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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

后，我国中央和地方各有关部门陆续颁布实
施了一系列与安全生产有关的法律、法规、
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促
进了我国安全生产的发展。

• 2016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
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印发，从7个方面对推进安
全生产依法治理作出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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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 7个方面部署的内容：一是健全法律法规体
系；二是完善标准体系；三是严格安全准入制度
；四是规范监管执法行为；五是完善执法监督机
制；六是健全监管执法保障体系；七是完善事故
调查处理机制。为下一步推进依法治理，健全完
善法律法规指明了方向。

• 这里，我们只以安全监管部门行政执法依据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现状及新发展向
大家作简单介绍，重点是新《安全生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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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一、中国安全生产主要法律、行
政法规及部门规章概述

•二、新《安全生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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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安全生产主要法律、
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概述



法 律

• （一）法律（3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

• 1．《安全生产法》（2002年6月29日通
过，11月1日起实施，2009年8月27日第一次
修正；2014年8月31日第二次修正。）

• 2．《矿山安全法》（1992年11月7日通
过，1993年5月1日起实施）

• 3．《职业病防治法》（2001年10月27日
通过，2002年5月1日起实施，2011年12月31日第
一次修正；2016年7月2日第二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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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律

• 关于法律下一步发展的新动向：

• 一、落实《意见》要求，研究进一步修
改完善新《安全生产法》和《职业病防
治法》的有关条款。

• 二、修订起草《矿山安全法》。

• 三、制定起草《危险化学品安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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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规

• （二）行政法规（12部，国务院制定或
批准）

• 1.《尘肺病防治条例》（1987年12月3日，国
务院国发〔1987〕105号）

• 2.《矿山安全法实施条例》（1996年10月30
日，国务院批准，劳动部令第4号）

• 3.《煤矿安全监察条例》（2001年11月7日公
布，2001年12月1日起施行，国务院令第296
号）

• 4.《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
的规定》（2001年4月21日，国务院令第30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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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规

• 5.《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劳动保护条例》
（2002年5月12日，国务院令第352号）

• 6.《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2004年1月13日
，国务院令第397号，2013年7月18日第一次
修正，2014年7月29日第二次修正）

• 7.《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2005年8月26

日公布，2005年11月1日起施行，国务院令第
44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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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规

• 8.《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2006年1月
21日，国务院令第455号）

• 9.《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2007年4月9日公布，2007年6月1日起施
行，国务院令第493号）

• 10.《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2011 年3   

月 2日公布，2011年12月1日起施行，国
务院令第591号，2011年2月16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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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规

• 11.《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2012年4

月28日，国务院令第619号，1988年7月

21日国务院发布的《女职工劳动保护规

定》废止）

• 12.《国务院关于预防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

特别规定》（2012年9月3日，国务院

令第44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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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规

• 关于行政法规下一步发展新动向：
• 1. 制定起草《安全生产法实施条例 》。

• 2. 制定起草《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

• 3. 制定起草《高危粉尘作业与高毒作业职业
健康监管条例》。

• 4. 修订起草《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
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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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规章

• 这里的部门规章，系由国家安全监
管总局或原国家安全监管局（国家煤矿
安监局）制定。

• 新《安全生产法》颁布实施后，国
家安全监管总局以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
第77号至第81号修改了31部部门规章，
废止了4部部门规章，其后又根据需要修
订了有关部门规章，形成了现行有效的
58部部门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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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规章

• 1.《煤矿安全监察员管理办法》
• 2.《煤矿安全监察行政处罚办法》
• 3.《煤矿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监察规定》
• 4.《煤矿安全监察罚款管理办法》
• 5.《安全生产行业标准管理规定》
• 6.《安全生产监督罚款管理暂行办法》
• 7.《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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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规章

• 8.《海洋石油安全生产规定》
• 9.《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许可
办法》

• 10.《安全生产标准制修订工作细则》
• 11. 《注册安全工程师管理规定》
• 12.《安全生产检测检验机构管理规定》
• 13.《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试行）》
• 14.《安全生产行政复议规定》
• 15.《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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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规章

• 16.《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
• 17.《防治煤与瓦斯突出规定》
• 18. 《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
法》

• 19.《生产安全事故信息报告和处置办法》
• 20.《安全评价机构管理规定》
• 21.《安全生产监管监察职责和行政执法责任
追究的规定》

• 22.《海洋石油安全管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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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规章

• 23.《冶金企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规定》
• 24.《煤矿防治水规定》
• 25.《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
定》

• 26.《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适用规则（
试行）》

• 27.《煤矿领导带班下井及安全监督检查规定
》

• 28.《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企业领导带班下井
及监督检查暂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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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规章

• 29.《金属非金属矿产资源地质勘探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暂行规定》

• 30.《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
办法》

• 31.《尾矿库安全监督管理规定》
• 32.《小型露天采石场安全管理与监督检查规
定》

• 33.《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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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规章

• 34.《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
施办法》

• 35.《危险化学品输送管道安全管理规定》
• 36. 《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
• 37.《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监督管理办法》
• 38.《煤层气地面开采安全规程》
• 39.《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
• 40.《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办法》
• 41.《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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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规章

• 42.《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监督管理暂行办
法》

• 43.《煤矿安全培训规定》
• 44.《危险化学品登记管理办法》
• 45.《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
办法》

• 46.《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
• 47.《安全生产监管监察部门信息公开办法》
• 48.《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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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规章

• 49.《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与监督
暂行规定》

• 50.《化学品物理危险性鉴定与分类管理办法
》

• 51.《非煤矿山外包工程安全管理暂行办法》
• 52.《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
• 53. 《食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暂行规
定》

• 54.《煤矿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防治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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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规章

• 55.《煤矿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
• 56.《煤矿安全规程》
• 57.《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
• 58.《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监
督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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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安全生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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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8月31日下午，第十二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以165票赞成、5票

弃权，0票反对，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的决定》。

国家主席习近平当日签署第十三号主

席令，公布该《决定》，自2014年12月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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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是我

国安全生产的基础法、综合法。新法确立

的立法宗旨、基本方针和主要法律制度，

更加成熟和定型，体现了新法的社会法属

性，彰显了新法的民本性和民生性。



介绍内容

一、新法的数字化概览

二、修法的必要性、总体思路

三、新法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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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法的数字化概览

（一）新法章名、条数的变化

（二）新法各章横向比较

（三）新法的4个特点



（一）新法的章名、条数变化——

章 名 原法 新法 修改 增加

第一章 总则 15 16 10 1

第二章 生产经营单位的

安全生产保障

28 32 18 4

第三章 从业人员的

安全生产权利义务

9 10 2 1

第四章 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 15 17 5 2

第五章 生产安全事故的

应急救援与调查处理

9 11 8 2

第六章 法律责任 19 25 16 6

第七章 附则 2 3 0 1

合 计 97 114 59 17

占 比 与原法相比较 60.8%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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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章横向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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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4个特点

1.突出核心

2.重在预防

3.强化监督

4.厉行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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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法的必要性、总体思路

（一）必要性

1、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2、安全生产工作亟需进一步加强。

3、党中央、国务院对安全生产工作提出了

新的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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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

安全
生产
工作
极端
重要

总定位
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事关改革开放稳定大局

事关党和政府形象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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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
安全
生产
工作
需进
一步
加强 但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

全面安全

本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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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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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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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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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党
中央国
务院对
安全生
产工作
提出新
要 求

总书记重要指示

1、一条红线

2、一个责任体系

3、三个必须

4、三个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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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

1、国发2004年2号文

2、国发2010年23号文

3、国发2011年40号文

三是党
中央国
务院对
安全生
产工作
提出新
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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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改的总思路——坚持问题导向

1、对应安全生产工作极端重要——提升安全生

产工作的“摆位”。

2、对应安全生产工作亟需进一步加强——强化

和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3、对应党中央国务院新要求——加大部门监

管执法力度，严格安全生产责任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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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法的主要内容

1个宗旨

1个方针

11项基本制度

30项新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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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个宗旨。

◆以人为本、安全发展。

（二）1个方针。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

新
法
的
主
要
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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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1项基本法律制度。

1.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制度

2.生产经营单位安全保障制度*

3.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安全责任制度*

4.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权利义务制度

5.安全中介服务制度

6.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与调查处理制度*

7.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制度*

新
法
的
主
要
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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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项基本法律制度（新增）

8.安全生产规划制度

9.注册安全工程师制度

10.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制度

11.安全生产诚信（黑名单）制度



确立安全生产规划制度——

第八条：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

政府应当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制定安

全生产规划，并组织实施。

安全生产规划应当与城乡规划相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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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注册安全工程师制度——

第二十四条第三款：危险物品的生产、储存单位

以及矿山、金属冶炼单位应当有注册安全工程师从事

安全生产管理工作。鼓励其他生产经营单位聘用注册

安全工程师从事安全生产管理工作。注册安全工程师

按专业分类管理，具体办法由国务院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门、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

有关部门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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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制度——

第四十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必须依法参加

工伤保险，为从业人员缴纳保险费。

国家鼓励生产经营单位参加投保安全生产

责任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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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安全生产诚信制度——

第七十五条 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

当建立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信息库，如实记录生产经营单

位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信息；对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生

产经营单位，应当向社会公告，并通报行业主管部门、

投资主管部门、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证券监督管理机构

以及有关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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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法30项新规定。

第一，提升安全生产工作摆位3项规定。

安法的1个宗旨、1个方针和安全生产规划

制度，都提升了安全生产的摆位。还有：

1.建立安全生产工作机制。（第3条）

2.政府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工作协调机制。

（第8条）

3.明确负有安监职责的部门是行政执法部

门。（第62条）

对
新
安
法
的
总
体
把
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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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强化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

落实的16项新规定。

1.明确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主体地位。

（第3条）

2.明确必须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提高安全

生产水平。（第4条）

3.明确要求完善安全生产责任制。第19条

4.明确有关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提取使用安全

生产费用，并在生产成本中列支。（第20条）

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财企%5b2012%5d16号).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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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续）

5.提高安全管理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要求。

（第21条）

6.将金属冶炼、道路运输和用于装卸危险物

品的建设项目等纳入高危企业实施安全监管。

（第21条等）

7.增加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及安全生产管理人

员的七项职责及履职保障措施。（第22条）

8.完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措施。（第2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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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续）

9.完善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制度。

（第31条）

10.加强有关特种设备的安全监管。（第34条）

11.完善强制淘汰严重危及生产安全的工艺、

设备的措施。（第35条）

12.完善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措施。第38、4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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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续）

13.增加危险作业的种类，更多危险作业将要

求专人实施现场管理。（第40条）

14.明确发包、出租安全管理要求：统一管理、

定期检查，督促整改。（第46条）

15.保障劳务派遣人员享有与从业人员同等的

安全生产权利义务规定。（第58条）

16.增加制定应急预案的规定。（第78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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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强化政府安全监管，加强基层执

法力量的8项新规定。

1.明确乡镇人民政府、街办和开发区管理机构

的安全监管职责。（第8条）

2.完善安全生产监管体制，明确规定管行业必

须管安全。（第9条）

3.实施分类分级监管和按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

执法。（第59条）

4.完善查封扣押等强制措施。（第6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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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政府监管，加大基层执法力量（续）

5.增加停电、停供民爆物品的强制停产措施。

（第67条）

6.完善事故应急救援措施。(第76、82条)

7.增加事故调查报告依法及时公开和落实事故

整改措施的规定。（第84条）

8.按照职责分工，明确赋予有关行业和领域安

全监管部门本法的行政处罚权。（第110条）

还有前面讲的安全生产诚信制度，以及后面的

对拒绝阻扰监管执法的行政处罚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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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加大责任追究的3项新举措。

1.堵塞漏洞，补充完善处罚规定。

2.加大对一般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

3.加大对生产安全事故处罚的力度。

实施安全生产行政处罚的主体——

政府、安全监管部门、其他部门、公安机关。



例如：对发生事故的主要负责人进行严惩。

第九十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规定

职责的，一般事故处以上一年年收入30%的罚款；较大事

故处以上一年年收入40%的罚款；重大事故处以上一年年

收入60%的罚款；特别重大事故处以上一年年收入80%的

罚款。

第九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受刑事处罚

或者撤职处分的，自刑罚执行完毕或者受到处分之日起，

五年内不得担任任何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重大、

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负有责任的，终身不得担任本行业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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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零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在本

单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时，不立即组织抢救或者在事

故调查处理期间擅离职守或者逃匿的，给予降级、撤

职的处分，并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处上一年年收

入60%至100%的罚款；对逃匿的处15日以下拘留；构成

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生产安全事故隐瞒

不报、谎报或者迟报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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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事故责任单位进行严惩。

第一百零九条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

产经营单位除要求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依照下

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

罚款；

（二）发生较大事故的，处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

的罚款；

（三）发生重大事故处的，处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

下的罚款；

（四）发生特别重大事故的，处500万元以上1000万

元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的，处1000万元以上2000

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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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行政处罚力度。

罚款幅度提高2-5倍，解决“打非治违”、“重典

治乱”问题。

第九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责令停止建设或者停产停业整顿，限期改正；逾期未

改正的，处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

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按照规定对矿山、金属冶炼建设项目或者

用于生产、储存、装卸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进行安全

评价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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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产经营单位和有关责任人员实行“双

罚制”。

第九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

令限期改正，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

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构成犯罪的，依照刑

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

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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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拒绝阻扰监管执法的企业实行重罚。

第一百零五条 违反本法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拒

绝、阻碍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实施

监督检查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2万元以上

2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

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学习成就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