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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BA_A7_E6_B3_95_E4_c62_94863.htm 第二章 安全生产法 第三

节 从业人员的权利和义务 大纲要求： 检验应考人员对安全生

产法的立法目的、适用范围、安全生产法所构建的基本法律

制度；生产经营单位保障安全生产的基本条件和要求；生产

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的安全生产职责；从业人员的人身保障

权利和安全生产义务；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及

其监督检查人员的职责；安全生产中介机构的规定；生产安

全事故应急救援和事故调查处理的规定；安全生产违法行为

的法律责任等内容的了解、熟悉、掌握的程度。 本章大纲变

化情况：删除了“2004第二章第七节：中介组织机构的责任

” 考试内容： 第三节 从业人员的权利和义务 1．掌握从业人

员的人身保障权利； 2．掌握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义务。 本

讲大纲变化情况： 与2004年大纲要求相同 本讲要点： １、 

从业人员的人身保障权利 ２、 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义务 内容

讲解： 一、从业人员的人身保障权利 生产经营单位的从业人

员是各项生产经营活动最直接的劳动者，是各项法定安全生

产的权利和义务的承担者，从业人员能否安全、熟练地操作

各种生产经营工具或者作业，能否得到人身安全和健康的切

实保障，能否严格遵守安全规程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往往

决定了一个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水平。 《安全生产法》第六

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的从业人员有依法获得安全生产保

障的权利，并应当依法履行安全生产方面的义务”。《安全

生产法》第三章对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权利义务做了比较全



面、明确的规定，并且设定了严格的法律责任，为保障从业

人员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法律依据。 一、从业人员的人身保障

权利 《安全生产法》规定了各类从业人员必须享有的、有关

安全生产和人身安全的最重要、最基本的权利。这些基本安

全生产权利，可以概括为5项。 (一)获得安全保障、工伤保险

和民事赔偿的权利 《安全生产法》明确赋予了从业人员享有

工伤保险和获得伤亡赔偿的权利，同时规定了生产经营单位

的相关义务。《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生产经营

单位与从业会璺覃立的劳动合同，应当载明有关保障从业人

员劳动安全、防止职业危害的事项，以及依法为从业人员办

理工伤社会保险的事项。生产经营单位不得以任何形式与从

业人员订立协议，免除或者减轻其对从业人员因生产安全事

故伤亡依法应当承担的责任”。 第四十八条规定：“因生产

安全事故受到损害的人员，除依法享有获得工伤社会保险外

，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有权向本单位

提出赔偿要求”。 第四十三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必须依

法参加工伤社会保险，为从业人员缴纳保险费”。此外，法

律还对生产经营单位与从业人员订立协议，免除或者减轻其

对从业人员因生产安全事故伤亡依法应承担的责任的，规定

该协议无效，并对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个人经营的投

资人处以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环球职业教育在线 

于谷顺主讲 《安全生产法》的有关规定，明确了以下4个问

题： 第一，从业人员依法享有工伤保险和伤亡求偿的权利。

法律规定这项权利必须以劳动合同必要条款的书面形式加以

确认。没有依法载明或者免除或者减轻生产经营单位对从业

人员因生产安全事故伤亡依法应承担的责任的，是一种非法



行为，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二，依法为从业人员缴

纳工伤社会保险费和给予民事赔偿，是生产经营单位的法律

义务。生产经营单位不得以任何形式免除该项义务，不得变

相以抵押金、担保金等名义强制从业人员缴纳工伤社会保险

费。 第三，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后，从业人员首先依照劳动合

同和工伤社会保险合同的约定，享有相应的赔付金。如果工

伤保险金不足以补偿受害者的人身损害及经济损失的，依照

有关民事法律应当给予赔偿的，从业人员或其亲属有要求生

产经营单位给予赔偿的权利，生产经营单位必须履行相应的

赔偿义务。否则，受害者或其亲属有向人民法院起诉和申请

强制执行的权利。 第四，从业人员获得工伤社会保险赔付和

民事赔偿的金额标准、领取和支付程序，必须符合法律、法

规和国家的有关规定。从业人员和生产经营单位均不得自行

确定标准，不得非法提高或者降低标准。 《安全生产法》的

上述规定主要是针对大量存在的“生死合同”，赋予了从业

人员必要的法定权利，具有操作性和不可侵犯性。所谓的“

生死合同”，实际就是私营企业老板利用法律不够健全和从

业人员的无知和无奈，逃避因事故造成的从业人员伤亡的经

济赔偿责任。这是侵犯从业人员人身权利、剥夺从业人员应

有的经济权利的严重违法行为，必须依法规范。《安全生产

法》从法律上确定了“生死合同”的非法性，并规定了相应

的法律责任，这就为从业人员的合法权利提供了法律保障，

为监督管理和行政执法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环球职业教

育在线 于谷顺主讲 (二)得知危险因素、防范措施和事故应急

措施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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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