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安全生产方针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

合治理” 

“安全第一“——“安全优先”的原则。

“预防为主”——就是按照系统化、科学化的管理思想，

按照事故发生的规律和特点。千方百计预防事故的发生，做

到防患于未然，将事故消灭在萌芽状态。虽然人类在生产活

动中还不可能完全杜绝事故的发生，但只要思想重视，预防

措施得当，事故是可以大大减少的。



一、安全生产方针 

“ 综合治理”，就是标本兼治，重在治本，在采取断然

措施遏制重特大事故，实现治标的同时，积极探索和实施治

本之策，综合运用科技手段、法律手段、经济手段和必要的

行政手段，从发展规划、行业管理、安全投入、科技进步、

经济政策、教育培训、安全立法、激励约束、企业管理、监

管体制、社会监督以及追究事故责任、 查处违法违纪等方面

着手，解决影响制约我国安全生产的历史性、深层次问题，

做到思想认识上警钟长鸣，制度保证上严密有效，技术支撑

上坚强有力，监督检查上严格细致，事故处理上严肃认真。 



二、以人为本、安全发展理念 

以人为本，三个不能：发展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

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更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

（胡锦涛）

“安全发展”重点包含三层含义： 

一是以人为本，必须要以人的生命为本。

二是经济社会发展必须以安全为基础、前提和保障。

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解决安全生产问题。



三、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体系 

以2014年修订的《安全生产法》为主体，由《劳动法》、

《矿山安全法》、《职业病防治法》、《煤炭法》、《海上

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安全法》、《消防法》、《铁路

法》、《民用航空法》、《电力法》、《建筑法》等十余部

法律，国务院颁布的近百部有关安全生产的行政法规，国务

院有关部门颁布的规章，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颁布的地方

性法规以及安全生产标准，构成了我国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体

系。 



三、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体系 

国务院颁布的《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强调事故调查处理坚持“四不放过”原则。即事故原因未查

明不放过，责任人未处理不放过，整改措施未落实不放过，

有关人员未受到教育不放过；强调“政府统一领导、分级负

责”的原则，各级人民政府都负有加强对安全生产工作领导

的职责，特别是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于本行政区域内的安全

生产负总责。



四、安全生产政策措施（略）

（一）2004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决

定》提出要完善政策，大力推进安全生产的六项工作（P25）

（二）2007年，在国务院第116次常务会议专题会议上，确

定了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12项治本之策（P26）

（三）2009年，国务院在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上提

出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年”活动，扎实开展“三项行动”、“三

项建设”，促进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好转（P26）

（四）2010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

作的通知》（国发23[2010]），9部分32条，十创新、十强化

（P26-27）

（五）2011年全国安全生产会议明确要继续深入开展“安

全生产年”活动，强化“三深化”、“三推进”工作措施（P27）



四、安全生产政策措施（略）

“十二五”期间“六大体系”、 “六个能力”

1）企业安全保障体系 企业本质安全水平和事故防范能

力

2）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体系 监察执法和群防群治能

力

3）安全科技支撑体系 技术装备安全保障能力

4）法律法规和政策标准体系 依法依规安全生产能力

5）应急救援体系 事故救援和应急处置

6）宣教培训体系 从业人员安全素质和社会公众自

救互救能力



五、安全生产监管监察体系

我国安全生产工作机制：国家监察、地方监管、企业负

责。在国家与行政管理部门之间，实行的是综合监管和行业

监管；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实行的是国家监管与地

方监管；在政府与企业之间，实行的是政府监管与企业管理。 

在国务院领导下，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负责全面统筹协调

安全生产工作；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对全国安全生产

实施综合监管，并负责煤矿安全监察和非煤矿山、危险化学

品、烟花爆竹等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工信部、

公安部等分别负责本系统本领域安全工作；卫生部负责职业

病诊断工作。



五、安全生产监管监察体系

《通知》要求，强化安全生产监管部门对安全生产的综

合监管，对重大安全隐患治理实行逐级挂牌督办、公告制度，

重大隐患治理由省级安全生产监管部门或行业主管部门挂牌

督办，国家相关部门加强督促检查。



六、安全生产科技保障体系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安全科技是安全生产的重要支撑和

保障。

安全生产科技保障体系主要包括：政府引导推动，技术

装备研发转化，专家智力支持，中介技术服务，企业推广应

用，技术标准转化。P28图1-7



七、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体系 

“政府监管，机构参与，企业落实”的安全生产教育培

训工作格局。

按照“分级实施、分类指导”的原则，已基本形成各级

安全生产监管监察机构分级管理、各负其责、共同参与的安

全生产教育培训工作管理体制。

资质认定和复审评估制度，全国四级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机构基地网络已基本形成。

P30-31



八、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体系 

组织体系：领导决策层，管理与协调指挥系统，应急救

援队伍。

运行机制：是重要保障，实现统一领导、分级管理，条

块结合、以块为主，分级响应、统一指挥，资源共享、协同

作战。

法律法规体系：开展各项应急活动的依据。

支持保障系统：通信信息系统，培训演练系统，技术支

持系统，物资与装备保障系统。

国家7个矿山救援基地和14个区域救援基地。



八、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体系 



应急救援与协调指挥体系

八、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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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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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安全生产目标指标体系 

安全生产控制考核指标体系，由事故死亡人数总量控制

指标、绝对指标、相对指标、重大和特大事故起数控制考核

指标4类、26个具体指标构成。

总量控制指标是事故总死亡人数；绝对指标包括了工矿

商贸企业（煤矿、矿山、危化品、烟花爆竹、建筑施工、民

爆器材等）、道路交通、火灾、水上交通、铁路、农机和渔

业7项；相对指标包括亿元GDP死亡率、工矿商贸10万从业

人员死亡率、煤矿百万吨死亡率、道路交通万车死亡率、水

上交通百万公里死亡率、水灾10万人口死亡率、特种设备万

台死亡率8项；重特大事故起数控制指标分为一次死亡3-9人

和10人以上两项指标。



【 章 节 小 结】 

u 安全生产管理基本概念：安全生产、安全生产管理、

事故、事故隐患、危险、危险源、重大危险源、安全、

本质安全

u 事故致因理论：海因里希、博德、轨迹交叉、系统安

全理论。

u 安全管理的基本原理：系统原理、人本原理、预防原

理、强制原理、整分合原理、动态原理、反馈原理、

闭环原理、能级原理。

u 应急管理：应急救援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