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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保安业是一个新兴的、快速发展的行业。
随着保安业的发展，对保安员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对保安人员的培养、培训也势在必行。
由于保安行业是一种新兴的社会安全防范组织，要满足社会各界不同层次的安全需要，与社会接触非
常广泛，因而保安工作必然与社会关系的调节器——法律紧密联系；由于保安服务公司是由公安机关
主管，是公安机关打击违法犯罪和维护社会治安的一支重要辅助力量，保安工作时时处处涉及如何恰
当地理解、使用法律条文。
因此，保安人员掌握一定的法律基础知识，是保安工作的基本要求。
　　本教材是一本面向中等职业学校保安专业教学的教材，也可供在职保安员培训使用。
本教材立足于学生的未来职业岗位需要，从国家对职业教育的要求，即“理论教学以应用为目的，以
必须够用为度；实践教学以讲清基本原理、强化操作能力为重点”着手，从实例切入，再展开理论知
识，并结合法律规定阐述，是一本实践性、针对性很强的教材。
本教材内容包括法学基础知识、宪法、民法、刑法、诉讼法、劳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治安管理
处罚条例等基本知识。
希望通过本教材的学习，在掌握法律基础知识，满足保安工作需要的同时，提高法律意识，增强法制
观念，成为一名高素质的保安人员。
　　本教材包括8章内容，建议教学课时76学时。
每章内容学时分配如下：法学基础知识8学时、宪法知识6学时、民法知识16学时、刑法知识18学时、
诉讼法知识12学时、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知识8学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知识4学时、劳动法知识4学时。
书内*表示选学内容或选练内容。
由于各地各校在实施教学的过程中情况各不相同，应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安排教学，以上学时安排仅
供参考。
　　本教材由王春芳、李麦样主编。
参加编写的有：王春芳（第1章、第5章、第7章）、李麦样（第2章、第3章）、芦麦芳（第4章）、孙
衍庆、许国忠（第6章、第8章），全书由王春芳统稿。
　　本教材已通过教育部职业教育教材审定委员会所聘请专家的审定，主审人为池世才、石永、陈天
本。
专家们提出的建设性意见大大提高了本书的科学性与时代性，在此，特表感谢！
　　在本教材的编写中，得到了山西警官职业学院和山东省安丘市第三职业中专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在此谨致谢意1　　2006年3月1日《治安管理处罚法》将在全国实施，因此，本书第2次印刷时，对第6
章内容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作了较大的改动。
由于本书编写时间较为仓促，难免有不足和不妥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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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推荐教材，根据教育部《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和“
关于制定《2004—2007年职业教育教材开发编写计划》的通知”精神，结合保安业岗位特点和技能要
求编写。
    本书主要利用以案说法的形式，介绍了保安业务需要用到的法律基础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内容包
括法律基础知识、宪法知识、民法知识、刑法知识、诉讼法知识、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劳动法知识等。
案例紧密结合生活实际和保安员岗位要求，并设有“资料卡”和“知识链接”，以方便学生理解相关
法律法规；书中的重要知识点后穿插了“想一想”、“议一议”，以便当堂巩固所学知识，章后的“
复习与测试”题量较大，是对整章学习内容的复习。
本书叙述浅显易懂，很适合职业院校学生学习。
    本书既是保安专业及相关的安全保卫专业、国防教育专业、法律专业的专业基础课教材，也可作为
中初级保安员培训用书和在职保安员自学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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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章  法律基础知识  第一节  法律的本质和基本特征    一、法律的概念和基本特征    二、法律的起源与
发展    三、法律的本质和作用    四、法律的分类  第二节  社会主义法律与法制    一、我国社会主义法律
的特征及作用    二、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制定和实施    三、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复习与测试第2章  
宪法知识  第一节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    一、宪法的概念    二、国家制度    三、我国现行宪法的制定
和修改  第二节  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一、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    二、我国公民的基本义务  第
三节  国家机构    一、国家机构概说    二、我国的国家机关  复习与测试第3章  民法知识  第一节  民法概
述    一、民法的概念    二、民法的调整对象    三、民法的基本原则    *四、民法的效力  第二节  民事法
律关系    一、民事法律关系的概念    二、民事法律关系的三要素    三、民事法律关系发生的原因  第三
节  民事主体    一、自然人    二、法人  第四节  物    一、物的概念    二、物的分类  第五节  民事法律行为
和代理    一、民事法律行为    二、代理  第六节  诉讼时效与期限    一、诉讼时效的概念和效力    二、诉
讼时效期间的种类    三、诉讼时效期间的计算和延长  第七节  物权    一、物权的概念和效力    二、物权
的分类及内容  第八节  债权     一、债的概念和发生根据    二、合同    三、无因管理    四、不当得利  第
九节  人身权    一、人身权的概念    二、人身权的种类    三、人身权的保护  第十节  继承权    一、继承
权的概念    二、继承的形式    三、遗产的处理  第十一节  侵权行为    一、侵权行为的概念和分类    二、
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    三、一般侵权行为    四、特殊侵权行为    五、侵权民事责任  复习与测试第4章  
刑法知识  第一节  刑法概述    一、刑法的概念    二、刑法的基本原则  第二节  犯罪和犯罪构成    一、犯
罪的概念和基本特征    二、犯罪构成的概念和共同要件    三、犯罪客体    四、犯罪的客观方面    五、犯
罪主体    六、犯罪的主观方面  第三节  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    一、正当防卫    二、紧急避险  第四节  犯
罪形态    一、故意犯罪过程中的停止形态    二、共同犯罪形态  第五节  刑事责任和刑罚    一、刑事责任
   二、刑罚的概念和目的    三、刑罚的种类    四、累犯、自首和立功  第六节  常见的犯罪    一、危害公
共安全罪    二、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    三、侵犯财产罪    四、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    五、涉密犯罪  复
习与测试第5章  诉讼法知识  第一节  刑事诉讼法    一、刑事诉讼法概述    二、刑事诉讼法中的公、检、
法三机关和诉讼参与人    三、刑事诉讼证据    四、刑事诉讼强制措施    五、刑事诉讼程序  第二节  民事
诉讼法    一、民事诉讼概述    二、民事诉讼的主管和管辖    三、民事诉讼参加人与民事诉讼参与人    四
、民事诉讼证据    五、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    六、民事诉讼的程序  第三节  行政诉讼法    一、行政诉
讼法概述    二、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及管辖    三、行政诉讼参加人    四、行政诉讼证据    五、行政诉讼程
序  第四节  非诉讼途径与法律援助    一、非诉讼途径    二、法律援助  复习与测试第6章  治安管理处罚
条例  第一节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概述    一、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概念    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原则    
三、治安管理处罚的对象    四、治安管理处罚的内涵    五、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和处罚的辅助措施    
六、治安管理处罚的运用    七、治安管理处罚的裁决和执行  第二节  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和处罚    一
、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与处罚    二、妨害公共安全的行为与处罚    三、侵犯他人人身权利的行为与处
罚    四、侵犯公私财物的行为与处罚    五、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行为与处罚    六、违反消防管理的行
为与处罚    七、违反交通管理的行为与处罚    八、违反户口或居民身份证管理的行为与处罚    九、严
厉禁止的几种行为与处罚  复习与测试第7章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概述    二、消
费者的权利    三、经营者的义务    四、消费争议的解决和法律责任  复习与测试第8章  劳动法知识  第一
节  劳动法概述    一、劳动法的概念    二、劳动法的适用范围  第二节  劳动合同    一、劳动合同的概念   
二、劳动合同的种类    三、劳动合同的订立    四、劳动合同的内容    五、劳动合同的解除  第三节  工作
时间、休息休假与工资    一、工作时间    二、休息、休假    三、工资  第四节  社会保险    一、社会保险
的概念    二、社会保险的种类  第五节  劳动争议的解决    一、劳动争议的概念    二、劳动争议的处理    
三、违法劳动法的法律责任  复习与测试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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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法律的分类　　法律的分类是指从一定角度或根据一定标准将法律规范或法律制度划分为若
干不同的种类。
根据法律的外部形式和结构等方面的特点进行的一般分类有：　　1．成文法和不成文法成文法是指
由特定国家机关制定颁布，以不同的效力等级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形式表现出来的法，故又称“制定法
”。
　　不成文法是指由国家机关以一定形式认可其法律效力，但不表现为成文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形式的
法，一般指习惯法。
英美法系的判例法是由法院通过判决创造的法。
它虽然表现为文字形式的判决，但不同于由法定立法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因此通常将判例法
视为与制定法相对应的一种法律渊源，也归人不成文法。
　　2．实体法和程序法　实体法主要是规定和确认人们的权利和义务或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职权
和职责的法，通常表现为民法、刑法、行政法等。
实体法的规定直接来自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形成的要求，如所有权、正当防卫权、纳税的义务等。
　　程序法主要是规定保证权利和义务得以实现或职权和职责得以履行的法，通常表现为民事诉讼法
，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等。
　　3．根本法和普通法在成文宪法制国家，根本法即宪法，它规定一个国家的根本制度、根本任务
、国体、政体、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因而在一国的法律体系中享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宪法的制定主体、制定程序及修改程序也不同于普通法，通常有比较高的严格的程序要求。
　　普通法指宪法以外的法律，其法律地位和效力低于宪法，其制定程序也没有宪法那样严格和复杂
，其内容涉及的是某一类社会关系，如民法、刑法、行政法等。
　　4．一般法与特别法一般法是指在效力范围上具有普遍性的法，即针对一般人、一般事、一般时
间、在全国普遍适用的法。
　　特别法是指针对特定人、特定事或特定地域、特定时间内有效的法。
　　一般法和特别法这一分类是相对而言的。
如针对人而言，民法典是一般法，它的适用主体是一般主体，与民法典相对而言，继承法则是特定法
，它适用于特定人——继承人与被继承人；以针对事而言，民法典适用于一般民事法律行为和主体，
而收养法则适用于收养这种特殊的民事法律行为和事件；针对地区而言，宪法、组织法、选举法等是
适用于全国的法，而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法律，只适用于特别行政区；针对时间而言，一般法适用于
平时，如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而特别法适用于非常时期，如戒严法等。
　　5．国内法和国际法　国内法是在一国主权范围内，由该国的国家机关制定或认可并保障其实施
的法。
国内法的法律关系主体一般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特定法律关系中也包括国家。
　　国际法是参与国际关系的国家之间通过协议制定或认可的法律规范，通常表现为多国参与的国际
条约，两个以上国家间的协议和被认可的国际惯例。
国际法律关系的主体主要是国家，包括有关的国际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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