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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 辽宁 沈阳 110005)　　摘要:对 616家私营工业企业职业卫生现状进行调查 , 并

对其管理途径进行了探索。结果表明 , 私营工业门类齐全 ,

规模普遍较小 , 生产灵活多变 , 用工少流动性大 , 厂房简陋 ,

设备陈旧 , 工艺简单 , 发展较快 , 但管理水平低 , 职业卫生

工作亟待加强 , 卫生市场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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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我市私营企业的诞生与发展。据

1997年 11 月份的统计报告私营企业已达17 297家 , 仅次于国

有和集体企业 , 排行第 3 位;从业人员214 850人 , 约占全市

总就业人数的 10%。在私营企业中工业型的企业4 492家 , 占

总私营企业的 25.7%;其中从业人员79 772人 , 占私营企业总

从业人数的 37.13%。近几年来 , 私营工业企业中急性中毒事

故屡有发生 , 职业卫生工作亟待加强。为最大限度地减少和

杜绝事故发生 , 建立适应私营企业发展特点的职业卫生管理

运行机制。我们会同各区县卫生防疫站 , 对部分私营工业企

业进行了现状调查分析 , 并对其管理对策进行了探讨 , 可为

政府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1　调查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以 1995年底以前注册的工业企业为基准。

1.2　调查方法

在摸清全市私营工业企业情况基础上 , 根据其分布 , 市

内选 2个区 、 市郊 4 个区并选 1个县为本次调查对象。

所选 7 个区 、 县区域内的企业由各所在区县卫生防疫站

进行调查。本次共调查了 616 家工业企业 , 其中市内 96 家 、

郊区 495 家 、 郊县 25 家。每个被调查的企业一厂一表填写

“基本情况调查表” , 摸清私营企业基本情况和职业危害由区

上报市。全部调查表经两次核查无误后 , 输入微机统计处理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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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调查结果与分析

2.1　私营工业企业特点与发展趋势

　　私营企业从 1979 年诞生起已经历了十几年的发展历程。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企业数量增长较快 , 分布面广 , 遍及全

市城乡各地 , 注册快 、 注销也快;企业以加工工业为主 , 产

品单一 、 灵活多变 , 规模小 , 生产场所多变;企业从业人员

少 , 用工更换频繁 , 从业人员在 50 人以下的占 56%, 多于百

人的仅占 2%;调查的 616 家工业企业中 , 产值在 100 万元以

下的占 55%, 100 ～ 500 万元的占 21%, 500 ～ 1 000万元的占

10%, 1 000万元以上的占 6%。

本次调查还显示我市私营企业产业门类齐全 , 已逐步由

商 、 饮 、 服向生产型 、 科技型 、 外向型转化。 由此不难看出 ,

我市私营工业企业发展前景广阔 , 具有很大的职业卫生市场 ,

有待政府和卫生管理部门去开发和投入。

2.2　私营工业企业职业卫生现状与分析

2.2.1　职业危害的行业分布　从调查的 616家企业看 , 私

营工业企业主要为机械 、 建材 、 化工 、 轻工等十几个行业 ,

与全市总体工业的行业结构和发展相吻合。 职业危害的分布

也与全市职业危害的行业分布特点趋向一致。郊区以建材和

机械制造业为主;市区以轻工为主。职业危害主要集中分布

在机械 、 建材 、 化工 、 轻工等十大行业中 (见表 1)。 其顺位

为矽尘 、 噪声 、 其他尘 、 高温 、 电焊尘 、 苯 、 铅 、 酸等 26 种。

表 1　各工业系统接触职业危害人员分布

工业系统 企业数 工人数 粉尘 毒物 物理因素

机械 206 8 224 1 037 601 2 068

建材 95 5 211 1 074 169 825

化工 85 2 140 154 699 457

轻工 72 2 701 242 315 578

铸造 54 1 762 1 118 5 433

冶金 39 1 358 493 38 544

木工 16 540 88 97 137

纺织 14 986 87 10 599

采矿 3 48 28 0 0

电子 3 196 3 0 7

制药 3 177 23 30 0

饮食 2 15 0 0 5

其他 24 846 141 41 198

合计 616 24 174 4 488 2 005 5 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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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职业危害的构成　在调查的 616家企业中 , 有 531

家企业存在职业危害 , 占调查总数的 86.2%;接害人数12 344

人 , 占从事生产人数的 51.1%, 其中女工约占 18%。职业危

害因素为三大类 26种 , 在国有 、 集体企业中存在的职业危害

因素 , 在私营企业中也都存在。在调查中发现 , 有相当大一

部分国有企业中职业危害大的产品以外包和分支机构等形式

转移到私营工业企业或乡镇企业 , 如铸造 、 喷漆 、 建材等。

因此 , 私营企业的职业危害随着企业的诞生 、 扩大和发展而

日趋严重 , 不容忽视。

2.2.3　职业危害程度　在调查的 616 家企业中 , 共存在

1 269个职业危害作业点 , 分布在 531家企业中 , 其中粉尘 602

个 , 分布在 328 家企业中;毒物 235 个分布在 198 家企业中;

物理因素432 个分布于420家企业中 , 共监测了 169 个作业点 ,

超标 30个作业点 , 占 17.8%(见表 2)。在调查中得知全市私

营工业企业 1995～ 1996 年间发生 4起急性中毒事故。

表 2　职业危害作业点监测结果

有害因素种类 点数 监测点 超标点 超标率 (%)

粉尘 602 96 14 14.6

毒物 235 45 9 20.0

物理因素 432 31 7 22.6

合计 1 269 172 30 17.6

2.2.4　职业卫生工作开展情况

目前 , 私营企业尚处在发展阶段 , 各级政府对其管理和

法律制约机制尚未建立和健全 , 企业内部的管理工作只能靠

企业法人的自觉程度去完成实施 , 本次调查显示的职业卫生

工作各企业开展不一 (见表 3)。

表 3　职业卫生工作开展情况

工作项目 企业数 百分比 (%)

三同时审批 108 17.5

防护措施 198 32.1

个人防护 172 27.9

卫生制度 191 31.0

就业前体检 42 6.8

定期体检 58 9.4

定期监测 162 26.3

2.3　现存问题

2.3.1　目前我国的职业卫生法规尚未健全 , 现有的职业卫

生法规远远满足不了卫生监督工作的需要 , 私营企业的管理

尚未纳入政府职能部门的议事日程 , 对私营企业违法行为缺

乏约束力。企业法人片面追求生产和经济效益 , 不管职工健

康。从我市近几年连续发生的急性职业中毒事故看 , 都因没

有有效的法规制裁企业法人 , 使已患有职业中毒和死亡的人 ,

在治疗和待遇方面无保障 , 给个人和家庭造成了严重的精神

摧残和经济负担。

2.3.2　私营企业具有规模小 、 灵活多变的特点 , 使卫生部

门无法掌握其全部情况 。企业的用工采用临时工制 , 用工人

员的就业前体检和定期体检没有保证 , 进而使这部分人员健

康得不到应有的保护。

2.3.3　私营企业根本不履行国家卫生 “三同时” 审批手续 ,

对有害作业岗位不采取防护措施 , 不配备个人防护用品 , 致使职

业危害不能从根本上控制, 因而造成职业中毒事故时有发生。

2.3.4　私营企业基本没有建立职工医疗保险和职工养老保

险制度。职工就医无保障 , 职业病患者享受不到相应的待遇。

3　管理对策设想

3.1　建立和完善法律体系 , 加强职业卫生法制化建设

健全和完善职业卫生法律体系 , 是确保职业卫生工作在

私企中实施的前提条件。用法律手段去引导和规范企业行为 ,

改变部分企业无政府状态 , 使企业得到健康有序的发展。 在

目前我国和地方职业卫生法规尚未健全的情况下 , 必须由政

府以强有力的行政手段 , 组织各有关职能部门共同参与 , 承

担各自的责任 , 形成全方位加强私营企业劳动卫生工作的局

面 , 提高企业法人的法律意识和职工的自我保护意识。

3.2　建立工业卫生管理体系和监督服务网

私营企业的工业卫生工作涉及卫生 、 劳动 、 工商 、 经委

等有关部门 , 是一项较大的社会工程。 形成以政府组织 、 卫

生牵头 、 部门配合的企业外部管理体系。卫生部门根据我市

私企发展现状 , 建立区域性分层次管理和相对应的服务网 ,

以解决目前私企分布广 、 规模小 、 流动性大 、 灵活多变及卫

生资源不足等诸多问题。在企业内部要形成有人管 、 有人抓

的内部管理机制。

3.3　规范劳动力市场 , 加强流动人员管理

私营企业用工均为临时工制。工人更换频繁 , 流动性大 ,

随意性强。接触职业危害人员健康根本得不到保障。 为确保

这一人群的健康 , 首先要规范劳动力市场 , 控制待就业人员

职业健康管理 , 对进出入人员实行登记注册制 , 其次是对已

就业人员进行追踪管理 , 建立个人职业档案 , 防止职业易感

人群 、 职业病疑似人群和职业病患者漏管问题 。

3.4　建立社会保障制度 , 解除职工后顾之忧

建立私营企业职工医疗保险制度和职工养老保险 , 使职

工的身体健康和养老有保障 , 消除职工的后顾之忧。 建立由

企业和个人统一参加的社会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制度 , 形成

私营企业与其他经济形式企业相同 , 由企业 、 个人 、 社会三

者共同承担相互制约的保险机制 , 确保职工健康 、 职业病患

者的就医治疗和职工养老。

3.5　建立私营企业信息网 , 加强各部门间的协调作用

建立私营企业信息网是现代职业卫生管理发展方向。 由

于私营企业发展速度快 , 灵活多变 , 必须快速准确全面掌握

私营企业的动态 , 才能搞好私营企业职业卫生工作。 政府加

强综合领导 , 使卫生部门与其相关的管理部门进行联网管理 ,

实施私营企业卫生 “三同时” 登记审批制。 从根本上控制和

减少职业危害 , 减少职业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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