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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1世纪安全生产教育丛书：企业负责人与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读本（通用版）》根据国家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关于《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的要求编写。
主要内容包括：安全生产管理方针政策，安全生产形势任务与监管体制，安全生产法律基本知识，安
全生产管理基础建设，安全生产技术与专业基本知识共5部分。

　　本书采取问答体例格式，所有的问答题均按照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关于企业负责人安全培
训中应知应会的要求编写，全书内容既注重针对性、科学性与规范性，又注重通用性、实用性与可操
作性，便于读者在短暂的时间内即可找到正确的答案。

　　本书适用于企业负责人与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管理培训和日常工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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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安全生产管理方针政策篇
一、我国的安全生产管理方针
1.国家基本法关于安全生产管理方针是如何规定的？

2.如何理解安全生产管理方针具有严肃的、绝对的、普遍的法律约束力？

3.怎么理解安全生产管理方针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

4.如何理解安全生产、劳动保护是我们党和国家在生产建设中一贯坚持的指导思想？

5.安全生产与劳动保护的异同点是什么？

6.什么是安全生产监察？

7.如何理解享有安全生产的权利是广大劳动者的一项最基本的人权？

8.如何理解安全生产是我国社会经济与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9.如何理解安全生产是企业现代化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我国的安全生产基本政策
1.如何理解安全生产基本政策是以科学发展观理念制定的安全生产工作行动准则？

2.什么是企业坚持科学发展、安全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3.我国近年来主要颁布了哪些安全生产基本政策？
《安全生产“十二五”规划》中有哪12项主要政策支持保障？

4.什么是国务院确定的安全生产12项治本之策？

5.国务院关于严格行业安全准入的要求是什么？

6.国务院关于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方面有哪些主要的引导性政策？

7.国务院关于更加注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是什么？

8.国务院关于实行更加严格的安全生产工作考核和责任追究的要求是什么？

安全生产形势任务与监管体制篇
一、我国的安全生产形势与任务
1.为什么说“十二五”时期安全生产进入关键时期和攻坚阶段？

2.企业领导干部应如何认识科学发展观是安全生产管理的指导原则？

3.如何认识我国安全生产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和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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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何认识我国安全生产具有政治、制度优势和后发优势？

5.我国“十二五”时期安全生产规划目标是什么？

⋯⋯
安全生产法律基本知识篇
安全生产管理基础建设篇
安全生产技术与专业基本知识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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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该法在总则中，规定了劳动者依法享有职业卫生保护的权利；用人单位应当为劳动
者创造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的工作环境和条件，并采取措施保障劳动者获得职业卫生保
护；工会组织依法对职业病防治工作进行监督，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用人单位制定或者修改有关职业病防治的规章制度，应当听取工会组织的意见。
总则中还规定了职业病防治工作的方针、机制与原则。
 我国的职业病防治工作方针是“预防为主、防治结合”。
所谓预防为主，就是在整个职业病防治过程中，要把预防措施作为根本措施和首要环节放在先导地位
，控制职业病危害源头，并在一切职业活动中尽可能控制和消除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产生，使工作场所
职业卫生防护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
所谓防治结合，就是必须正确处理“防”与“治”的关系，既不能轻“防”重“治”，不“防”只“
治”，更不允许采取对农民工、临时工等逃避不“防”不“治”的法律责任；不能把“防”与“治”
对立起来或者相互分离。
 我国职业病防治工作机制是“用人单位负责、行政机关监管、行业自律、职工参与和社会监督”。
其中，用人单位应当建立、健全职业病防治责任制，加强对职业病防治的管理，提高职业病防治水平
，对本单位产生的职业病危害承担责任。
用人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的职业病防治工作全面负责。
用人单位必须依法参加工伤保险。
 我国职业病防治工作原则是“分类管理、综合治理”。
所谓分类管理，就是指按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种类、性质、毒性、危害程度及对人体健康造成的损害后
果确定类别，采取不同的管理方法。
所谓综合治理，是指采取立法、行政、经济、科技、民主管理和社会监督等一切有效的管理和技术措
施，将其纳入到法制化统一监督管理的轨道，对职业病危害所进行的治理。
 与此同时，中国与国际劳工组织的关系也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文被确定为国际劳工局工作语
言之一，国际劳工局聘用了一定数量的中国籍职员，并聘任中国人担任助理局长。
中华全国总工会还当选为理事会工人组副理事。
中国与国际劳工局在职业安全卫生、社会保障、就业政策、职业技术培训等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
作，为我国的劳动和社会保障、职业安全卫生等工作提供了有益参考。
1985年1月，国际劳工组织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即国际劳工组织北京局。
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果，我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同国际劳工组织的关系也逐步
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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