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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安全科学创新与发展要坚持问题导向( 为明确安全 &9% 时代的重大安全科学问题# 进而推动安全 &9% 时

代的安全科学创新与发展# 基于安全科学高度# 提出与分析安全 &9% 时代的 & 个重大安全科学问题# 依次为

1JMFHN与 1FGL;BHN一体化的安全问题) 三元空间交互的安全问题) 涉及安全管理多对象的安全问题# 以及复杂巨

系统的安全问题( 结果表明# 在安全 &9% 时代的重大安全科学问题导向下# 安全 &9% 时代的安全科学创新与发展

的主要方向是 1JMFHN与 1FGL;BHN一体化) 三元空间交互安全) 面向全对象的安全管理# 以及复杂巨系统安全(

关键词! 安全 &9%' 系统安全' 1JMFHN与 1FGL;BHN一体化' 三元空间交互' 安全管理' 复杂巨系统

中图分类号! UR?" U&" UR?V9V!文献标志码! ,!文章编号! ?%%% >T??U#$%$$$%$ >%%%= >%=

Q7B& ?%9"R=RSK9BEEC9?%%% >T??U9$%$$9%$9%%$

!!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方法论和
鲜明特点!?"

( 安全科学问题是安全科学创新与发
展的源和本# 安全科学学术研究与学科发展要坚
持问题导向( 以问题导向创新安全科学# 意味着
不仅要从实际出发# 还要回到现实# 回应和解决
实际安全问题# 并站在安全科学高度结合新的安
全问题提炼新的安全科学问题# 以新的安全科学
问题为导向# 不断做出新的安全科学理论创造!$"

(

根据文献!""# 安全科学是随着工业的发展而逐步
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强烈的问题意识和鲜明的问
题导向贯穿于安全科学发展&

!工业 ?9% 时代可视
为是安全 ?9% 时代# 这一时期出现的大量工业安全
问题$即各类工业事故及其伤害%催生了安全科学
这一专门的学科研究领域'

"工业 $9% 时代可视为
是安全 $9% 时代# 这一时期出现的技术性安全问题
催生了技术安全科学'

#工业 "9% 时代可视为是安
全 "9% 时代# 这一时期出现的多因素安全问题催生
了系统安全科学(

目前# 人类社会已全面迈入工业 &9% 时代( 在
此背景下# 安全界宣告# 安全科学已步入安全 &9%

时代!" >&"

( 就安全科学研究与发展而言# 起重大导
向作用的问题是什么* 是时代安全科学问题( 唯
有聆听时代的声音# 回应时代的呼唤# 认真研究
解决所处时代重大而紧迫的安全科学问题# 才能
推动新时期安全科学理论创新和学科发展( 尽管
近年来已有学者!V >R"开始关注和研究新时期安全科

学面临的新问题# 但尚未形成全面系统的认识#

尚未上升至安全科学高度# 尚未显著体现安全 &9%

时代的特征和趋势( 可见# 目前# 尚未完整提出
安全 &9% 时代的重大安全科学问题# 这严重阻碍当
前和未来安全科学拓新和发展( 因此# 亟待开展
安全 &9% 时代的重大安全科学问题研究( 鉴于此#

笔者基于学科高度# 提炼和展望安全 &9% 时代的重
大安全科学问题# 以期指导安全 &9% 时代的安全科
学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航向(

?! 1JMFHN与 1FGL;BHN一体化的安全
问题

!!中文中的+安全,一词是 1JMFHN与 1FGL;BHN两个
英文词汇的集成体( 根据 1JMFHN与 1FGL;BHN各自的
含义# 二者存在一些区别$表 ?%

!?% >?$"

( 由于二者
存在显著差异# 且传统安全问题相对单一# 往往
是相对孤立的 1JMFHN或 1FGL;BHN问题# 故传统安全
研究和实践往往是将 1JMFHN与 1FGL;BHN割裂开来看
待的!?$"

( 例如# 在起初安全研究阶段# 工程技术
科学派安全工作者$除信息安全工作者%侧重于关
注 1JMFHN!如事故# 这是因为 +事故, 的英文翻译
+,GGBQFCH,一词的形容词形式为+,GGBQFCHJ8$中文
意为-意外的.%,"# 社会科学派安全工作者侧重于
关注 1FGL;B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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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JMFHN与 1FGL;BHN的区别

序号 比较维度 1FGL;BHN 1JMFHN

? 安全事件致因

蓄意的因素$主要指蓄意的行为所致的安全事件%

无意的因素$主要指无意的行为
所致的安全事件%

有计划的因素$通常是有计划和有预谋的行为所致的安
全事件%

无计划的因素$通常是无计划和
无预谋的行为所致的安全事件%

$ 威胁$危险%

系统外部和外部的威胁# 侧重于系统外部安全威胁 系统内部的威胁

威胁具有强隐蔽性# 难以察觉和感知 威胁的隐蔽性较弱# 易察觉和感知

"

影响与损失波及
范围

影响与损失的波及范围相对广# 涉及人员伤亡) 财产
损失) 信息盗取) 环境破坏与发展利益等多方面

影响与损失的波及范围相对小#

主要涉及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

& 涉及行业和领域 各行业各领域均涉及 主要是工业和运输业

V 不确定性 高度的不确定性# 且对安全威胁的了解程度较低 较低的不确定性

= 安全策略
主要是安全威胁的防御# 侧重于从系统自身安全保障
能力的强化

安全威胁的消除) 降低及其防御

!!随着人类的安全认识和安全科学发展步入系
统安全科学阶段# 学界和实践界逐步认识到系统

安全同时涉及 1JMFHN与 1FGL;BHN两方面# 且二者相

互转化交织) 密不可分!&#?%#?$"

$见图 ?# 图 ? 是根据

表 ? 建立的系统安全模型框架%( 同时# 从系统角
度看# 1JMFHN与 1FGL;BHN的目标是一致的# 均视为

某一系统免受不利影响# 即损害$如人员伤亡或资
产损失等%( 鉴于此# 安全界认为# 系统安全科学

思维) 理论和方法是统一 1JMFHN和 1FGL;BHN的切入

点!??"

# 并从系统角度提出了将 1JMFHN与 1FGL;BHN进

行了统一的安全定义# 即+安全$1JMFHNO1FGL;BHN%

是指系统免受不可接受的内外因素不利影响的状

态!?$"

,( 由此可见# 系统安全是 1JMFHN与 1FGL;BHN

一体化的安全问题# 如国家安全) 社会安全) 城

市安全) 航空安全) 化工安全) 核安全) 食品安
全与生物安全等安全问题均是典型的 1JMFHN与 1F]

GL;BHN一体化的安全问题( 基于统一的安全定义#

可提出 1FGL;BHN与 1JMFHN一体化下的系统安全三要

素模型$图 $%( 由图 $ 可知# 可将 1FGL;BHN与 1JMFHN

两方面存在的对系统安全有不利影响的因素概括

为威胁# 威胁有可能损害系统# 为限制威胁对系
统的不利影响# 需制定和实施安全措施来保护系

统安全(

图 ?!系统安全模型框架

图 $!1FGL;BHN与 1JMFHN一体化下的系统安全三要素模型

1JMFHN与 1FGL;BHN一体化的安全问题非常普遍#

具体的例子有&

!消防安全要同时关注 1FGL;BHN方
面的人为纵火和 1JMFHN方面的意外火灾'

"航空安
全要同时关注 1JMFHN方面的因系统设计不良和管理
失误等引发的空难和 1FGL;BHN方面的恐怖袭击造成
的空难# 例如& 为保障民航安全# 乘客登机前的
安全检查$1FGL;BHNGPFĜ%和乘客登机后的安全指导
$1JMFHNBCEH;LGHB7CE%'

#核安全S化工安全要同时关
注 1FGL;BHN方面的人为破坏引发的安全事件$如恐
怖袭击%和 1JMFHN方面的意外事故$如意外泄漏和爆
炸事故%'

$关键设施设备和重大工程安全要同时
关注 1JMFHN方面的因本身质量等引发的意外事故和
1FGL;BHN方面的人为破坏引发的安全事件'

%生物
安全要同时关注农用化学品安全与生物实验室安
全等 1JMFHN问题及生物技术安全) 生物恐怖袭击和
生物武器威胁等 1FGL;BHN问题'

&对于生产安全而
言# 起初业界将它视为单一的 1JMFHN问题# 其实它
也是 1JMFHN与 1FGL;BHN一体化的安全问题# 如严重
的生产事故灾难会直接造成 1FGL;BHN问题$如经济
安全) 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等问题%# 且 1FGL;BHN

问题$如腐败等政治安全问题%也会严重影响生产
安全!R#?""

'

'拥有 1FGL;BHN保护措施的人不一定感
觉 1JMF# 但无 1FGL;BHN措施就不存在 1JMFHN'

(在
当今信息化时代# 1JMFHN管理高度依赖信息系统#

故管理 1JMFHN的信息系统的安全$1FGL;BHN%直接决
定 1JMFH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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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关注 1JMFHN与 1FGL;BHN一体化的安全
问题* 除系统安全同时涉及 1JMFHN与 1FGL;BHN两方
面的安全风险外# 还有另一层重要原因& 1JMFHN与
1FGL;BHN的实现条件或方式有时是相互矛盾的# 需
均衡考察) 设计和管理( 例如&

!为便于地震)

火灾等 1JMFHN事件的逃生# 房间门应保持敞开# 而
为避免偷盗等 1FGL;BHN事件发生# 房间门应保持关
闭'

"对就消防逃生而言# 1FGL;BHN是不让人进入
着火场所# 1JMFHN是尽快让人离开着火场所'

#防
盗窗的功能是为了确保 1FGL;BHN# 但防盗窗又阻碍
火灾逃生'

$生产安全$1JMFHN%强调标识标注出重
大危险源来引起人们的警示和注意# 但标识标注
出的重大危险源易被破坏分子袭击而不利于 1FGL;]

BHN'

%为减少和避免因人因失误造成的事故$属于
1JMFHN问题%# 在信息系统设计时强调冗余设计#

但这又给信息系统带来了新的信息安全$1FGL;BHN%

隐患'

&通信过程的防火墙在系统发生故障时#

功能安全$1JMFHN%要求其必须传输+故障///安全,

指令# 但信息安全$1FGL;BHN%却要求不能轻易通过
该指令!?& >?V"

( 从上述例子可知# 若综合考虑和保
障系统的 1JMFHN与 1FGL;BHN# 在一些情况下# 系统
的安全设计和管理要发生系统性变化# 安全科学
研究与实践需大变革# 安全成本会急剧上升(

$!三元空间交互的安全问题

根据空间理论# 人类世界原本是二元世界#

分为物理空间与社会空间!?= >?#"

( 在传统安全科学
中# 重点关注二元空间$即物理空间与社会空间%

交互的安全问题!&"

( 例如# 事故致因理论中经典
的轨迹交叉理论指出# 就事故的直接原因而言#

事故是由物的不安全状态与人的不安全行为两条
事件链的轨迹交叉所致( 其中# 物的不安全状态
对应物理空间的安全问题# 人的不安全行为对应
社会空间的安全问题( 同时# 产生人的不安全行
为或物的不安全状态的原因$即事故的间接原因%

是安全管理缺陷$包括安全制度不完善) 安全流程
缺陷) 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与不良的安全文化
等%# 它亦可对应至社会空间的安全问题( 再如#

根据生产系统安全理论# 需从人$生产组织) 操作
与维修等相关人员%) 机$机器) 设备和设施等%)

环$自然环境与工作环境等%与管$管理%& 方面着
手开展生产系统安全工作( 其中# 人与管 $ 方面重
点关注社会空间的安全# 机与环 $ 方面重点关注物
理空间的安全(

近年来# 在现实世界中#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
猛发展应用和信息革命的不断推进# 世界已全面
进入信息社会( 在当今高度信息化的时代# 一个
庞大虚拟的信息世界已被建立( 在此背景下# 人
类世界生长出了除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之外的一

个新空间$即信息空间%# 越来越多的系统发展成
为了信息物理社会融合系统!?= >?#"

( 由此# 人类世
界正从原来的二元空间进入三元空间$包括物理空
间) 社会空间与信息空间%

!?= >?#"

( 在信息物理社
会融合系统中# 安全信息成为连接信息) 物理和
社会空间的安全的重要载体# 物理与社会空间的
安全数据信息通过网络传输到信息空间# 而信息
空间经过安全计算与决策对物理和社会空间的安
全状态和管理进行反馈!&"

( 可见# 安全信息可表
征) 预测和控制物理和社会空间的安全# 安全信
息是管理和保障物理和社会空间安全的基础要
素!&"

( 正因如此# 在信息物理社会融合系统中#

安全信息成了最重要的保障系统安全的要素# 系
统安全问题正从二元空间交互的安全问题逐渐发
展演变为三元空间交互的安全问题$图 "%(

图 "!信息物理社会融合系统中的安全事件致因的

三元空间交互模型

由图 " 可知# 在信息物理社会融合系统中# 安
全事件的致因变得更加复杂多变# 安全事件是物
理) 社会与信息 " 个空间的不安全因素$三者间相
互影响%的交互所致( 与二元空间交互的安全问题
相比# 三元空间交互的安全问题最显著差异是&

通过安全监测技术) 传感器与物联网技术等# 从
物理和社会空间获取的安全信息流改变人类对系
统安全的认知# 安全信息流将推动系统安全的认
知和控制能力提升( 已有诸多研究指出# 安全信
息可统一安全事件的致因因素# 安全信息缺失是
安全事件发生的共性原因# 故安全信息是通往安
全的必经之路( 例如# 可利用信息空间收集的社
会和物理空间多种安全信息# 对安全事件进行预
警或及时响应# 具体如& 美国警方使用多源感知
数据对历史性逮捕模式) 发薪日) 体育项目) 降
雨天气和假日等变量进行分析# 结合大规模历史
犯罪记录对犯罪行为进行预测# 实现警力的优化
配置# 并极大降低了犯罪率!?#"

( 也正因如此# 近
年来的安全管理日益重视安全管理信息系统的建
设和应用# 以期提升安全信息的收集) 分析与利
用能力( 其实# 安全管理信息系统是一个典型的
信息物理社会融合系统# 它集成和融合信息空间
$如政府与组织机构的安全数据%) 物理空间$如安
全监控摄像头) 传感器与受监控的设施设备等%和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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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空间$如群智感知与移动社交感知%的安全信
息# 以期实现对系统安全的高质量感知) 预测和
控制(

此外# 根据图 "# 保障信息物理社会融合系统
安全需在空间上+同时,# 即同时保证物理) 社会
与信息空间均安全!?="

( 例如# 目前的核电站就是
典型的信息物理社会融合系统# 核电站安全问题
就是典型的三元空间交互的安全问题# 核电站安
全运行需同时确保三元空间的安全( 一是物理空
间的安全& 确保核燃料) 运行过程中产生的放射
性物质和机器设备设施等的安全' 二是社会空间
的安全& 确保核电站工作人员的行为安全# 并有
效防控恐怖活动等社会蓄意破坏行为的影响' 三
是信息空间的安全& 在当前高度信息化的时代#

核电站安全管理主要依赖于安全管理信息系统#

若安全管理信息系统本身的安全无法得到保障#

一旦安全管理信息系统瘫痪# 就可能引发核电站
系统性的安全风险# 从而造成严重的安全事件(

"!涉及安全管理多对象的安全问题

概括看# 就安全管理而言# 涉及 & 种不同对
象# 即安全) 威胁) 安全事件与危机!?T"

# 它们的
含义依次是&

!安全是指系统免受不可接受的内
外因素不利影响的状态'

"威胁是指对系统安全
存在不利影响的系统内外因素$相当于危险因素%#

它往往是客观存在'

#安全事件是指可能对系统
造成负面影响的一起或一系列非期望事件# 需明
确的是# 安全事件中的+事件,一词所对应的英文
单词是+_CGBQFCH$一般指不期望发生的) 具有负面
影响的事件%,'

$危机是指安全事件对系统造成
了巨大影响和根本性损害# 它直接关系到系统的
存亡和发展( 根据安全) 威胁) 安全事件与危机
的含义# 建立系统安全管理全对象模型# 如图 &

所示(

图 &!系统安全管理全对象模型

根据图 &# 分析安全) 威胁) 安全事件与危机
间的基本关系# 具体如下&

$?%安全是相对的# 它是指系统免受不可接受
的威胁的状态# 即在主观上威胁可接受并不存在
恐惧# 系统安全风险由威胁引起# 可通过降低$甚
至消除%威胁来实现系统安全(

$$%安全事件由威胁引起# 若威胁被成功预
防# 系统则处于安全状态# 但若威胁预防存在缺
陷# 威胁就有可能演变为安全事件(

$"%危机由安全事件引起# 若安全事件被成功
应急处置使其未对系统造成严重影响和毁灭性损
害# 系统仍可在事后回归至安全状态# 但若安全
事件应急处置失败并对系统造成严重影响和毁灭
性损害# 就会引发危机# 可见# 从安全事件的影
响演化角度看# 危机是指安全事件严重地危害到
系统存亡和发展的关头(

$&%危机是系统安全的最大挑战和最紧要关
头# 处理危机的基本对策是化解危机# 若化解危
机失败# 则系统就会面临消亡# 但危中有机# 若
抓住时机就能转危为机$即危机被成功化解%# 系
统仍可回归至安全状态(

同时# 根据图 &# 还可得出以下 $ 点重要
认识&

$?%概括而言# 系统安全管理共涉及 & 种安全
措施# 依次为降低威胁$如消除威胁源) 把高风险
的威胁源替换为低风险的威胁源或降低威胁源本
身的风险等安全措施%) 预防威胁$如隔离) 防御)

控制与防护等安全措施%) 应急处置与化解危机#

& 种安全措施相当于系统安全的 & 道+安全屏障,#

共同维护系统安全和提升系统安全韧性# 系统安
全管理失败的主要原因是 & 种安全措施方面存在的
缺陷$或称为+安全隐患,或+安全漏洞,%(

$$%以安全事件为分界点# 可将系统安全管理
阶段分为常态安全管理与非常态安全管理$即应急
管理%

!?T"

&

!在常态安全管理阶段# 系统内未发生
安全事件# 系统处于正常运行和发展的安全状态#

这一阶段系统安全管理的重点对象是安全与威胁#

主要关注系统是否处于安全状态与如何保持安全
状态# 以及是否受到威胁与如何降低和预防威胁'

"在非常态安全管理$即应急管理%阶段# 系统内
已发生安全事件或已造成严重影响# 系统正常运
行和发展被阻碍和打断# 这一阶段系统安全管理
的重点对象是安全事件与安全事件引发的危机#

主要关注如何对安全事件进行应急处置及如何化
解危机(

综上可知# 针对某一单一系统安全管理对象
的安全管理体系都无法全面保障系统安全# 为提
升系统安全保障能力和系统安全韧性# 系统安全
管理体系需针对系统安全管理全对象设计和实施(

唯有这样# 无论出现何种系统安全管理对象# 系
统安全管理都有具体相关准备和安全措施来保障
系统安全# 才能实现全环节) 全天候) 全方位与
全覆盖的系统安全管理( 在传统安全管理中# 由
于安全资源有限和安全管理的侧重点不同# 往往
未形成针对系统安全管理全对象的系统安全管理
体系# 导致系统安全管理难免存在薄弱环节和缺

R



灾!害!学 "# 卷

位( 近年来# 涉及系统安全管理多对象的安全问
题频发# 同时# 随着新领域) 新业态与新材料等
的不断出现# 各类新兴威胁$安全风险%) 新兴安
全事件) 新兴危机不断涌现# 安全管理的对象不
断多元化# 涉及系统安全管理多对象的安全问题
会日益增多(

&!复杂巨系统的安全问题

从系统角度看# 系统安全涉及多要素) 多主
体) 多层级) 多环节# 具有显著的复杂性$包括高
维性) 多尺度) 非线性) 开放性) 整体性) 交互
性) 耦合性) 联动性与动态性等特征%( 可见# 安
全问题本身就是复杂问题# 安全科学本身就是复
杂性科学!T"

( 近年来# 各种人类$人类活动%参与
的系统日趋复杂而巨化!T"

# 如从小工厂到大工厂)

从单个工厂到工业园区) 从小城市到大城市) 从
单个城市到城市群) 从单个国家或地区到全球化(

同时# 近年来# 随着信息和通信技术在各类系统
建设) 运行和管理中的广泛应用# 各类系统所附
属的信息系统本身就异常巨大而复杂# 且信息技
术联通了系统内各子系统之间的信息交流# 使系
统各子系统之间的互动) 关联和互相影响更加紧
密) 繁杂和活跃( 可见# 信息化) 数字化与智能
化建设会使各类系统$如智慧城市%的复杂巨系统
特征得到前所未有的充分体现!?R"

( 正因如此# 各

系统正变得相互联系) 依存且巨化# 单个系统或
系统局部的安全问题有可能相互叠加与增强# 从
而威胁整个复杂巨系统的安全# 系统安全问题的
复杂性日趋增强# 复杂巨系统的安全问题逐渐得
到学界和实践界的高度关注!T#?R >$%"

( 与传统系统
安全问题相比# 复杂巨系统安全问题呈现出一系
列主要的新特征$表 $%(

综上可知# 复杂巨系统安全问题已成为当前
安全科学领域的重点研究方向与任务之一# 这应
是 $? 世纪安全科学的重大挑战之一( 为应对复杂
巨系统安全问题带来的安全挑战# 安全研究者需
更新研究理念) 开拓研究思路# 重点加强对复杂
安全科学研究# 将复杂巨系统$包括人类和人类活
动在内%作为一个整体开展长期和系统整体性的安
全综合研究( 在此背景下# 吴超!T" 指出# 安全复
杂性已成为客观存在和急需研究解决的重大安全
课题# 安全复杂性研究已成为安全科学研究的新
领域和新难题# 安全复杂学的建立可促使安全科
学进入一个崭新阶段# 对丰富和发展安全科学意
义重大( 针对复杂巨系统安全问题# 需开展一些
前沿具体研究# 例如&

!复杂巨系统安全方法论'

"复杂巨系统各安全风险要素间的相互联系) 作
用) 响应与反馈机制'

#复杂巨系统安全协同治
理'

$系统局部和整体安全变化的预测) 反应与
应对'

%系统性安全风险的防范化解'

&系统安
全风险涌现(

表 $!复杂巨系统安全问题的主要特征

序号 特征 具体解释

?

安全风

险涌现

安全风险因素变多# 安全风险类型多元化# 安全风险的关联性) 相互转化性) 叠加性和耦合性等不断

凸显# 安全风险沿着复杂网络的演化和传播加速# 安全风险涌现现象和问题$包括一种安全风险多点

涌现) 一种安全风险引发多种安全风险涌现# 以及多种安全风险一点集中涌现的现象和问题%变得越

来越普遍和凸显# 极易形成安全风险群$指安全风险在空间上群聚) 在时间上群现的现象%并引发系统

性安全风险

$

安全事件

复杂化与

严重化

安全事件的复杂性和严重性日趋增强( 首先# 安全事件的复杂性是由安全风险因子) 安全事件孕育环

境与安全事件影响对象$即系统%的复杂性所决定# 在复杂巨系统中# 安全事件的复杂性日益凸显# 表

现为群聚) 群发和链发等特征# 如多灾种现象) 安全事件的级联或叠加现象( 其次# 在复杂巨系统

中# 人) 财和物高度聚集# 这使安全事件的后果的严重程度显著增强# 一旦发生安全事件# 极易造成

重大影响和损害# 正因如此# 系统的安全管理压力正在持续加重

"

系统安

全要素

复杂化

在复杂巨系统中# 人流$行为%) 经济流) 物资流) 能量流与信息流高度交汇# 它们时刻影响着系统的

安全运行( 当然# 它们亦是保障系统安全的基础资源要素( 人流$行为%) 经济流) 物资流) 能量流与

信息流依次都是一个复杂巨系统# 且它们相互间互动频繁) 关联紧密( 因此# 若将复杂巨系统安全要

素看成一个系统# 它亦是一个复杂巨系统

&

系统安全

不确定性

增强

复杂巨系统内部矛盾及由此衍生出的安全变化和安全问题# 都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 对其进行准确预

测难度极大( 因此# 各类安全应对措施和策略# 都不免滞后于复杂系统的安全变化与问题( 可以想

象# 面对诸多的安全问题和安全变化# 无论是科学家) 公众# 还是决策者# 对于安全问题和变化不确

定性的担忧# 都将超过来自安全问题和变化事实本身的压力

%?



!$ 期 王!秉& 安全 &9% 时代的重大安全科学问题展望

V!结论

$?%安全科学问题是安全科学创新的源和本#

强烈的问题意识和鲜明的问题导向贯穿于安全科
学发展# 安全 &9% 时代的安全科学创新与发展要坚
持问题导向# 唯有认真研究解决安全 &9% 时代重大
而紧迫的安全科学问题# 才能推动新时期安全科
学理论创新和学科发展(

$$%立足安全科学高度看# 安全 &9% 时代的重
大安全科学问题依次为 1JMFHN与 1FGL;BHN一体化的
安全问题) 三元空间交互的安全问题) 涉及安全
管理多对象的安全问题# 以及复杂巨系统的安全
问题(

$"%根据安全 &9% 时代的重大安全科学问题#

在安全 &9% 时代# 安全科学创新与发展的主要方向
包括 1JMFHN与 1FGL;BHN一体化) 三元空间交互安全)

面向全对象的安全管理# 以及复杂巨系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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