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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当前的安全生产形势下，习惯性违章对安全生产工作的影响日益严重，为了消除

并逐步杜绝影响企业安全生产的这个顽疾，特对习惯性违章的成因、特性和违章人员违章心

理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具体的预防和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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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国家加大安全监管力度，企业加强安全管理和资金投入，安全生产形势明显好转的情

况下，习惯性违章逐渐成为影响企业安全生产工作 
 
的顽疾和重要隐患，成为企业安全管理工作的难点。因此，如何预防和解决习惯性违章就成

为企业安全管理人员的努力目标之一。本文就习惯 
 
性违章行为的成因、特点、违章人员的心理及预防和解决方法作一些讨论。 
 
一 习惯性违章的成因 
 
习惯性违章是指那些固守旧有的不良作业传统和工作习惯、违反安全规程及相关规程、长期

反复发生的具有排他性的习惯性作业行为。他产生 
 
的原因比较复杂，既有主观原因，也有企业本身设备结构和工艺技术不够合理、管理不严等

客观因素，是人、物、管理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结果。 
 
二 习惯性违章的特性 
 
1．违章性。“章”在此应做广义的理解，泛指法规、制度、措施及办法等，上从国家制定的

有关标准、行业性标准，省级人民政府及其管理部 
 
门颁布的条例、办法，下至企业内部制定的厂规、厂纪、管理制度、临时性防范措施以及设

备使用说明书等都属于“章”的范畴。所谓违章就 
 
是指违反、违背或不遵守上述规章制度中一种或多种的行为，因此，“违章性”是习惯性违

章的本质特征。 
2．方便性。习惯性违章操作一般都比较方便、顺手，往往还有省工、省力、简单易行等特

点。职工往往在自觉或不自觉地为之。 
3．实用性。习惯性违章操作往往能较快地处理生产中遇到的问题，而用正规的方法则很可

能要花更多的时间，付出更艰辛的劳动，这也是导致 
 
职工习惯性违章的原因之一。 



4．隐蔽性。从理论上讲，违章都是不安全的，但不安全的程度有所不同，有的违章就必定

会发生事故，有的则不一定发生。习惯性违章在很多 
 
情况下往往较少发生事故，而且其隐蔽性强，一般不能一眼识破，致使很多职工认识不到其

危害性，久而久之就将其看成是“正确”的行为。 
5．传递性。传递性是指习惯性违章操作因具有方便、实用、危险性非常隐蔽等特点，职工

之间往往能自然而然地“互通有无”、“互助学习” 
 
，有的职工更是一看就会，“无师自通”。所以，习惯性违章操作有很强的生命力，能在职工

中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三 习惯性违章人员的心理特征 
 
1、违章时的侥幸心理 
违章作业人员普遍存在侥幸心理，认为在现场工作时，偶尔出现一些违章行为也没人看见，

也不会有事，并且大多数情况下，这样的第一次往 
 
往很“安全”，久而久之，习惯性违章就出现了。 
2、违章时的偷懒心理 
在远离班组、仓库等工作现场，因路途较远，一些工作人员贪图方便、怕辛苦，嫌来回麻烦，

往往会偷懒出现不执行制度，不办理工作票、不 
 
使用相应的工器具、安全用具和未做好安全措施就开工的现象。符合人们总想简单一点、方

便一点，喜欢走捷径的惰性，所以很容易被接受。 
3、违章时的无知心理 
有一些工作人员缺乏相关的专业知识，不熟悉作业工艺，不了解设备性能，对操作技能一知

半解，作业时就容易违章。 
4、违章时的麻痹心理 
在一次检修工作中，有一名焊工在焊接管子时，被同事叫去帮忙传递工具，他把焊枪放在管

子上没有切断电源就走开，结果焊枪滑落碰到另一 
 
条油管，将油管烧穿，幸好该油管也在检修，已经隔离燃油系统，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5、违章时的好奇、冒险心理 
在一次架空管道阀门的检修过程中，由于是新阀门第一次解体检修，于是几个职工一起爬上

脚手架围在阀门旁边观看。这时脚手架已超出负重 
 
，出现变形。幸好被安全员及时发现，防止了一起人员坠落伤亡的事故。 
6、违章时的从众心理 
有个别职工认为一些违章行为大家以前都是这样干的，没有出现过问题，自己这样做也应没

问题，于是跟着违章作业。其实以前没出事是幸运 
 
，经常违章终会栽跟头、倒大霉。 
7、违章时的逆反心理 
有个别老师傅自持有经验，于是明知故犯出现违章作业。如酒后作业和酒后开车，安全帽经



常不扣好安全扣，使用砂轮机打磨不戴防护眼罩等 
 
，结果往往造成自己受伤。 
 
四 预防和纠正习惯性违章的方法 
 
1、加强安全生产教育，强化职工安全工作意识 
反习惯性违章需要强有力的安全教育，以增强职工的安全生产自觉性，可以采用多种形式进

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反习惯性违章教育。 
（一）用事故案例加强教育。充分利用本企业本车间本岗位及其它企业曾发生过的工伤事故

对职工进行教育，有条件的话，可以设立事故展列 
 
室，用照片、录像及漫画等形式进行展示。 
（二）开展班前班后教育。班前使职工做到“三个明确”：一是明确工作任务，二是明确操

作方法，三是明确安全和质量要求。班中确保“三 
 
个保证”：一是保证听从指挥（当然不是违章指挥），二是保证百分之百的执行规程，三是保

证保质保量完成工作任务，最终实现“三不伤害 
 
”。 
（三）开展针对性教育。对青年职工结合岗位培训，加强其对习惯性违章的认识；对老职工

则引导其克服盲目工作，增强其按章工作的自觉性 
 
；对故意妄为的职工应劝告其珍惜自己的生命，爱护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防止悲剧的发生。 
总之，通过加强安全教育，使每个职工在潜意识里把反违章当成一种习惯，从自己做起，在

工作中严格执行安全生产制度，认真对待每一项工 
 
作任务，最终养成严格认真、一丝不苟执行安全规程工作的好作风，实现从“反习惯性违章”

到“习惯性反违章”的员工安全意识的显著提升 
 
，实现“无为而治”。 
2、进行专业技术培训，提高作业人员的遵章作业技能 
针对本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特点，举办一系列专业技术培训活动，提高员工的工作技能。 
（一） 在作业班组积极开展“两先”活动。“两先”即先学习国家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

规，先学习好安全操作规程，掌握其操作要领并参 
 
加学习培训，经考试合格后才能持证上岗。 
（二）坚持三级培训制度和专项培训、季节培训及转（换）岗、复岗培训。 
（三） 充分利用“安全生产月”组织开展安全知识讲座、安全培训和安全知识竞赛等活动。

使广大作业人员会按章作业，能按章作业，彻底解 
 
决由于对规程不了解、设备不熟悉，长期不能认真执行规程或错误执行的作业方法。 
3、认真开展并积极推行标准化作业 
严格按照质量标准化要求，组织人力规范并严格贯彻执行各项操作规程和作业标准，以此来



规范员工的作业行为，使其严守标准，正确操作， 
 
逐渐克服和纠正不良的习惯做法，养成良好的作业习惯。 
4、积极改进设备和不合理的工艺 
对引起习惯性违章的设备和工艺，要按照相关要求和标准积极进行改进，使之符合人体的生

理特征，便于操作，减少操作人员的劳动强度，从 
 
本质上根除引发习惯性违章操作的客观因素。对一些技术上暂时难以改进的设备，也要提出

正确的操作方法，制定专项安全措施，克服违章作 
 
业。 
5、发挥安全监察网络作用，落实安全检查制度 
安全生产制度要靠好的监督机制来保证，各级安全管理人员要从严要求，坚持不懈地认真纠

正每一次违章，是防止偶发性违章发展成习惯性违 
 
章的关键，也是治理习惯性违章的关键。企业除了开展日常安全大检查外，各级安全管理人

员还必须经常到现场进行检查，检查安全措施落实 
 
和各项制度的执行情况。例如每次开工前对作业现场的安全情况，工具的完好情况，劳防用

品的佩戴情况和安全围栏、安全警示牌的设置等情 
 
况进行全面细致检查。作业中对职工的作业过程进行定期巡查和不定期抽查检查。每次作业

结束后，由班组长和安全监察员对现场做全面检查 
 
，具备了收工条件并符合“5S”后，人员才能撤离现场，办理完工手续，做到工完场地清。

班后，再晚再忙，也要由班组长或队长组织召开安 
 
全工作检查总结会。 
6、严格执行安全考核制度，加大对习惯性违章的处罚 
将纠正习惯性违章纳入安全管理目标，加强管理考核力度。要求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从严执行

制度，对习惯性违章行为敢抓敢管，做到“宁听骂 
 
声，不听哭声”。在处理习惯性违章现象时，要对其行为进行通报处罚，不仅使其丢面子，

还要小题大做，从重处罚，并实行连带考核及追责 
 
、赔偿制度，使违章人员具有危机感、紧迫感，使习惯性违章现象得到有效控制并逐渐消除。 
7、党政工团齐抓共管 
如建立党员责任区，开展“党员身边无违章”活动；开展习惯性违章员工家访活动和亲情活

动；共青团建立“青年安全监督岗”；管理人员定 
 
量抓违章等活动，充分发挥企业党政工团作用，多方协作，齐抓共管，对习惯性违章形成一

个“上下左右共诛之，党员群众共讨之，父母兄弟、老婆孩子共伐之”的局面，彻底消除习

惯性违章。 
总之，习惯性违章的存在是综合因素的结果，预防和解决习惯性违章也决非一日之功，他需



要企业在不断加强和改进基础设施和环境的同时，认真落实各级人员的安全责任，加强安全

教育和技能培训，狠抓安全管理，真抓实干，多措并举，持之以恒地开展工作，才能从根本

上预防和解决习惯性违章行为，实现企业安全生产的长治久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