*所有

艇员填写完成后统一上交问卷*问卷填写及收集时

间为
!"#F

年
#

月
!#

至
!%

日*

#>S

!

统计学处理
!

利用
P

L

-A)7)%>#

完成数据录

入和校对#使用
5N55#D>"

进行数据分析*对于负

向评分的条目#采用了评分翻转记录的方式进行整

理*量表信度分析采用了内部一致性检验的方法#

维度的分析采用了探索性因子分析&

+I

L

3/1)7/1

8

4)(7/1)2)3

8

;-;

#

P<'

'的方法*

B

!

结
!

果

!>#

!

调查对象一般情况
!

共分发调查问卷
#D"

份#

回收率
#""T

#将未完整回答的问卷剔除后#可用于

分析的问卷有
#S&

份&

D#>$&T

'*应答者年龄
#&

"

SF

岁#平均年龄&

!F>FHiS>%!

'岁*其中
!"

岁&含'

以下
#H

人&

#!>H#T

'#

!#

"

%"

岁
##%

人&

&$>D&T

'#

%#

岁以上
#F

人&

#">!!T

'*

!>!

!

调查对象安全培训及事故经历
!

应答者在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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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潜艇部队安全文化量表的制定

员工作中接受过安全培训的有
#"&

人#占总数的

&!>&HT

#培训时长多在
#"

"

%"*

*

%!

人&

!#>&&T

'曾经

历过安全事故#其中有
#!

人曾因为事故而受到伤害#占

事故经历者的
%&>F"T

#占全部应答者的
D>#$T

*

表
>

!

正式调查量表条目及参考来源

序号 条目陈述 所属维度 参考来源

#

部队对于日常安全工作控制的很好*

!

部队有很好的防止艇员伤亡安全实施*

%

在事故和伤亡出现后#会有相应的调查工作以及改进措施*

S

工作训练场所始终保持整洁有序*

F

部队会对艇员进行很好的紧急情况处置训练*

安全工作满意度

&

;)7-;4)(7-/2 -̂7M

;)4+7

8

'

6+)12;

等+

H

,

$

领导对于安全问题总是乐于接受大家的意见*

&

直属上级领导并不总是告诉我们他目前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

D

多数情况下#都是我的直属上级领导给我安全方面的信息#让我对安全问题提高警惕*

H

在安全措施方面#我们的部队有着很好的上下级沟通渠道*

#"

我并不会因为保证了工作的安全而得到嘉奖*

安全问题的沟通

&

(/,,02-()7-/2;

/2;)4+7

8

'

J/I

和
JM+

8

2+

+

#D

,

##

我们部队的安全章程只起到替领导应付公事的作用*

#!

如果我在安全问题上说的太多#他们可能会处分我*

#%

我们领导只对那些不得不承认的安全事故进行登记报告*

#S

因为小型事故处理起来很麻烦且不值得浪费时间#所以领导常会将其刻意忽略*

#F

我所在部队的上级领导对于健康和安全漠不关心*

管理层对安全的重视

程度&

,)2)

O

+,+27

(/,,-7,+27

7/;)4+7

8

'

Kq:/3*

+

#%

,

#$

完成工作与保证安全之间经常出现冲突*

#&

有时候因为时间有限#我无法在遵守安全规章制度的情况下完成工作*

#D

有时候因为工作条件的限制#我无法在遵守安全规章制度的情况下完成工作*

#H

总是有足够的人手让我们在遵守安全规章制度的情况下工作*

!"

我并不总是能得到所需的设备或工具#让我在遵守安全规章制度的情况下工作*

!#

相对于我以前工作的部队或工作的地方#现在我工作的地方更加安全*

安全工作优先度

&

;)4+7

8L

1-/1-7

8

'

J/I

和
JM+

8

2+

+

#D

,

!>%

!

探索性因子分析
!

为发现量表的内在结构#

根据可观测值找到相应的维度&即潜在因子'#我

们对安全文化调查数据进行了探索性因子分析*

P<'

基于公共因子模型&

(/,,/24)(7/1,/*+3

'#

是对数据进行早期实证分析的重要工具之一+

#H

,

*

对于安全文化模型的因子旋转方式#学者们争论

很大#斜交旋转&

/=3-

Q

0+1/7)7-/2

'允许因子相关#

观测值和因子之间的相关就会因此增强#不易产

生误导性的结论#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适用性

更强+

!"

,

#但是由于目前使用最多的仍然是正交旋

转&

/17M/

O

/2)31/7)7-/2

'#而本研究旨在推动本类

型研究的开展#此类研究的可重复性和结果的可

重现度更为重要+

!#

,

#所以我们还是选择了方差极

大旋转&

:)1-,)I1/7)7-/2

'这一使用最多的正交旋

转方法*实施
P<'

之后#得到了
!#

个条目背后

的潜在维度#结果出现了
F

个主成分#在将因子

载荷&

4)(7/13/)*-2

O

'明显与同维度来源的其他条

目不相符的条目&条目
&

)

#"

)

##

)

#D

)

#H

)

!#

'剔除

之后#形成了
#F

个条目
S

个维度的第三份量表*

结果显示#

b)-;+1G6+

8

+1GB3_-2

统计量&

b6B

值'为
">DF#

#而
b6B

值大于
">F

且越接近
#

越显

示适合做因子分析+

!!

,

#说明本数据适于
P<'

分析(

巴特利球形检验&

Y)173+77

2

;7+;7/4;

L

M+1-(-7

8

'的
%

!

值为
#!##>F&&

#

2

$

">""#

#也表明各变量间存在相

关#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

,

*按照特征值大于
#

的标

准+

!S

,

#

S

个因子被提取出来#因子旋转后的具体因子

载荷和共同度&

(/,,02)3-7

8

')特征值&

+-

O

+2:)30+;

'

及其解释比例&

T /4:)1-)2(+

')累积解释比例

&

(0,03)7-:+T

'等信息详见表
!

*

S

个因子大约解

释了总方差的
&#>F%!T

#接近于其他学者的结

果+

#$

#

#D

#

!FG!&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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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

!

安全文化量表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方差极大因子旋转'

安全文化调查条目
因子

#

&

6J

'

因子
!

&

55

'

因子
%

&

5N

'

因子
S

&

J5

'

共同度

安全工作满意度&

;)7-;4)(7-/2 -̂7M;)4+7

8

#

55

'

55#

!部队对于日常安全工作控制的很好*

">#!D U>TUO ">"D" e">"!D ">$&F

55!

!部队有很好的防止艇员伤亡安全实施*

">"$D U>OTQ ">"S# ">#SD ">$S$

55%

!在事故和伤亡出现后#会有相应的调查工作以及改进措施*

">!%" U>OTN e">#$ ">#%F ">$HH

55S

!工作训练场所始终保持整洁有序*

">#D" U>ODF e">#&& ">"D! ">$#"

55F

!部队会对艇员进行很好的紧急情况处置训练*

e">"!S U>OON ">#F# ">!!H ">$D%

对安全问题的沟通&

(/,,02-()7-/2;/2;)4+7

8

#

J5

'

J5#

!领导对于安全问题总是乐于接受大家的意见*

">"%F ">!%! ">#&! U>TBE ">&$%

J5!

!多数情况下#都是我的直属上级领导给我安全方面的信息#让我对安全问题提高警惕*

e">"#S ">"S$ e">F%" U>QEF ">&""

J5%

!在安全措施方面#我们的部队有着很好的上下级沟通渠道*

">### ">FS" ">#S& U>F>> ">FD$

管理层对安全的重视程度&

,)2)

O

+,+27(/,,-7,+277/;)4+7

8

#

6J

'

#

6J#

!如果我在安全问题上说的太多#他们可能会处分我*

U>TBE ">#SF ">!%$ ">#%D ">&&F

#

6J!

!我们领导只对那些不得不承认的安全事故进行登记报告*

U>TQU ">#%F ">!D$ ">"FS ">DS!

#

6J%

!因为小型事故处理起来很麻烦且不值得浪费时间#所以领导常会将其刻意忽略*

U>TNQ ">#"H ">#&$ e">"$H ">DF#

#

6JS

!我所在部队的上级领导对于健康和安全漠不关心*

U>TTE ">#&! ">#%& e">"#% ">D%#

安全工作优先度&

;)4+7

8L

1-/1-7

8

#

5N

'

#

5N#

!完成工作与保证安全之间经常出现冲突*

">%&F ">!!F U>OUE ">"!& ">$D&

#

5N!

!有时候因为时间有限#我无法在遵守安全规章制度的情况下完成工作*

">FS$ ">"D" U>FTF ">"D$ ">$FS

#

5N%

!我并不总是能得到所需的设备或工具#让我在遵守安全规章制度的情况下工作*

">%SD e">"## U>OOQ ">"&" ">&!D

特征值
%>$DS %>F!S !>"%H #>SD%

解释比例&

T

'

!S>FFH !%>SHS #%>FHF H>DDS

累积解释比例&

T

'

!S>FFH SD>"FS $#>$SD &#>F%!

!!

标有#的条目在分析整理前已经完成了反向翻转计分

!!

因子
#

#管理层对安全的重视程度&

,)2)

O

+,+27

(/,,-7,+277/;)4+7

8

#

6J

'维度*尽管学者们对安

全文化一阶因子&

4-1;7G/1*+14)(7/1

'的看法不一+

!D

,

#

6J

维度却是一个被广泛认同的全局性的影响因

子+

!H

,

*本研究的结果也不出意料地证实了这一点*

说明常规潜艇艇员对他们感受到的管理层重视程度

很敏感#即上级重视安全#下级很快就能体会到并倾

向于执行安全规章制度*因子
#

的特征值为
%>$DS

#

解释了总方差的
!S>FFHT

*

因子
!

#安全工作满意度&

;)7-;4)(7-/2 -̂7M

;)4+7

8

#

55

'维度*

55

维度在各国的安全文化量表

中都有所体现#筛选出来的条目都属于常规应该涵

盖的内容#包括安全工作控制情况&

55#

')制度

&

55!

')事故后续处置&

55%

')环境整洁度&

55S

')紧

急训练&

55F

'*在这个因子上载荷最高的是条目$部

队对于日常安全工作控制的很好%*因子
!

的特征

值为
%>F!S

#解释了总方差的
!%>SHST

*

因子
%

#安全工作优先度&

;)4+7

8L

1-/1-7

8

#

5N

'

维度*早期的安全文化调查并没有
5N

维度#但是近

年来的调查研究越来越强调这一点*同样的时间和

人力资源#执行任务的重要性在部队往往被提得更

高#而在部队平时的思想教育中#为了任务而放弃个

人安危的宣传更为普遍*但是在潜艇部队中#此类

想法往往不能对完成任务提供助力#因为一旦发生

安全事故#完成任务就变成了空谈*因子
%

的特征

值为
!>"%H

#解释了总方差的
#%>FHFT

*

因子
S

#对安全问题的沟通&

(/,,02-()7-/2;/2

;)4+7

8

#

J5

'维度*

J5

维度本是安全文化量表中最

常见)最稳定的维度之一#但是也是欧美人群和亚洲

人群区别最大的维度之一*亚洲文化群体在沟通模

式上与西方文化群体存在巨大差异#这种差异在我

常规潜艇部队艇员群体中也有着高强度的表现*符

-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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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等
>

常规潜艇部队安全文化量表的制定

合筛选条件的条目只有
%

个#

J5%

的因子载荷只有

">F##

#而需要反向翻转计分的条目也不容易保留#

说明了该群体对沟通的要求很低#与其他亚洲群体

类似#更愿意接受上级安排而缺乏主动表达的意愿*

因子
S

的特征值为
#>SD%

#只解释了总方差的

H>DDST

*

!>S

!

内部一致性检验
!

量表信度的检验方法主要

有重测&

7+;7G1+7+;7

')复本&

)37+12)7-:+G4/1,

')折半

&

;

L

3-7GM)3:+;

'等#根据本研究领域的习惯性报告方

式+

!$

,

#我们计算了
J1/2=)(M

2

;

$

以供读者参考内部

一致性&

-27+12)3(/2;-;7+2(

8

'检验的结果*量表的
$

值为大于
">&

这一准入标准+

%"

,

#表明信度良好*

D

!

讨
!

论

%>#

!

常规潜艇部队的安全水平
!

此次调查中#

!#>&&T

的艇员经历过安全事故#总体受伤比例超过

了
DT

#超过了同样在海上长期工作的地方海员群

体+

%#

,

#而且鉴于潜艇部队安全事故可能造成的后果

的严重性#应当受到卫勤部门的重视*潜艇艇员的

职业性强#危险度高#但是显然安全培训的力度还很

不够*各级部门能否正视这一问题#是改善这一局

面的关键*

%>!

!

常规潜艇部队安全文化的影响因素
!

通过此

次横断面调查#我们发现#在
S

个安全文化维度中#

按照解释比例#作用最强的影响因素是安全工作满

意度和管理层对安全的重视程度*说明官兵对上级

的倾向性非常敏感#但是内心又有着自己的判断#即

上级必须让下级真实感受到安全工作很重要#不能

只是浮于表面地提及其重要性#而是要落实到具体

的行动之中#这样才能创造出不断提高安全水平的

环境*安全工作优先度和对安全问题的沟通维度的

主体条目能够在筛选后被保留下来#也说明艇员在

整体上仍受到族群文化环境的影响#既具备部队$一

切为打赢%的主体思想#又具备亚洲人不愿意谈及既

有缺陷的传统习惯*概括来说#区别于西方文化的

我艇员群体#一方面服从领导#主观认识到了任务的

重要性#另一方面自己意识较强)不认同对安全问题

的简单强调#但是缺乏主动反映安全问题的积极性*

由此可以看出#该群体安全文化需要改善之处较多*

%>%

!

安全文化量表的应用与本研究的局限性
!

综

上所述#第三份量表&表
!

'总体适用性较高#解释力

较强*内部一致性检验结果表明量表信度很好*条

目背后维度的区分与其他研究+

#$

#

%!G%%

,有所区别#但

是整体比较吻合#可以被用于针对同一群体开展更

大范围的调查研究*本文限于篇幅#没有列出对量

表其他判断指标的分析结果*在样本量方面#限于

调查对象的可及性#没有获取足够的样本进行更多

维度量表的设计工作*同时#由于缺乏同一群体的

相似文献#尚未能就此群体的安全文化维度筛选标

准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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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黄美红#杨
!

琼#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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