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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 1.1 我国安全生产法律体系和标准体系概况 1.1.1 我国安全

生产法律体系 1.1.1.1 宪法 宪法是普通法的立法基础和依据，

也是安全生产法规的立法基础和依据。宪法第四十二条规定

：“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创造劳动就业条件，加强劳动保护

，改善劳动条件⋯⋯”第四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

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国家发展劳动者休息和休养的设施，

规定职工的工作时间和休假制度。”第四十八条规定：“妇

女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国家保护妇女的权利和利益。”

此外，宪法中关于妇女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公民有受教育

的权利、公民必须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等规定，都

是安全生产法规必须遵循的原则。 1.1.1.2 安全生产法律 安全

生产法律是安全生产工作的基本法律。由全国人大常务委员

会制定颁布，它是制定安全生产行政法规、标准及地方法规

的依据。包括《安全生产法》、《职业病防治法》、《劳动

法》、《矿山安全法》、《消防法》、《工会法》、《建筑

法》等。 特别是2002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作为一部安全生产的根本法，在安全生产法

律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确立了以下安全生产的基

本法律制度：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制度，这项制度包括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各自的安全监督管理职责

、安全监督检查人员职责、社区基层组织和新闻媒体进行安

全生产监督的权利和义务；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保障制度，这



项制度主要包括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条件、安全生产管

理机构及人员配置、安全投入、从业人员安全素质、安全条

件和安全评价、建设工程“三同时”、安全设施的设计审查

和竣工验收、安全技术装备管理、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

工伤社会保险等； 生产经营单位负责人安全责任制度，包括

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其他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的素质及其在安全生产工作中的主要职责； 从业人员安全生

产权利和义务制度，包括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的基本权利

和义务，以及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 安全中介服务制度，这

项制度包括从事安全评价、评估、检测、检验、咨询服务等

工作的安全中介机构和安全专业技术人员的法律地位、任务

和责任； 安全生产责任追究制度，包括安全生产责任的主体

、安全生产责任的确定和责任形式，追究安全责任的机关、

依据、程序和安全生产法律责任； 事故应急救援和处理制度

，包括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的制定，事故应急体系的建立、事

故报告、调查处理的原则和程序、事故责任的追究、事故信

息发布等。 1.1.1.3 行政法规 行政法规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依法

制定和发布的规范性文件。宪法规定，国务院及所属部委在

自己的权限范围内有权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规章和条例，规

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规，发布决定和命令。这些规章、

条例等同样具有法律效力。行政法规是根据基本法制定的，

是具体化的法规，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贯彻实施基本法。行

政法规包括有国务院制定的法规和部委制定的规章。由国务

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如《工厂安全卫生规程》、《建筑安装工

程安全技术规程》、《企业职工伤亡事故报告和处理规定》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



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等。

由部委等行政部门制定的规章如《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考

核管理规则》、《厂内机动车辆安全管理规定》、《企业职

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建设项目（工程）竣工验收办法

》、《漏电保护器安全监察规定》、《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

资格制度暂行规定》等。 此外，作为安全生产法规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还应包括与劳动安全卫生相关的法规，如：民

法、刑法、经济法、行政法等法律中，有关安全生产方面的

法律规范条款。 1.1.2 安全生产标准体系  标准是指对重要性

事物和概念所作的统一规定。它以科学技术和实践经验的综

合成果为基础，经有关方面协商一致，由主管机关批准，以

特定形式发布，作为共同遵守的准则和依据。 1.1.2.1 按照制

定标准的对象分类 按照制定标准的对象分类可以分为技术标

准和管理标准。 技术标准包括：基础标准、产品标准和方法

标准。基础标准：它在一定范围内是其他标准的基础，并被

普遍使用，是具有广泛指导意义的标准。产品标准：是为了

保证产品的适用性，对产品必须达到的某些或全部要求，如

：产品的型式、尺寸、主要性能参数、质量指标、使用方法

等所制定的标准。方法标准：是指以试验、检验、分析、抽

样、统计、计算、测定、作业等各种方法为对象制定的标准

。 管理标准包括特种作业人员考核标准、重大事故隐患评价

方法及分级标准、事故统计分析标准等。 1.1.2.2 按照制定标

准的机关分类 按照制定标准的机关分类，标准可以分为国家

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根据《安全生产法

》的有关规定，保障安全生产的标准只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

准。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不能作为安全生产的标准。 国家标



准是指由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主管部门

对需要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的技术要求制定的技术规范。 行业

标准是指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对没有国家标准而又需要在全

国某个行业范围内统一的技术要求所制定的技术规范。

1.1.2.3 按照标准的法律效力分类 按照标准的法律效力分类，

可以分为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 强制性标准：是指为改

善劳动条件，加强劳动保护，防止各类事故发生，减轻职业

危害，保护职工的安全健康，建立统一协调、功能齐全、衔

接配套的劳动保护法律体系和标准体系，强化职业安全健康

监察，必须强制执行的标准。 推荐性标准：从国家和企业的

生产水平、经济条件、技术能力和人员素质等方面考虑，在

全国、全行业强制性统一，执行有困难时，制定的标准为推

荐性标准，国家鼓励企业自愿采用推荐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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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