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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A5_96_E5_8D_8E_E8_c26_22972.htm 近期，矿难新闻又频现

，再次使人们感到安全生产形势的严峻。看到电视上李毅中

局长在事故现场痛苦、愤怒而又颇显无奈的表情，不能不令

人深入思考。应当指出的是，安全生产责任不落实仍然是当

前安全生产事故频发的关键所在。连一些国有控股大矿尚且

不落实安全责任，事故隐患严重的大量小煤矿更可想而知。 

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责任源于社会关系之间的相互

承诺，是社会关系得以存在和延续的桥梁和纽带。责任的基

本内涵在于主体一方对客体一方必须负有义务。通俗地说，

责任就是责任主体方对客体方承担必须承担的任务，完成必

须完成的使命，做好必须做好的工作。 责任涵盖了人类社会

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安

全责任始终都是最根本、最基础的，也是最重要的一种责任

，因为它涉及到人的生命安全。安全责任最根本的涵义就是

要对保障人的生命安全承担义务。从安全生产社会关系的意

义上看，每一个公民都是其相应层面上的安全责任主体，因

此，承担安全责任是每一个公民的共同义务。安全生产责任

心是安全生产的灵魂，是履行安全责任的原动力。 在安全生

产所涉及的诸多要素中，安全生产责任是中心环节。安全生

产责任是指，安全生产责任主体方为保障生产过程中客体方

的安全所必须负有的义务，这种义务包含法定的义务以及合

同的义务。从广义上看，安全生产责任包含在涉及到生产安

全、经营安全以及其他与人身和财产安全关系密切的公共生



产安全责任体系中。安全生产责任制是以某种系统的制度形

式落实下来的，安全生产责任主体所需承担的义务和遵守的

行动准则，以及安全生产责任主体之间的责任目标管理关系

。关键点是，一是确定社会安全生产各层面的安全生产责任

主体及其职责；二是配置各具体生产环节的安全责任人及其

职责，同时明确规定不能履责的后果，落实的核心是建立安

全生产责任制。 人类对安全生产责任的认识和理解是一个渐

进的过程。从工业发达国家所走过的道路看，自工业革命以

来，在安全生产责任方面，整个社会经历了三个历史性的转

变。一是政府由不承担安全生产责任转变为主动承担安全生

产监管责任；二是企业由只承担企业的安全生产责任转变为

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企业的安全生产责任不过是更广层面

的社会责任的重要内容；三是社会由不承担安全生产责任转

变为承担社会监督责任，包括社会舆论监督和社会公众监督

等。这三个方面的转变并非是一蹴而就的，都同样经历了艰

难的曲折过程。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建立和完善社会安全

生产责任体系成为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共同做法。 在社会安全

生产责任体系中，安全生产责任制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

面。一是明确规定社会安全生产过程中的基本关系，分清安

全生产的责任主体与客体，使一切安全生产过程和其他安全

生产要素的活动都能够在组织或自然人的实体意义上得到落

实；二是明确规定安全生产责任主体必须尽的义务，以及未

能尽到义务将受到的惩罚，使安全生产责任主体知道自己必

须做什么和不这样做的后果。如果安全生产责任主体没有尽

到必须尽的安全生产义务而发生了安全责任事故，就要受到

法律的追究和制度的惩处，以及道德的谴责和良心的拷问。 



由此可见，在安全生产责任制所涉及的社会关系中，关键在

于确定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主体。安全生产责任主体是指应

当将安全生产纳入份内必须尽的义务，并有能力承担相关责

任的组织或自然人。从广义的角度来看，我国的安全生产责

任主体可分为四类：一是各级政府和行政管理职能机构，上

至国务院，下至基层乡镇政府；二是各种微观生产经营单位

，主要是各类企业；三是各类劳动者或从业人员；四是与安

全生产有关的中介机构和社会组织。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把

安全发展理念纳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战略，进

一步丰富和提升了保障全体人民安全与健康的层次，同时也

对各安全责任主体履行安全责任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当

今时代，安全责任与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全面小康社会的建

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日

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只有每个人全面履行应尽的安全责任

，才能推动经济社会的安全发展，才能在实现国家富强、民

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征程中，在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充分

享受安全与健康的权利。相关内容：李祖华谈北京公考申论

热点汇总 总之，安全生产责任重于泰山，如果安全生产责任

不落实，安全生产规程再严密、安全生产措施再完善都没有

任何意义。只有根据时代变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大力

强化安全生产责任建设，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构建落

实安全生产责任的保障机制，促使安全生产责任主体到位，

且强制性地安全问责、奖罚分明，才能推动企业履行应有的

社会责任，提高安全生产监管部门监管力度和效果，激发和

引导好广大社会成员的责任心，从而从制度上解决制约当前

安全生产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形成保障安全生产的长效机制



。只有在强制的基础上把安全生产责任心和安全责任制统一

起来，把安全履责和安全问责结合起来，才能不断增强人们

的安全责任心、培育安全责任感、提高安全责任意识，在全

社会确立一种众志成城、齐抓共管的良性安全责任导向氛围

，从而开创我国安全生产工作的新局面。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