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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化转型正通过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革新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模式，推动风险管理从经验判断转向智

能决策，实现监测预警精准化、资源配置科学化与应急响应敏捷化。然而，新旧制度衔接不畅、数据价

值挖掘不足以及组织数字化能力薄弱等问题，制约着转型成效的充分释放。本文提出制度协同、数据治

理与组织转型三维策略：通过技术与制度的动态适配、构建全流程数据价值链、培育企业数字素养生态，

打造具有前瞻性与适应性的现代化治理体系，为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安全生产治理提供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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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s innovating the enterprise safety production management mode through 
the Internet of things, big data and other technologies, promoting risk management from empirical 
judgment to intelligent decision-making, and achieving accurate monitoring and early warning, sci-
entific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agile emergency response. However, the poor connection betw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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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ld and new systems, the lack of data value mining and the weak ability of organization digiti-
zation restrict the full release of the transformation effect.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ree-dimen-
sional strategies of system coordination, data governance and organizational transformation: through 
the dynamic adaptation of technology and system, building the whole process data value chain, cul-
tivating the enterprise digital literacy ecology, building a modern governance system with foresight 
and adaptability, and providing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safety production governance under the back-
ground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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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浪潮中，企业安全生产治理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数字化

转型已成为我国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1]。数字化转型也是企业整体战略层面的重大转变，旨在提升组织

的敏捷性和创新能力[2]。物联网感知、大数据分析等技术应用，正推动着安全管理从“事后处置”向“事

前预防”转型。通过构建智能监测网络，企业得以突破传统管理模式中信息滞后、人为失误等瓶颈，实

现设备状态、作业环境等要素的实时动态感知。但需要清醒认识到，新技术与旧制度的衔接脱节，数据

利用效率低下以及组织内部适应新技术能力弱等问题普遍存在。如何破解这些转型阵痛，正是本文研究

的核心命题。因此，本文立足于企业数字化转型治理的痛点，聚焦制度适配性、数据管理能力与组织协

同效率三个维度，探讨数字化转型企业安全生产治理水平的改善策略。通过促进数字化技术与相关制度

的融合、提升数据赋能效能、加大对企业内部数字素养的培养投入这三个方面，旨在为企业破解“转型

阵痛”，实现安全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可行性方案。 

2. 数字化转型下企业安全生产治理的内涵与现状分析 

2.1. 企业安全生产治理的内涵 

企业安全生产治理是通过系统性制度设计与规范化管理，实现风险全过程管控的持续改进机制。其

内涵体现在三个维度：治理架构上，构建企业主体责任、政府监管引导、社会协同参与的多维治理体系，

形成权责明确的责任链条；运行机制上，建立涵盖风险识别、评估、处置、反馈的闭环管理系统，推动管

理重心向源头防控前移；效能提升上，通过技术升级、流程优化与文化培育的协同发力，实现本质安全

水平的持续提升。这种治理模式强调将安全文化基因植入生产实践，通过全员参与和持续改进，构建预

防为主的长效机制。 

2.2. 企业安全生产治理现状分析 

2.2.1. 数字化技术加速治理体系现代化 
当前，数字化转型正推动企业安全生产治理从传统人工管理向智能协同模式转变。多数企业已构建

基于物联网、云平台的安全生产管理系统，实现设备状态监测、环境参数采集、风险预警推送等基础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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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数字化覆盖。政府安全监管部门通过搭建全国性安全生产监管信息平台，推动跨区域数据互通与远程

执法，部分省份试点“人工智能 + 监管”模式，利用算法模型自动识别企业是否存在安全生产违规行为。

不仅如此，安全生产责任制正向数字化转型延伸，部分企业将数据溯源、电子台账纳入考核体系，依托

区块链技术实现责任追溯不可篡改。然而，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与安全生产制度建设的协同性尚未充分显

现：一方面，数字化工具与现有管理流程存在“两层皮”现象，部分企业仅将纸质台账电子化，未建立完

善的风险管理决策机制；另一方面，数据确权、隐私保护等新型制度缺位，这导致跨企业数据共享与协

同治理工作难以推进。 

2.2.2. 数据资源驱动风险防控能力升级 
数据资源已成为企业安全生产治理的核心生产要素。龙头企业通过部署工业互联网平台，整合设备

运行数据、人员行为数据、环境监测数据等多重信息流，构建起实时动态的风险评估模型。机器学习技

术的引入使得安全隐患识别准确率显著提升，部分场景实现从“阈值报警”向“趋势预判”的转变。在管

理闭环层面，数字化系统已支持风险清单自动生成、整改任务智能派发、验收结果可视化跟踪等功能，

使隐患排查效率有较大的提升。然而，数据价值挖掘仍面临系统性障碍：一是设备协议标准不统一导致

数据采集碎片化，有部分中小企业存在多系统并行导致不同部门的数据无法互通；二是算法模型的可信

度不足，基层管理者对 AI 决策逻辑的信任度偏低；三是数据治理体系缺失，约半数企业尚未建立数据质

量评估与纠错机制，这可能会影响风险预测的可靠性。 

2.2.3. 数字孪生技术助推全流程管控 
数字孪生技术的应用标志着企业安全生产治理进入虚实融合的新阶段。龙头企业通过构建生产工艺、

设备集群的三维数字孪生，实现风险模拟推演与应急方案的沙盘预演。在风险源头控制方面，数字化设

计工具的应用使安全冗余配置从经验决策转向数据驱动，部分高危作业环节的风险程度有较大的改善。

流程管理层面，基于 BIM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建筑信息模型)技术的“设计–施工–运维”全

生命周期数据贯通，有效破解了传统分段管理的信息断层问题。但技术落地仍面临困境：首先，数据的

动态更新频率与生产现场操作系统运行存在延迟，导致数字孪生的预测精度随系统复杂度上升而衰减；

其次，多重数据的实时融合技术尚未成熟，大部分中小企业数字孪生系统仅具备静态展示功能；再次，

一线员工的数字素养参差不齐，一线操作者对 AR (Augmented Reality，增强现实)巡检、智能穿戴设备等

新型人机交互方式适应性不足，尚未充分发挥数字孪生技术的优势。未来需着力突破数据实时同步、边

缘计算赋能、人机协同优化等关键技术，推动安全生产治理向“感知–分析–决策–执行”自治闭环演

进。 

3. 企业安全生产治理面临的困境 

3.1. 技术与制度脱节导致新旧体系难以融合 

首先企业技术迭代快，制度调整慢。企业引入物联网监控、AI 风险预警等新技术后，原有的隐患排

查流程、事故追责机制等制度未及时更新。例如，智能系统能实时发现设备异常，但处理流程仍沿用“人

工填单–部门审批–现场处置”的传统模式，导致技术预警与人工响应之间存在时间差，大大降低风险

处置效率。 
其次数据应用缺乏制度支撑，数字化工具产生的数据未有效融入管理决策。例如，数字化系统对风

险等级的判定结果，因缺乏明确的制度授权，无法直接作为责任划分或资源调配的依据。部分企业仍以

人工检查记录为准，造成“机器算得准，但人不敢用”的窘境。 
再次是权责边界模糊。新技术衍生出新的责任主体，例如，算法模型的决策失误应由技术供应商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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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企业自身担责？传感器数据失真导致事故时，责任归属如何界定？这类问题缺乏制度规范，导致企业

对于技术的应用畏手畏脚。 

3.2. 数据管理效率低：资源多价值低 

首先是数据碎片化。生产设备、监控系统、管理平台因技术标准不统一，形成数据壁垒。企业部门

之间缺乏有效的信息共享机制，各部门的数据系统独立运行，导致信息孤岛现象严重[2]。例如企业的生

产线传感器使用 A 协议，而安全监测系统采用 B 协议，两类数据无法互通，导致系统仅能分析局部风险，

无法预判跨环节的连锁反应。 
其次是数据质量差。传感器因安装位置不当导致监测误差，人工录入信息时漏填、错填频发，但企

业缺少数据筛选机制。数据质量差会导致企业的风险预警系统中，传感器误报的警告会大大增加，反而

加重了人工核验负担。 
再次是尚未深度应用数据。多数企业仅用数据生成统计报表，例如事故次数、整改完成率等基础指

标，却未挖掘数据深层价值。例如，设备振动数据可预测零部件寿命，但企业仅用于判断“是否超标”，

未建立预测性维护模型，错失风险防控主动权。 

3.3. 组织适应力不足 

首先是人才结构失衡，既懂安全生产规程又掌握数据分析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极度短缺。随着制造业

不断发展，对掌握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的人才有着迫切需求，由于市场上缺乏复合型人才，增加企业

招聘难度，且难以有效构建数字化转型队伍[3]。目前在中小企业的安全管理部门中，能独立操作数据分

析工具的员工仅占小部分，导致系统功能开发依赖外包团队，系统自主管理能力薄弱。 
其次是管理流程僵化，科层制组织与数字化治理要求的冲突明显。目前中小企业的智能巡检系统

发现安全隐患后，仍需经过“安全员报告–部门经理审批–分管领导签字”的流程，耗时超过 48 小时，

而数字化系统本可支持“自动派单–现场处置–实时反馈”的闭环，但因组织管理流程的滞后性难以

落地。 
再次是文化认知的冲突，管理层与一线员工对技术的态度两极分化。部分高管认为“上系统等于保

安全”，过度依赖算法决策而忽视现场经验的价值；前文也提到基层员工因数字技能不足，对智能穿戴

设备、AR 巡检工具产生抵触情绪。目前中小企业的一线员工智能安全帽的日均使用率普遍较低，员工普

遍反映“操作复杂，不如纸质检查表方便”。 

4. 提升数字化转型企业安全生产治理水平的对策建议 

4.1. 促进数字化技术与相关制度的融合 

针对技术迭代速度快、制度调整滞后的问题，需建立灵活的制度更新体系。将技术应用场景、数据

交互逻辑纳入制度设计框架，明确技术标准与管理规范的联动更新流程。通过常态化评估机制，定期审

查现有制度对技术应用的适配性，及时修订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等环节的操作规程，确保技术预警与人

工响应的无缝衔接。 
针对算法决策、智能设备等新技术引发的责任归属争议，需在制度层面建立权责界定标准，厘清技

术供应商、系统运维方、企业管理部门的多方责任链条。通过契约化管理明确技术供应商的算法透明度

要求，达到“技术辅助决策、人工最终担责”的目的。 
提升数据在安全管理中的决策支撑作用，需建立数据授权使用规范。明确风险预警数据、设备状态

数据等核心信息的法律效力，将其纳入事故调查、责任追溯的法定依据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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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提升数据赋能效能 

通过部署企业级数据平台，集成设备传感器、监控系统、管理平台等不同设备生成的数据，实现跨

业务、跨层级的实时交互。制定完整的数据流通规范，创建以产业链条、产业集群等为主体的数据要素

流通法律，打破传统数据壁垒，实时共享海量数据，助力企业科学决策与发展[4]。针对生产流程中的风

险传导特性，构建覆盖“人–机–环–管”相关数据模型，强化对潜在风险的识别能力。 
提升数据价值需建立覆盖采集、存储、应用各环节的数据质量管控机制。在数据采集端优化传感器

部署方案，采用冗余校验技术降低监测误差；在数据录入环节引入智能识别与自动纠错功能，减少人工

操作失误。 
实现数据深度应用，需从基础统计向预测决策转变。利用数据挖掘技术识别出设备运行参数、环境

监测数据的潜在关联，构建风险预测模型，实现从“事后整改”向“事前预防”的转变。同时将风险热力

图、隐患趋势分析等数据系统应用到管理流程，辅助相关管理人员实时优化资源配置。 

4.3. 加大对企业内部数字素养的培养投入 

加大对数字化复合型人才的建设。对管理人员强化数据思维训练，使其掌握系统运行逻辑与数据分

析基础；对技术人员增加安全生产培训，确保其工作技能符合业务需求；对一线人员开展智能设备操作、

异常数据识别等实操培训。 
优化管理流程，基于数字化系统的实时响应能力，简化隐患排查、故障处置等环节的审批层级，建

立“监测预警–自动派单–闭环反馈”的风险管理机制。在部门协同方面，设立数字化转型专项工作组，

负责统筹技术、安全、生产等部门的资源调配。将数字化安全平台使用权限开放给各级管理人员，根据

其所辖业务范围授权使用，为其提供所辖范围实时动态信息，帮助其提升安全管理水平，强化和落实安

全主体责任[5]。 
促进技术文化与安全文化融合，构建“数字赋能，安全为本”的文化体系。通过沉浸式体验、沙盘推

演等方式，帮助管理者理性认知技术工具的局限性，避免数字化等同于绝对安全的错误认知；针对基层

员工设计场景化培训方案，降低智能工具的使用门槛。建立数字化治理成效的透明化展示机制，用实际

案例证明技术应用对减轻工作负荷，提升安全水平的价值，逐步消除一线员工的抵触情绪。将数字素养

纳入安全绩效考核体系，形成全员参与的持续改进氛围。 

5. 总结 

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深度融合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生产运营体系，为安全生产治理开辟了全新路径。

借助物联网感知、大数据分析及智能算法等技术，企业能够实现风险隐患的实时监测、异常状态的精准

预警以及管理决策的科学优化，显著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与风险防控能力。数字化转型不仅打破了传统安

全管理中“人盯人、人管人”的粗放模式，更通过数据驱动实现了管理流程的可视化、标准化与自动化，

为构建全流程、全要素的现代化治理体系奠定了技术基础。然而，企业在数字化转型的进程中，其安全

生产管理仍面临多重现实挑战：比如新技术与旧制度的衔接脱节，数据利用效率低下以及组织内部适应

新技术能力弱。为应对这些关键障碍，企业需从制度创新、数据赋能、组织素养培养三个方面来应对：

促进数字化技术与相关制度的融合、提升数据赋能效能以及加大对企业内部数字素养的培养投入。三者

协同发力，方能将技术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实现安全生产从“被动响应”向“主动防控”的质变。展望

未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持续突破，安全生产治理将加速向智能化方向转变。企业需在夯实数字化的

基础上，进一步推动风险防控关口前移，探索基于数字孪生技术的虚拟仿真预演、依托区块链的跨主体

协同监管等创新模式。与此同时，技术工具与管理机制的深度融合将成为关键课题，既要避免陷入“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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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万能”的认知误区，也要警惕“重建设、轻运营”的实践偏差。唯有坚持“技术为用、治理为本”的原

则，持续完善制度保障、优化数据生态、激发组织活力，才能构建兼具韧性、敏捷性与适应性的治理新

范式。数字化转型终将超越技术升级的表象，成为推动安全生产治理体系现代化、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

的核心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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