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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 我国安全工程专业高等教育经

历了一个在专业的设置上从无到有, 在办学的

规模上从小到大, 在办学的层次上由单一层次

到多层次的发展过程。在思考如何继往开来,

面向 21世纪发展我国安全工程专业高等教育

问题时, 正确把握我国安全工程专业高等教育

现状是十分必要的。以下根据调查研究数据,

就我国安全工程专业高等教育现状进行介绍

和分析,并对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

1 我国安全工程专业高等教育现况

1�1 安全工程类专业的设置现状和发展情况

我国目前有 30所本科院校、22所专科院

校设有安全工程类专业。在这些院校中, 既有

本专业我国办学最早的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原

北京经济学院) , 又不乏实力雄厚的全国重点

大学, 如: 北京理工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东北大学、中国矿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 以及许多

在安全工程专业教育上各具特点、经验丰富的

其他一些大学, 如华北工学院、沈阳航空学院、

江苏理工大学、哈尔滨理工大学、中国工运学

院、湖南大学衡阳分校、东北林业大学等。在本

科院校中, 据 1997年的统计, 设有安全工程专

业的有 20所,设置或兼设了矿山通风与安全专

业的 7所, 此外, 还有一些学校分别设有热安

全科学与工程、防火工程、民航安全工程、飞行

器环境控制与安全救生等专业。

据不完全统计 , 1996年, 全国安全工程

类专业在校的学生人数专科达 700人; 本科达

3 200人; 硕士研究生 130人; 博士研究生 45

人,博士后流动站 5人, 共计 4 100人。

由上述设置有安全工程类本科专业的院

校在 1998年国家机关机构改革以前的所属主

管部门可以看出, 涉及的行业主要有煤炭、冶

金、机械、航空、地矿、兵器、铁道、化工、电子、

有色、建筑、航天等。这些学校在办学上能够以

本行业为依托, 结合本行业的特点组织教学,

培养的学生在知识体系上有着较强的行业特

色。另外一些院校, 如属于北京市教委的首都

经济贸易大学等院校, 其安全工程专业在知识

体系上, 从专业技术知识到管理知识则体现出

较强的通用性。

另一方面, 从学校分布的地域来看, 本科

院校主要分布在华东地区(占总数的 28%)、东

北地区 (占总数的 20% )、及北京市 (占总数的

13%)等。华东、东北地区之所以分布较多是与

其所处位置大、中型重工业企业比较集中等因

素有关。西南、西北地区安全工程类的院校相

对较少。全国约占 1/ 2的省、市、自治区设置了

安全工程类本科专业。

安全工程类专业在上述各校的设置, 是经

历了一个发展过程的。最初, 在 50年代,仅有个

别的院校设有此类专业。一直到 1980年, 全国

也只有 4所本科院校设置了安全工程类专业。

进入 80年代, 中国正处在拨乱反正的时期, 国

民经济、科技技术、教育文化都得到了长足的

发展。经济建设发展的同时, 也暴露出在国民

经济各行业安全技术人员的匮乏。恰逢此时,

教育部于 1984年对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进

行调整, 将安全工程专业列入 �普通高等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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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专业目录�, 为试办专业(试 32)。这以后,

全国许多院校开始设置此专业, 进入了安全工

程专业办学点的增长高峰时期。1989年国家教

委再次调整压缩本科专业, 安全工程专业被继

续保留。1994年, 安全工程专业被列为正式专

业。1998年 7月, 教育部再一次对普通高等学

校本科专业进行调整, 在 50%以上的本科专业

被压缩的情况下, 仍旧保留了安全工程专业

(专业代码 081002) , 将 �矿山通风与安全� 和

�安全工程�统一为�安全工程�专业。特别是在
1996年 12月, 成立了�安全工程专业教学指导

委员会�, 当时的劳动部副部长朱家甄亲自担

任该委员会主任。安全工程专业教学指导委员

会成立后, 积极组织了全国有关院校, 对安全

工程专业高等教育改革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调

查研究和广泛的交流讨论, 这对促进我国安全

工程专业教学改革起到了有力的推进作用。

安全工程专业成长、发展和壮大的过程说

明了国家劳动安全、教育、各个行业主管部门

对安全工程专业教育的重视和支持。同时, 也

得益于在各级政府、教育、科技、企业等各界拥

有一批热心于我国劳动安全事业的老一辈及

新一代的有识之士, 是他们为这项事业艰苦创

业、努力奋斗的结果。同时,这个发展过程也是

客观社会需求的体现; 是适应了经济发展的必

然。

1�2 多层次办学, 形成了安全工程类专业教

育的立体化结构

1978年以后, 我国教育进入正常发展阶

段,国家确立了学位制度。多层次的社会需求,

呼唤安全工程类专业教育向多层次、立体化发

展。至今为止,除了专科、本科之外,现有 21所

院校设有安全工程类专业的硕士点, 6所院校

设置有博士点, 3所院校设置有博士后流动

站。

据不完全统计, 截止至 1996年底, 安全工

程类专业培养出的毕业生人数专科达 8 100

人; 本科达 8 200人; 硕士研究生达 460人; 博

士研究生 60人, 博士后流动站出站 4人, 共计

约 16 800人。这些毕业生已经遍布在我国国民

经济的各个部门、行业, 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

成为我国政府各级劳动安全监察和管理、各行

业劳动安全技术和管理岗位上的中坚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 特别是近十几年来, 办有

安全工程专业的各个学校都在积极探索安全

工程专业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改革的路子, 取

得了不小的成效, 为面向 21世纪安全工程专

业教育改革积累了有益的经验, 奠定了良好的

基础。高等教育要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

会发展的要求, 不断地对自身进行改革和优

化, 使教育与经济、社会协调地发展。只有主动

地、积极地调整自身, 适应改革和发展的需要,

才能使安全工程高等教育不断地发展、壮大,

才能为社会培养出更多的、更加有用的专业人

才。

2 发展中的问题和建议

根据安全工程专业教育现状的调查分析,

对照社会对安全工程专业人才所提出的要求,

思考当前在安全工程专业教育的发展中存在

的一些问题,现将一些看法简要归纳如下。

2�1 现有的课程体系亟待调整

安全工程专业教育改革的关键在于深化

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的改革。毕业生素质和水

平如何, 很大程度取决于学了什么课程, 从所

学课程内容中获得了什么样的知识、素质和能

力。根据调查, 反映出我们的现有课程体系已

跟不上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对安全工程专业

人才知识结构的要求, 从深层次考虑, 这实质

上说明了现有安全工程专业的课程体系存在

一定程度的课程设置与培养目标脱节、课程设

置体系模糊、结构不健全等问题。例如, 开设安

全法律法规、安全经济学、安全心理学、保险概

论及风险评估等课程的院校很少。至今从各校

课程设置的整体上来说, 健全合理的课程体系

尚未得到确立, 仍有待于今后对这类问题继续

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实践精神进行探索, 以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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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确立适应市场经济的、适应面向 21世纪发展

的安全工程课程体系。

在课程体系和课程内容的改革中, 应充分

考虑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各种安全工程专业人

才工作岗位的要求。例如, 除各级政府的劳动

安全监察部门、各行业的主管部门、企业的安

技部门、安全工程的教育与科研单位等以往的

传统用人单位之外、还应注意主动适应随着市

场经济的发展, 在我国新诞生的、或潜在的安

全工程专业人才的岗位需求。例如, 企业的安

全主任、保险业的风险评估专业人员、安全咨

询机构的专业人员等岗位。实行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 我国的工业企业已经发生了深刻

的、重大的变化, 随着企业的管理与国际先进

管理模式的接轨, 特别是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

和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发展, 要求我们安全工程

专业的课程内容必须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因

此, 必须面向市场, 把握时机, 未雨绸缪, 才能

适应即将到来的、或的未来的社会需求。

社会对安全工程人才的需求具有较强的

多样性, 而且, 这个需求还随着时间、环境、条

件的变化而变化。有关调查的结果表明, 对社

会的主体需求、以及培养此主体需求人才的多

数院校来讲, 在培养目标、培养规格以及课程

体系的设定上, 人才的知识与能力结构类型以

�两个并重型� 为宜, 即: 通用安全管理 (含监

察) 与安全技术并重型 (以下称 �通用并重
型�)、和具有行业特点的安全管理 (含监察) 与

安全技术并重型(以下称�行业并重型�)。应以

培养 �两个并重型� 知识结构的综合性人才为

主。由于两种类型其本身各有利弊, 且各个学

校的依托行业不同, 应当按照教育部的要求,

根据社会的实际需求和自身条件, 确定办学类

型, 创出学校的声誉和特色。因此, 尚不宜在

�通用并重型�或�行业并重型�上强求统一。随
着计划经济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取代, 企

业资本重组, 经营自主权放开, 有的逐步形成

跨行业的大型企业集团, 特别是随着高等学校

分配制度的改革和用人单位录用制度的改革,

�部门所有制� 格局的逐步打破, 从发展上来

看, �通用并重型� 的人才需求预计会逐步上

升。这个趋势符合国家教委提出的加强基础,

拓宽知识面的要求。安全工程专业是一个综合

性学科, 其本身就具有涉及知识面宽的特点,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社会需求对其知识面的

拓宽有了进一步的要求, 然而, 学生的在校时

间是有限的, 在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的设定

上, 应客观地确定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 体现

加强基础, 拓宽专业口径的原则, 培养基础扎

实、知识面宽的 �毛坯�, 培养有发展后劲、有

�自适应�能力、有足够发展空间的高质量人才。
建议继续深入开展关于安全工程学科体

系的专题研讨。安全工程学科体系的确立, 不

仅关系到课程设置, 也直接关系到培养目标和

培养规格, 同时更是直接关系到安全工程专业

发展的大事。

2�2 课程内容有待更新充实, 进一步加强学

生综合素质的培养

深化课程内容的改革是安全工程专业教

育改革的关键之一。有关调查反映出目前的课

程内容从总体上来讲有待更新充实。表现在一

些课程的内容陈旧, 较长时期内容相对无变

化, 主要体现在安全管理等课程, 尚不能适应

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所有制形式、经营机制、管

理职能的变化, 未能及时反映国内外的新内

容、新技术、新知识, 没有与国际先进管理水平

和国际惯例接轨。还有一些课程内容的宽度和

深度有欠适度, 主要反映在专门技术课程。另

一方面, 一些本应是安全工程领域的内容却没

有纳入课程内容之中, 如: Fail- safe原理、应急

计划等。课程内容是否合理直接关系到毕业生

的知识结构的合理性, 也直接影响到学生的培

养质量, 应该及时对课程内容进行调整、更新

和充实。

从调查反馈的信息中, 反映出社会对安全

工程毕业生的基本素质十分注重。现代安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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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师的基本素质体现在与安全工程相关的知

识、技能和能力。知识、技能和能力这三者密不

可分。必须处理好知识、技能和能力之间, 知识

的深度和广度之间, 课堂教学与实践训练之间

的关系。应注重学生政治思想道德、文化、业务

和身心等各方面素质的全面综合发展, 重视培

养学生独立学习能力和创新精神。

2�3 教材有待规范、优化

根据有关调查, 现有教材尚缺乏系统性和

规范性, 与课程体系和课程内容的改革不配

套, 缺乏课程体系所应具备的必要教材, 一部

分教材编写较早, 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内容陈

旧、知识老化、内容过于繁冗、缺乏举一反三的

凝练、内容的多少与授课学时不相适应、部分

内容脱离实际等问题。因此, 建议由安全工程

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来进行 (牵头)组织, 本着

高起点、新内容、少学时的原则, 编写一套能够

适应本专业多数院校共同开设的、满足各门课

程基本要求的、与课程体系有机统一的、规范、

优化的安全工程专业高等教育推荐教材。

2�4 教师的知识结构需要调整、更新

根据各校安全工程专业副教授以上教师

的讲授课程调查统计来看, 主要讲授软科学课

程的教师比例很少, 这一点反映了目前软科学

课程从课程设置到教师配备都相对薄弱。

教师在教学、科研中处于主导地位。因此,

教师队伍的整体优化、教育观念的转变、业务

素质的提高及教学方法的创新等问题, 直接关

系到人才培养的质量。应重视随着课程设置的

调整、授课内容的更新, 不断地对教师进行业

务培训。

2�5 对安全工程专业教育的投入不足

根据对 24所学校安全工程实验室情况的

统计, 实验室设备总价值在 100万元以上的只

有 3所院校, 绝大多数院校存在着实验室建设

经费不足问题。这一点, 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安

全工程专业教育整体的投入不足。办学的硬件

条件上不去, 将直接影响着学生培养的质量。

实验条件不改善, 不利于理论与实践、知识与

能力的结合, 使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尤其是动

手能力得不到应有的训练。关于这方面的问

题, 有待于多方努力, 增加经费的投入, 以补

充、更新实验设备, 加强实践教学基地的建

设。

收稿日期: 1999- 08- 27

(上接第 35页)

�系统安全� 在我国已经具备十多年的历

史, 为了推动其健康、快速的发展, 应当有意识

地组织起来, 有计划地开展活动, 使我国的�系
统安全�科学能跟上国外先进水平。

3�4 开辟应用系统安全的领域, 完成系统安

全示范工程

恰值 �安全生产� 工作划转到经贸委之际,

正是实施 �系统安全�应用的大好时机, 抓住这

个机会, 若能以几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工业对象

为试点, 集中国内具有实力的若干科研单位和

大专院校共同攻关,实施�系统安全工程�,必将

使我国的安全生产水平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3�5 将澄清后的系统安全正式列入安全科学范畴

有了明确的内涵, 有了应用的实例, 有了广

泛的社会基础,再有了坚实的技术队伍, �系统安

全�必将正式列入安全科学的重要范畴,那时,它

将为安全生产事业作出更加辉煌的贡献。

4 结论

我们在此追述 �系统安全� 的曲折发展历

程, 并非追究什么责任, 况且追究也无益于事,

我们只是希望认识过去的不足, 为�系统安全�

今后的发展提供实实在在的经验与教训, 目的

在于加速�系统安全�在我国的健康发展。

收稿日期: 1999- 08-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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