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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梳理安全生产管理系统的发展历程，研究当前安全生产管理系统的现状，利用分类研究法明确不同

受众需求，基于用户研究探寻安全管理系统的设计策略。研究结果以信息管理为主的传统型安全生产管

理系统和以可视化分析为主的智能化安全生产管理系统都能对安全生产管理发挥作用，在设计安全生产

管理系统时，应基于执行型、管理型和决策型的用户群体的需求及功能开发的实现需要，借助简单易用

性、结构化一致性、智能汇总分析的设计策略，推动安全生产综合可持续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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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combing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the safety production management system, studying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safety production management system, using the classification research 
method to clarify the needs of different audiences, and exploring the design strategy of the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based on user research.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both the traditional 
safety production management system based o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the intelligent 
safety production management system based on visual analysis can play a role in safety produc-
tion management. When designing a safety production management system, it should be based on 
the needs of executive, management and decision-making user groups and the realization need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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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al development, and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afety 
production with the help of design strategies of simplicity, ease of use, structured consistency, and 
intelligent summary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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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信息技术和管理科学的发展、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和企业对安全生产的重视，促使了安全生

产管理系统的建立与不断发展，安全生产管理系统从简单的功能设计发展到如今面向各行各业的复杂

系统。 
通过在知网检索关键词“安全生产管理系统”，可以看到从 2004 年开始相关研究呈现大幅度上升

并趋向稳定的形式，见图 1；主要研究层次分布在技术开发、工程与项目管理和技术研究上，见图 2。
这些研究在不断丰富和完善安全生产管理系统的可靠性和可用性，但从实际使用人群体验上缺乏相关

研究。 
 

 
Figure 1. Analysis of publication trends of “Safety Production Management System” in CNKI 
图 1. 知网“安全生产管理系统”的发文趋势分析① 

 
信息化技术的运用对企业在监管安全生产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国务院安委会印发《安全生

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 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关于印发《“工业互联网 + 安
全生产”行动计划(2023~2023 年)》的通知，可以看到安全生产覆盖行业多、涉及内容要素杂、实际使用

的人群多样化。从需求出发，思考安全生产管理系统中不同用户人群需求的设计策略具有重要的理论研

究及实践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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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Research level distribution of “Safety Production Management System” in CNKI 
图 2. 知网“安全生产管理系统”的研究层次分布② 

2. 安全生产管理系统 

2.1. 安全生产管理系统的发展历程 

安全生产管理系统的出现和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息息相关。在工业革命前和发展初期，企业的安全

管理意识未得到重视；在二十世纪中叶，发生因设计缺陷和操作失误，产生了人员伤亡和影响当地居民

环境等事故，如切尔诺贝利事故、美国三里岛核事故等，安全管理开始成为工贸企业的重要议题，部分

企业建立了安全生产部门监管安全事务，部分国家也开始建立相关的安全法律法规；二十世纪末至二十

一世纪初，随着信息化技术的发展，安全生产管理系统往系统化和科学化的方向发展，国际标准组织(ISO)
制定了一系列相关的国际标准，如 ISO 45001《职业健康与安全管理体系要求》，为企业提供了指导依据；

21 世纪至今，在信息化、智能化和数字化的背景下，企业开始注重利用先进技术手段来提高安全生产水

平，如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实现对生产过程的实时监测预警，及时发现并管控安全

隐患，注重企业安全生产与社会责任等方面的关联，形成了更加综合可持续的发展。 
如今，安全生产管理系统的发展越来越注重系统化全面管理，强调采用科学方法、技术手段和可持

续改进理念，推动企业安全生产、安全意识文化和社会责任的提升。 

2.2. 安全生产管理系统的应用现状 

安全生产管理系统是典型的 B 端产品，B 端产品拥有特定的业务体系，内容专业性强、信息密度大

且注重效率[1]。安全生产管理系统是用于监测和管理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系统，满足企业日常的安全生

产监测管理和应急管理，系统的架构与功能设计需要考虑国家法律法规、企业规章制度和各部门岗位职

责等多方面要素。 
安全生产管理系统根据不同行业或特定企业生产需要，最终各企业的系统功能架构存在差异。从技

术和功能的角度，安全生产管理系统主要分为传统型和智能化两大类。 

2.2.1. 以信息管理为主的传统型安全生产管理系统 
传统型安全生产管理系统，使用传统的信息化技术来记录、管理和统计安全生产相关的数据。系统

的呈现方式为数据记录表单、业务审批流程、图表分析与统计，具有一定的数据管理和处理能力，对安

全生产的基本数据记录和管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1) 数据记录表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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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全生产中，根据法律法规和企业生产等要求，不同的作业场所要根据作业场所、活动的风险等

级进行日常的检查、排查、事故登记等工作内容。数据记录表单是记录安全生产数据的主要方式，页面

呈现为列表、表格等统计形式，解决了线下纸质化表单的难管理、易漏易错、效率低等问题。 
2) 业务审批流程 
在企业安全生产工作中，需要符合企业的管理流程，涉及一系列的审批流程。线上化业务审批流程

功能，可以快速推送至责任部门的责任人完成审批，帮助及时了解审批进度，形成审批记录。 
3) 图表分析与统计 
通过线上的数据记录表单和业务审批流程，系统可对这些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通过柱状图、折线图、

饼图等图形化表现形式，通过图表的分布情况、变化趋势让用户更直观地理解数据，从而指导管理工作。 

2.2.2. 以可视化分析为主的智能化安全生产管理系统 
智能化安全生产管理系统，采用了先进的信息技术，如运用 AI、AR、物联网、智慧模型等前沿技术，

能够对生产现场数据实时采集、分析和处理，解决了传统型安全生产管理系统在智能化数据分析和实时

监控上的缺乏，具备数据监控、预警和决策支持的能力，帮助管理人员深入理解安全生产状况，做到精

细化管理和决策。 
1) 多模态数据采集 
智能化安全生产管理系统中，为了对现场生产数据的实时采集，使用智能化的物理硬件，如监测人

员落水的监控摄像头、监测液氮液氧的气体传感器、模拟安全生产环境的 AR 眼镜等，系统可以采集到

视频、数据、画面等多种类型数据。 
2) 可视化管控大屏 
智能化安全生产管理系统的核心优势之一是能够将大量的数据，以直观、可视化方式呈现出来，包

括实时监控画面、实时数据图表、历史数据趋势图、异常报警等，优化了传统型安全生产管理系统，对

录入数据做分析统计的弊端，还可结合了建模技术或动态交互在大屏呈现多样化风格，让用户对关键的

指标数据做到一目了然、心中有数，实现从静态分析向动态感知转变[2]。 

3. 使用人群与用户需求 

3.1. 使用人群 

安全生产管理系统面向企事业单位、政府等各类使用群体，用户与用户间受到组织架构的限制，呈

现分层级、多个部门分工的组织架构。同时，在部分安全生产工作中，需要与外部相关方人员合作完成。

系统中的用户与用户间存在“链接”属性。因此，每个用户在使用系统时不是独立存在的，必然需要与

其他部门或其他层级架构产生链接[3]。 
系统在用户人群的划分与设计上，以企业的部门架构或职位进行划分，分为最高领导层、中间管理

层、安全管理人员、员工、外部利益相关方和外部监督管理人员，见图 3。 
1) 最高领导层 
领导层是企业的最高层，主要负责制定和实施安全政策、企业规章制度，提供必要的资源支持，以

确保员工遵守相关的安全要求和规定；负责分配责任、制定目标和指标并对安全绩效进行评估改进，加

强对安全生产的监督检查。 
2) 中间管理层 
管理层是落实高层领导的要求，通过与各个部门的管理人员的合作监督，确保安全政策的有效执行；

同时，需要收集、分析并报告安全数据和趋势，助力企业合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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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Company structure diagram 
图 3. 公司架构示意图③ 

 
3) 安全管理人员 
安全管理人员具备专业的安全生产知识，是企业内部针对生产活动设立专门负责安全生产管理的人

员。根据相关的安全管理制度和法律法规，制定安全生产计划、开展安全生产培训教育、负责进行安全

检查和隐患排查，制定相应的应急响应措施。在企业安全生产中，起重要的监督、指导和支持的作用。 
4) 员工 
员工是企业安全生产的执行者和被管理对象，需要遵守各类安全规定和操作程序，正确地使用设备

和工具以确保生产安全。员工在进行安全生产活动时，掌握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技能，参与安全培训教

育，在企业安全生产中，能反馈并发现安全隐患，确保生产工作顺利进行。 
5) 外部利益相关方 
企业在生产中需要与外部供应商、承包商等业务方进行合作，共同完成企业生产要求。在合作过程

中，双方需共同遵守安全规范和操作流程，共同控制生产中的安全风险，努力提高生产过程的安全性和

稳定性。 
6) 外部监督管理人员 
外部监督管理人员是指外部监管机构在安全生产管理中对企业的监督(如应急管理部)，负责监督和检

查企业的安全生产工作，处罚和整改违反安全规定的企业。 

3.2. 用户使用需求 

从企业部门架构与职位的划分，最高领导层、中间管理层、安全管理人员、员工、外部利益相关方

和外部监督管理人员都参与使用安全生产管理系统。这些不同的职位和角色间，在使用系统的需求上存

在异同。 
1) 执行型用户 
执行型用户主要是基层员工、外部利益相关方的人员，受部门结构、外部因素的限制有特定的业务

场景。执行型用户以快速完成日常工作为主，注重系统使用的简单直观，以保证高效完成，关注系统使

用的便捷性和易用性。 
2) 管理型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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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型用户主要是安全管理人员、中间管理层、外部监督管理人员，安全管理人员是企业中对安全

生产业务的最熟知的用户，也是功能使用上涵盖最多的用户人群；中间管理层是为了确保跟踪到各部门

的执行情况；外部监督管理人员来自于外部机构，以监督管理为主，但不涉及企业的详细业务细节且检

查频次低于内部人员，对系统设计时的参考性较小。 
管理型用户重点关注安全生产工作的完成情况，注重各工作环节的跟踪、分析、统计等，确保及时

执行和处理，关注系统使用时各模块间的关联性与一致性。 
3) 决策型用户 
决策型用户主要是最高领导层，领导层的决策对企业的发展运作有重要责任，安全生产是企业的一

部分。决策型用户需要通过系统获取高层次的总结数据和关键指标，了解安全生产的整体情况，以便为

企业的年度做出决策。决策型用户更关注系统的总结和分析，注重系统在业务数据的可视化统计，以更

好了解潜在的风险问题。 
不同用户群体在安全生产管理系统的使用上，会根据所在组织中的角色和职责，以及其对安全管理

活动的不同需求和关注点有所区别。决策型用户更关注整体趋势分析做出决策；管理型用户更关注具体

的工作执行和生产情况的监管；执行型用户则更专注于日常工作处理。在针对安全生产管理系统的设计

过程中，可以对不同需求的用户群体设计相应策略。 

4. 面向安全生产管理系统的设计策略 

系统面向的使用人群是多样的，借助系统的现状分析、部门架构与职位，明确不同用户需求并建立

安全生产管理系统的设计策略，优化不同用户人群使用系统的体验与提升工作效率。结合用户体验的要

素，战略层、范围层、结构层、框架层、表现层来思考不同用户人群的设计策略[4]。 

4.1. 简单易用性策略 

执行型的员工和外部相关方要使用系统做日常特定的生产工作，主要以登记或申请工作的单一功能

为主，使用频次高、用户体量多，在系统设计时，注重简单易用性的设计策略。 
 战略层：整体目标为简单易用。以移动端为主要操作方式，注重登录便捷和操作简单。 
 范围层：产品结合执行型员工具体的岗位，显示常用的功能模块，隐藏系统内多余功能。 
 结构层：结合常用功能，在信息架构设计时，页面数量精简、交互操作简单；提供工作提醒和

待办入口，减少操作步骤的复杂性带来认知负担和学习成本。 
 框架层：页面框架布局清晰，注重操作信息的快捷填写和简单操作性。 
 表现层：视觉信息展示上结合企业特色，能直观感知到企业文化。 

4.2. 结构化一致性策略 

管理型的安全管理人员、中间管理层、外部监督管理人员，由于外部监督管理人员对企业的监督检

查的低频次且不涉及使用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系统，因此，在系统设计中暂不考虑，安全管理人员和中

间管理层一方面需要了解管控各部门员工的数据情况，同时还需要通过系统执行计划、审批业务流程、

图表分析数据，使用功能模块覆盖广、用户管理权限高，在系统设计时，注重各模块的架构布局的结构

化和一致性策略。 
 战略层：整体目标为模块布局结构清晰、页面操作一致。以网页端为日常工作的入口，获取全

面详细的生产业务进展情况和历史数据。 
 范围层：管理型用户人群是需要了解安全生产过程的方方面面，系统显示的内容最全面的。 
 结构层：在组合信息架构时，根据不同的场景摆放具有相关性的功能，形成高效的信息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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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灵活配置管理。 
 框架层：根据实际业务工作和 PDCA 的安全管理方法，摆放系统各页面信息时注重统一。 
 表现层：视觉信息展示上结合企业特色，同时，可增加汇总统计分析页面，提供快捷跳转入口，

缓减系统功能多、分散开的问题。 

4.3. 智能汇总分析策略 

决策型的最高领导层，关注整体安全生产情况的发展趋势和关键指标变化，关注时间维度的总结性

趋势分析。通过可视化大屏，汇总展示实时数据趋势、核心业务指标。在系统设计时，注重系统的高层

次数据汇总，形成可视化分析的设计策略。 
 战略层：整体目标为汇总整体的可视化分析，以驾驶舱大屏为主要呈现方式，展现核心业务指

标。 
 范围层：提供系统的全面功能，决策型用户虽然关注总体分析，但也需要查看全面的系统功能。 
 结构层：在组合信息结构时，依据业务场景的相关性进行摆放；汇总后的数据支持层层穿透，

形成可供分析的数据列表。 
 框架层：通过决策型用户对关键指标的权重考量设置摆放位置。 
 表现层：作为注重汇总分析的设计策略，表现层的视觉设计和信息展示方式尤为重要，要考虑

页面整体的风格效果、企业形象的结合、视觉要素等多层次考量。 

5. 总结 

安全生产管理系统是面向企业管理和提升安全生产的复杂系统，结合执行型、管理型和决策型用户

对系统的不同需求和设计策略，推动安全生产管理系统朝着综合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迈进，提升安全管理

的全面性和效益。通过结合传统型和智能化系统的优势，可以更好地应对复杂的安全挑战，实现安全生

产管理的持续改进和优化。 

注  释 

①图 1 来源：知网截图，https://kns.cnki.net/kvisual8/article/center?language=CHS&uniplatform=NZKPT 
②图 2 来源：知网截图，https://kns.cnki.net/kvisual8/article/center?language=CHS&uniplatform=NZKPT 
③图 3 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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