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劳动卫生管理·

私营企业的职业卫生需求

The occupational hygiene demand from privately owned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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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为了解沈阳市私营企业劳动卫生现状及职业卫生

需求 , 为制定防治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 调查了 616 家私营企

业 , 摸清了现存的主要问题 , 并提出了相应的措施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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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 , 私营企业不断增加 , 私

营企业带来的职业危害也与日俱增 , 为了摸清私营企业劳动

卫生现状及职业卫生需求 , 为制定劳动卫生与职业病防治规

划提供科学依据 , 我们于 1996 年对沈阳市部分区县的 616 家

私营企业的劳动卫生现状进行了全面的调查。

1　存在的主要问题

1.1　从事有害作业的人数比例大 , 危害种类多

本次调查的 616 家私营企业 , 共涉及 13 个行业系统 , 职

工总数为31 005人 , 生产工人数为24 174人 , 从事有害作业的

职工人数为12 344人 , 占生产工人数的 45.4%。接触职业危害

因素数十种 ,其中矽尘 、噪声和“三苯”仍为危害的主要因素。

1.2　劳动卫生法规不健全 , 企业法人职业卫生观念淡薄

调查发现 , 经过 “三同时” 验收的私营企业仅占调查企

业总数的 17.5%, 而工人就业前进行体检的企业占调查总数

的6.8%, 进行定期监测的企业占调查总数的 26.3%。现有的

法规条例对私营企业没有形成强大的约束力 , 而私营企业的

负责人存在短期行为和单纯的经济观念 , 致使多数私营企业

的劳动卫生工作出现空白。

1.3　劳动部门与卫生部门关系未理顺 , 监测工作重复进行

近 10年来 , 劳动部门与卫生部门在监督监测上的分工一

直不太明确 , 给基层工作造成很多麻烦。 1986 年 , 卫生部 、

劳动部发布的 《在劳动卫生监察工作上的分工协作纪要》 上

对2 个部门进行了分工 , 明确了由卫生部门对企业作业场所

进行有害因素的监测 , 而劳动部门则是根据 《劳动工程技术

法规标准》 对企业进行监测 , 但后者的监测内容未见有明确

规定。而后来劳动部颁发的涉及到卫生部门业务的 《尘 、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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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危害分级监察规定》 , 则单方面将劳动卫生监测划归其业务

范围 , 这样一来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重复监测 , 不仅极大地

挫伤了劳动卫生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 而且使私营企业投

资者的抵触情绪越来越激烈 , 使监测工作起来越难开展 , 管

理部门的威信越来越差。

1.4　生产环境恶劣 , 缺乏必要的防护措施

私营企业短期行为明显 , 车间环境多存在窄 、 暗 、 通风

不良 、 工艺布局不合理等问题 , 对生产设备缺乏有效的防护

措施。调查表明 , 有防护用品的企业仅占调查总数的 32.1%,

及时发放个人防护用品的企业仅占调查总数的 27.9%, 而在

调查中发现部分企业采用的防护用品只是几台换气扇 , 而对

于投资较大的防护设施大多缺乏或不完善 , 发放的个人防护

用品也很少有人配带。

1.5　劳保待遇差 , 工人流动性大 , 体检无保障

私营企业 90%以上的工人都是雇佣的临时工 , 招工合同

中无医疗保障专款 , 工人体检费 、 医药费均需自理 , 因此工

人不愿体检 , 而私营企业又存在着投产快 、 转产快 、 停产快

的特点 , 招工 、 辞退频繁 , 这就给连贯性的健康监护工作造

成客观上的困难 , 特别是作业工人一经发现身体问题 , 或辞

职或被解雇而难以进一步追踪。

1.6　工人职业卫生知识匮乏 , 自我保护意识淡薄

私营企业的工人多数来自从农村 , 文化程度不高 , 素质

较差 , 对如何识别和预防职业危害茫然不知 , 缺乏自我保护

意识 , 工作中常违章操作 , 发放的个人防护用品也不能充分

利用 , 甚至将配备的防毒面具丢在一边 , 不知如何使用 , 往

往在发生了急性中毒后 , 才意识到职业危害的存在 , 而后悔

莫及。

1.7　政府投入少 , 职业卫生工作跟不上

私营企业厂址分散 , 行业复杂 , 转产快 , 业主更换频繁 ,

工人流动性大 , 接触职业危害因素种类繁多 , 而政府对劳动

卫生资源投入不足 , 相当部分劳动卫生机构设备简陋 , 人才

技术发展不平衡 , 监测项目不多 , 监督手段不够 , 难于应付

日趋扩展的职业卫生服务需求 , 另外 , 卫生监督监测人员少 ,

也导致了劳动卫生工作滞后 , 据调查各区县卫生防疫站职业

卫生监督监测人员平均未超过 10 人 , 而市劳动卫生监督监测

所职业卫生监督监测人员仅 30 人 , 在对国营 、 三资企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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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同时 , 就很难抽出人力去管理私营企业。

2　措施与对策

2.1　健全法规 , 尽早立法

应尽快制订和完善劳动卫生法规和标准 , 地方政府应对

私营企业制订相应的地方职业病防治法规 , 以加强对私营企

业的职业卫生监督执法力度 , 只有走法制管理道路 , 才能确

保私营企业劳动卫生工作顺利进行。

2.2　劳动与卫生部门分工协作 , 树立管理部门威信

卫生部门从预防医学的角度承担劳动卫生监督监测的职

能是必要的 , 也是可能的 , 而劳动部门主要职责应是安全管

理 , 只有充分发挥卫生部门在人才 、 技术 、 设备等方面的专

长 , 由卫生部门具体负责对工厂企业的监督监测和健康监护

业务 , 才能提供具有法律效力的监测数据和职业危害评价数

据 , 这样才会解决 “双重监测” 造成的工厂企业的抵触情绪 ,

同时也树立起了管理部门的威信。

2.3　实行发放 “许可证” 制度 , 强化 “三同时” 管理工作

私营企业生产规模大小不一 , 经营方式灵活多变 , 新建 、

改建 、 扩建工程多 , 但基本上没有实行工程动工审查和竣工

验收 , “三同时” 欠账多 , 职业中毒隐患难以发现和控制。因

此 , 各级政府应把职业病防治工作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发展的

总体规划 , 实行 “作业场所卫生许可证” 制度 , 通过办证 ,

把好企业的设计审查关和竣工验收关 , 从而减少职业危害因

素 , 降低职业危害程度。

2.4　成立 “职业病保险基金” , 解决健康损害问题

私营企业短期行为非常明显 , 而职业病又具有迟发效应 ,

待至发生职业病后 , 企业早已易主 , 使得患者索赔无门。 若

成立 “职业病保险基金” , 专款专用 , 就能够解决职业性疾患

的诊治与赔偿问题。

2.5　提高职防人员多方面素质 , 加强监测仪器的硬件建设

在扩大劳动卫生监督监测队伍的同时 , 更为迫切和更具

现实意义的是应在管理 、 技术 、 素质等软件方面进行充实和

提高 , 包括重视各类人才的培训和引进 , 尤其培养一批医学

与工程技术相结合的工程医学人员 , 做好科研攻关 、 技术引

进的组织和服务工作 , 推广符合私营企业特点的卫生防护措

施 , 这是解决人才技术不均衡的重要条件 , 同时投入资金配

置先进的监测仪器 , 是切实提高劳动卫生管理水平的必要条

件 , 只有人才技术发展均衡 , 才能应付日趋扩展的职业卫生

需求。

2.6　加强宣传 , 提高职工自我保护意识

加强职业卫生知识宣传 , 进行职业卫生和急救知识的培

训 , 同时给企业算中毒造成的经济损失账 , 以活生生的事实

说明搞好职防不仅对职工健康有益 , 而且对企业长久发展有

利 , 使企业负责人认识职业卫生工作的重要性 , 也让职工自

觉维护自身利益 , 自觉使用防护用品 , 不违章操作 , 职业卫

生知识宣传 , 是提高职工自我保护意识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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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探讨了三资企业劳动卫生管理的特殊性 , 详细介

绍了 “以卫生行政部门为执主体 , 授权专业卫生机构实行综

合监督执法” 的管理模式及所取得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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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三资企业的劳动卫生工作 , 采用什么样的管理模式进

行监督管理 , 一直是国内各地都在探讨的问题。 为此 , 我们

在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 , 对三资企业的劳动卫生管理模式进

行了探索。经过数年的实践 , 建立了“以卫生行政部门为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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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 , 授权专业卫生机构实行综合监督和推行目标管理的管

理模式。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 现报告如下。

1　基本情况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始建于 1984年 , 有 37 个国家和地区

计1 570家三资企业在开发区落户 , 其中注册的工业企业 704

家 , 已投产的企业 196 家 , 共有职工51 045人 , 接触各种职业

性有害因素者16 143人。建区以来 , 曾发生过急性中毒和中暑

等事故 , 已有慢性铅中毒发生。

2　三资企业劳动卫生管理中的主要问题

2.1　监督执法工作难以开展

建区初期 , 主管部门强调简化手续 , 建设项目不找卫生

部门参与审查 , 因而未履行 “三同时” 的预防性卫生监督手

续。有些三资企业法人代表和中方人员 , 多存在特殊感 , 对劳

动卫生监督回避搪塞 , 甚至拒绝监督员进行监督检查。此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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