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点详解】

　　一、安全生产法律体系的概念和特征

　　1．安全生产法律体系的概念

　　安全生产法律体系，是指我国全部现行的、不同的安全

生产法律规范形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

　　2．安全生产法律体系的特征

　　（1）法律规范的调整对象和阶级意志具有统一性；

　　（2）法律规范的内容和形式具有多样性；

　　（3）法律规范的相互关系具有系统性。

　　安全生产法律规范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相

互衔接、相互协调的辩证统一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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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安全生产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熟悉）

　　1．从法的不同层级上，可以分为上位法与下位法

　　上位法：法律地位、法律效力高于其他相关法的立法。

　　下位法：法律地位、法律效力低于相关上位法的立法。

　　不同的安全生产立法对同一类或者同一个安全生产行为

做出不同法律规定的，以上位法的规定为准，适用上位法的

规定。上位法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下位法。下位法的数量

一般多于上位法。

　　（1）法律

　　法律是安全生产法律体系中的上位法，居于整个体系的

最高层级，其法律地位和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

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等下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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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法规

　　安全生产法规分为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

　　①行政法规

　　安全生产行政法规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低于有关安全

生产的法律，高于地方性安全生产法规、地方政府安全生产

规章等下位法。

　　②地方性法规

　　地方性安全生产法规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低于有关安

全生产的法律、行政法规，高于地方政府安全生产规章。

　　经济特区安全生产法规和民族自治地方安全生产法规的

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与地方性安全生产法规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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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规章

　　安全生产行政规章分为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

　　①部门规章

　　国务院有关部门依照安全生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或者

国务院的授权制定发布的安全生产规章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

低于法律、行政法规，高于地方政府规章。

　　②地方政府规章

　　地方政府安全生产规章是最低层级的安全生产立法，其法

律地位和法律效力低于其他上位法，不得与上位法相抵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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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法定安全生产标准

　　安全生产标准一旦成为法律规定必须执行的技术规范，它

就具有了法律上的地位和效力。执行安全生产标准是生产经营

单位的法定义务，违反法定安全生产标准的要求，同样要承担

法律责任。

　　将法定安全生产标准纳入安全生产法律体系范畴来认识，

有助于构建完善的安全生产法律体系。法定安全生产标准分为

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两者对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具有同

样的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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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 习 题 】 

【例1.11】关于安全生产地方性法规的法律效力，下列说法

中，正确的是(   )。

   A.安全生产地方性法规和安全生产行政法规具有同等法律

效力

   B.安全生产地方性法规的法律效力低于安全生产部门规章

   C.安全生产地方性法规的法律效力高于安全生产地方政府

规章

   D.安全生产地方性法规和安全生产地方政府规章具有同等

法律效力

【答案】C

【解析】安全生产地方性法规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低于宪

法、法律、行政法规，但高于地方政府规章。



      法定安全生产标准主要是指强制性安全生产标准。

　　①国家标准

　　安全生产国家标准是指国家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依照    

《标准化法》制定的在全国范围内适用的安全生产技术规范

　 ②行业标准

　　安全生产行业标准是指国务院有关部门和直属机构依照

《标准化法》制定的在安全生产领域内适用的安全生产技术

规范。行业安全生产标准对同一安全生产事项的技术要求，

可以高于国家安全生产标准但不得与其相抵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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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从同一层级的法的效力上，可以分为普通法与特殊法

　　在安全生产法律体系同一层级的安全生产立法中，安全生产

法律规范有普通法与特殊法之分，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1）普通法适用于安全生产领域中普遍存在的基本问题、

共性问题的法律规范，它们不解决某一领域存在的特殊性、专业

性的法律问题；

　　（2）特殊法适用于某些安全生产领域独立存在的特殊性、

专业性问题的法律规范，它们往往比普通法更专业、更具体、更

有可操作性。

　　在同一层级的安全生产立法对同一类问题的法律适用上，应

当适用特殊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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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 习 题 】 

【例1.12】同一层面的不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对同一层面的

特殊规定时，应当采取的适用原则是（   ）。

    A、普通法优于特殊法原则

    B、特殊法优于普通法原则

    C、以适用普通法为基本原则，以适用特殊法为例外原则

    D、以适用特殊法为基本原则，以适用普通法为例外原则

【答案】B

【解析】特殊法是针对特定地区或非常时期或特定公民或特

定调整对象适用的的法律。



【 练 习 题 】 

【例1.13】对同一安全生产事项的技术要求，安全生产行业

标准（    ）安全生产国家标准。

　　A．可以高于

　　B．不得高于

　　C．应当高于

　　D．必须高于

【答案】A

【解析】安全生产行业标准是指国务院有关部门和直属机构

依照《标准化法》制定的在安全生产领域内适用的安全生产

技术规范。行业安全生产标准对同一安全生产事项的技术要

求，可以高于国家安全生产标准但不得与其相抵触。



三、安全生产法在安全生产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1．《安全生产法》的立法背景

　　《安全生产法》的制定，是由我国现阶段的生产力发展

水平和安全生产水平决定的。近年来，安全生产状况很不稳

定，重大、特大事故连续发生。为了加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遏制事故，减少人民生命安全和财产损失，保证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党中央、国务院坚持安全第一的方

针，先后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为实现安全生产的稳定好

转奠定了外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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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安全生产法》的调整对象

　　法律的调整对象是指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经法律调

整后所产生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就是法律关系。

　　《安全生产法》是一部调整安全生产方面社会关系的专

门法律。

　　安全生产法律关系是指各行各业的公民、法人和社会组

织相互之间，在从事生产经营和监督管理的活动中所发生的

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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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生产基本的社会关系有下列5种：

　　（1）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部门、有

关安全生产专项监督管理部门及其安全生产监督检查人员，

在履行法定职权时与生产经营单位、有关社会组织和从业人

员之间所发生的监督管理关系。

　　（2）各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与其他有关部门之间的

综合监督管理与专项监督管理的协调、指导和监督关系。

　　（3）生产经营单位内部管理者与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管

理关系。

　　（4）生产经营单位之间及其与社会组织、公民之间的安

全生产方面的权利义务关系。

　　（5）涉外安全生产管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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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安全生产法》的基本原则

　　（1）人身安全第一的原则；

　　（2）预防为主的原则；

　　（3）权责一致的原则；

　　（4）社会监督、综合治理的原则；

　　（5）依法从重处罚的原则。

第三节  我国安全生产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