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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 

 

(2004 年 9 月 13 日国务院第 64 次常务会议通过　2004 年

9 月 27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21 号公布　自 2004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了规范企业、事业单位(以下简称单位)内部治安

保卫工作，保护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和公共财产安全，维护单位

的工作、生产、经营、教学和科研秩序，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单位内部治安保卫工作贯彻预防为主、单位负责、

突出重点、保障安全的方针。 

单位内部治安保卫工作应当突出保护单位内人员的人身安

全，单位不得以经济效益、财产安全或者其他任何借口忽视人身

安全。 

第三条　国务院公安部门指导、监督全国的单位内部治安保

卫工作，对行业、系统有监管职责的国务院有关部门指导、检查

本行业、本系统的单位内部治安保卫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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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府公安机关指导、监督本行政区域内的单位内部治安保卫工

作，对行业、系统有监管职责的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关

部门指导、检查本行政区域内的本行业、本系统的单位内部治安

保卫工作，及时解决单位内部治安保卫工作中的突出问题。 

第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

域内的单位内部治安保卫工作的领导，督促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

依法履行职责，并及时协调解决单位内部治安保卫工作中的重大

问题。 

第五条　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的内部治安保卫工作

负责。 

第六条　单位应当根据内部治安保卫工作需要，设置治安保

卫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兼职治安保卫人员。 

治安保卫重点单位应当设置与治安保卫任务相适应的治安

保卫机构，配备专职治安保卫人员，并将治安保卫机构的设置和

人员的配备情况报主管公安机关备案。 

第七条　单位内部治安保卫工作的要求是： 

(一)有适应单位具体情况的内部治安保卫制度、措施和必要

的治安防范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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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单位范围内的治安保卫情况有人检查，重要部位得到重

点保护，治安隐患及时得到排查； 

(三)单位范围内的治安隐患和问题及时得到处理，发生治安

案件、涉嫌刑事犯罪的案件及时得到处置。 

第八条　单位制定的内部治安保卫制度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门卫、值班、巡查制度； 

(二)工作、生产、经营、教学、科研等场所的安全管理制度； 

(三)现金、票据、印鉴、有价证券等重要物品使用、保管、

储存、运输的安全管理制度； 

(四)单位内部的消防、交通安全管理制度； 

(五)治安防范教育培训制度； 

(六)单位内部发生治安案件、涉嫌刑事犯罪案件的报告制度； 

(七)治安保卫工作检查、考核及奖惩制度； 

(八)存放有爆炸性、易燃性、放射性、毒害性、传染性、腐

蚀性等危险物品和传染性菌种、毒种以及武器弹药的单位，还应

当有相应的安全管理制度； 

(九)其他有关的治安保卫制度。 



- 4 -

单位制定的内部治安保卫制度不得与法律、法规、规章的规

定相抵触。 

第九条　单位内部治安保卫人员应当接受有关法律知识和

治安保卫业务、技能以及相关专业知识的培训、考核。 

第十条　单位内部治安保卫人员应当依法、文明履行职责，

不得侵犯他人合法权益。治安保卫人员依法履行职责的行为受法

律保护。 

第十一条　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机构、治安保卫人员应当履行

下列职责： 

(一)开展治安防范宣传教育，并落实本单位的内部治安保卫

制度和治安防范措施； 

(二)根据需要，检查进入本单位人员的证件，登记出入的物

品和车辆； 

(三)在单位范围内进行治安防范巡逻和检查，建立巡逻、检

查和治安隐患整改记录； 

(四)维护单位内部的治安秩序，制止发生在本单位的违法行

为，对难以制止的违法行为以及发生的治安案件、涉嫌刑事犯罪

案件应当立即报警，并采取措施保护现场，配合公安机关的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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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工作； 

(五)督促落实单位内部治安防范设施的建设和维护。 

第十二条　在单位管理范围内的人员，应当遵守单位的内部

治安保卫制度。 

第十三条　关系全国或者所在地区国计民生、国家安全和公

共安全的单位是治安保卫重点单位。治安保卫重点单位由县级以

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按照下列范围提出，报本级人民政

府确定： 

(一)广播电台、电视台、通讯社等重要新闻单位； 

(二)机场、港口、大型车站等重要交通枢纽； 

(三)国防科技工业重要产品的研制、生产单位； 

(四)电信、邮政、金融单位； 

(五)大型能源动力设施、水利设施和城市水、电、燃气、热

力供应设施； 

(六)大型物资储备单位和大型商贸中心； 

(七)教育、科研、医疗单位和大型文化、体育场所； 

(八)博物馆、档案馆和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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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研制、生产、销售、储存危险物品或者实验、保藏传染

性菌种、毒种的单位； 

(十)国家重点建设工程单位； 

(十一)其他需要列为治安保卫重点的单位。 

治安保卫重点单位应当遵守本条例对单位治安保卫工作的

一般规定和对治安保卫重点单位的特别规定。 

第十四条　治安保卫重点单位应当确定本单位的治安保卫

重要部位，按照有关国家标准对重要部位设置必要的技术防范设

施，并实施重点保护。 

第十五条　治安保卫重点单位应当在公安机关指导下制定

单位内部治安突发事件处置预案，并定期演练。 

第十六条　公安机关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单位内部治安保卫

工作履行下列职责： 

(一)指导单位制定、完善内部治安保卫制度，落实治安防范

措施，指导治安保卫人员队伍建设和治安保卫重点单位的治安保

卫机构建设； 

(二)检查、指导单位的内部治安保卫工作，发现单位有违反

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或者治安隐患，及时下达整改通知书，责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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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整改； 

(三)接到单位内部发生治安案件、涉嫌刑事犯罪案件的报警，

及时出警，依法处置。 

第十七条　对认真落实治安防范措施，严格执行治安保卫工

作制度，在单位内部治安保卫工作中取得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

有关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应当给予表彰、奖励。 

第十八条　单位治安保卫人员因履行治安保卫职责伤残或

者死亡的，依照国家有关工伤保险、评定伤残、批准烈士的规定

给予相应的待遇。 

第十九条　单位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存在治安隐患的，公安

机关应当责令限期整改，并处警告；单位逾期不整改，造成公民

人身伤害、公私财产损失，或者严重威胁公民人身安全、公私财

产安全或者公共安全的，对单位处 1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5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的罚款，并可以建议有关组织对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第二十条　单位治安保卫人员在履行职责时侵害他人合法

权益的，应当赔礼道歉，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单位应当承担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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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单位赔偿后，有权责令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侵权的治

安保卫人员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的费用；对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造成侵权的治安保卫人员，单位应当依法给予处分。治安保卫人

员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属于受单位负责人指使、胁迫的，对

单位负责人依法给予处分，并由其承担赔偿责任；情节严重，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一条　公安机关接到单位报警后不依法履行职责，致

使公民人身、财产和公共财产遭受损失，或者有其他玩忽职守、

滥用职权行为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

法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行业、系统有监管职责的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指导、检查

本行业、本系统的单位内部治安保卫工作过程中有玩忽职守、滥

用职权行为的，参照前款规定处罚。 

第二十二条　机关、团体的内部治安保卫工作参照本条例的

有关规定执行。 

高等学校治安保卫工作的具体规定由国务院另行制定。 

第二十三条　本条例自 2004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