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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探讨在现代企业中建立健全职业健康质量体系的

意义 、 基本内涵及要求 , 指出加入WTO 后 , 在现代企业缺席

建设中职业健康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发展方向 , 进一步阐

明以质量安全 、 环境无害化和职业健康作为战略手段 , 已成

为企业增强市场竞争力的决定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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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时代背景

企业制度是指以产权为基础和核心的企业组织制度和管

理制度。从世界范围来看 , 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 , 逐步

形成了 3 种基本企业制度:个人业主制 、 合伙制和公司 (法

人)制。后者产生于 16 世纪前后 (工业革命兴起时期), 而

现代企业制度 , 即现代公司制则诞生于 19 世纪末期。随着社

会经济技术的飞速发展 , 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 , 企业对其制度

改革在社会经济建设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工业革命时代

(16～ 20 世纪)建立了“以物为本”的企业制度的基本框架和内

容 ,但同时也带来了为发展经济而浪费资源 、破坏环境 , 导致公

害病和职业病 ,严重地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1] 。

为此 , 1983 年 11 月联合国成立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

(WECD), 旨在促进环境保护与经济协调发展。 1992 年又在巴

西召开了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 大会 (UNCED), 提出 《21 世

纪议程》 和可持续发展战略 , 包含当代与后代的需求 、 国家

主权 、 国际公平 、 自然资源 、 生态承载力 、 环境与发展相结

合等重要内容 , 极大地促进了现代经济体制改革。 20 世纪后

期 , 随着信息和通讯技术产业为主导的知识经济的出现 , 促

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2] 。 21 世纪人类社会开始迈向保护环

境 、 保障安全 、 改善生命质量 、 促进健康的知识经济时代 ,

建立 “以人为本” 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和核心内容。

此时 , 将形成 “人人参与计划 , 人人实施计划” 的目标管理

模式。

2　现代企业开展职业健康工作的目的和意义

职业健康 (occupational health)是指从事各类职业活动的

人群 (职业人群)不仅没有疾病和残疾 , 同时生理 、 心理和

社会适应能力处于完好的健康状态。它是研究职业有害 (或

有利)因素与机体的相互作用 ,对人体健康产生损害(或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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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条件和规律及其防治 (或促进)措施 , 以减少甚至消除职

业有害因素的不良作用 , 提高有利因素对健康的作用 , 保障

和促进职业人群健康为目的的一门综合性的新兴领域
[ 3]
。 在

现代企业开展职业健康工作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新趋势 , 是现

代企业制度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 其宗旨是为了预防和控制

工作场所职业健康危害 , 建立 “ 健康的工作场所 (healthy

workplace)” , 构筑抵御职业健康风险的社会保障体系 , 突出

“以人为本 、 综合进步 、 持续发展” 的目标 , 保障工作人员的

身心健康 ,促进社会经济持续 、健康 、有序 、协调 、全面发展[ 4] 。

3　我国职业健康发展阶段及面临的主要问题

3.1　我国职业健康发展阶段

我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 , 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

来 , 各级政府十分重视保护工人健康 , 将其纳入政府工作计

划和发展规划。 50 ～ 70 年代 , 主要开展 “工业卫生” 工作 ,

重点在工矿企业进行职业病危害调查 、 职业病诊断治疗 、 急

性职业中毒救治及其防制。 80 ～ 90 年代 , 主要开展劳动卫生

与职业病防治工作 , 服务领域扩大到包括农业 、 鱼牧养殖等

行业及乡镇企业在内的劳动环境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检测 、 评

价 、 有毒化学品的毒性鉴定检验 、 职业医学检查 、 职业病诊

断治疗 、 职业中毒突发事件应急救援预案及其防治。 国有企

业基本上建立了职业病防治机构及比较完善的相关制度 , 为

保证企业安全生产和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近几年

来 , 在北京 、 上海及东部沿海等经济较发达的地区 , 产业结

构发生了整体性 、 生机性 、 素质性的变化 , 高新技术产业和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迅速发展 , 对劳动者的文化 、 技术 、 健康

等素质有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脑力劳动和脑体劳动的比例逐

步大于体力劳动。劳动的目的不单纯是谋生的手段 , 而逐步

趋于保护与促进劳动者的健康 , 主要开展职业健康工作[ 4 ,5] 。

3.2　面临的主要问题

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和对外开放步伐的迅速

加快 , 企业的性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 外资企业 、 乡镇企业 、

私营企业和民营企业迅速增加。 制鞋 、 纺织 、 服装 、 冶炼 、

涂料 、 化工 、 皮革等劳动密集型及污染企业快速发展。应当

指出 , 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是正确的 , 也的确促进了我国的

社会繁荣和经济腾飞。但是 , 由于我国国家职业卫生法律法

规不健全 , 相应的职业卫生标准也不完善 , 更没有与市场经

济建设紧密联系和国际接轨。同时 , 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和

资质认证技术支撑服务机构 , 给我国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和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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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经济体制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6] 。如何尽快解决所面临

的问题 , 迎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挑战和发展机遇 , 是摆在

当前的重大课题。因此 , 应当全面了解职业健康与现代企业

制度的紧密联系 , 正确认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意义。

4　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是质量体系改革 , 发展趋势是建立健

全职业健康质量体系

4.1　现代企业制度质量体系的改革

随着经济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市场竞争日趋规范化 、 法制

化 , 经济全球化已成为当前世界最显著的时代特征:(1)商

品和服务的全球流通 , 加速了全球大部分地区自给自足的社

会经济形式解体。经济成本的优化选择形成了现代国际分工 ,

促进了金融和资本的国际一体化。 (2)超大型跨国公司在世

界范围内各领域中的贸易额已占全球贸易额的 50%。这些经

济实体将会对全球经济秩序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因此 , 当

前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推行和完善统一的国际经济市场规范和

国际通用的标准化质量体系。 1987 年颁布了 ISO—9000 (产品

质量管理体系);1996 年又推行了 ISO—140001 (环境质量管

理体系);在此基础上制定了 OHSMS18001 (职业健康与安全

管理体系), 后者可能成为 ISO—18000[ 4] 。按照党的十五大制

定的奋斗目标 , 我国要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 ,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为此 , 不仅要从形式上改革 , 建立董事

会领导 , 监事会监督 , 产权股份制 , 而且还必须从实质上改

革现有的质量体系 (过去只规定功能和形式质量标准), 按照

WTO规则 , 建立这 3 种质量体系 , 特别是 “安全 、 健康 、 环

保 (SHE)” 质量体系 , 最终的目标是建立综合或全质量体系。

4.2　职业健康质量体系的基本内涵及要求

近年来 , 英国提出职业健康安全质量体系 (BS8800), 并

逐步在欧盟成员国推行 , 之后 , 美国芝加哥大学发表了职业

健康质量体系 (QMSOH)。结合我国 《职业病防治法》 的有关

规定要求概括起来 , 职业健康质量体系的基本内涵包括:(1)

职业健康组织机构及其管理制度 、 系统和责任;(2)职业健

康标准体系及其执行情况;(3)职业卫生监督管理;(4)建

设项目职业健康危害预评价及其控制评价;(5)作业环境健

康危害因素监测 (检测)、 分类与评价;(6)岗前 、 定期和离

岗和应急情况时职业健康监护与评价;(7)卫生工程设施的

维护与保养及职业健康个体防护用品的配置;(8)工业原材

料毒性鉴定与安全性评价及处理 、 储藏 、 运输 、 包装等管理;

(9)职业健康教育 、 宣传 、 咨询 、 管理及信息网络;(10)职

业健康与职业伤害保险绩效审核与分析;(11)急性中毒突发

事件和职业健康应急救援预案;(12)职业健康档案管理等。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应当满足如下基本需要:(1)建立职

业健康质量保证体系 , 预防和控制工作场所 、 工作过程 、 工

作组织等职业健康危害因素;(2)贯彻落实职业健康质量方

针 , 向社会消费者和企业合作者表明职业健康质量工作原则;

(3)接受职业健康安全质量认证组织对本企业职业健康质量

体系进行认证 , 申请登记注册;(4)依照职业健康质量标准 ,

严格进行认证和工作场所 、 工作过程 、 工作组织质量考核 ,

公布自我评价结果。质量管理 、 环境管理和职业健康安全管

理将可以经济而有效地合并成一个全面的体系 , 进行共同评

价 , 期望得到最佳的协同利用 , 以构成现代企业全新的综合

质量体系。除了顾客之外 , 最终还是要令所有相关方都满意

才是企业和市场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5　现代经济制度改革与职业伤害保险新理念

发达国家和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实践证明 , 制定实施职业

健康质量体系 , 给现代企业制度注入了新的内涵。这充分体

现企业正确对待发展经济 , 自觉抵御职业风险的贡献能力。

同时 , 也产生了职业健康经济的新概念。 要让企业家认识到 ,

建立和发展现代企业 , 必须要增加生产成本合理投资。过去

那种片面强调 “纯生产成本 (劳动力和生产资料)” 的概念 ,

即所谓 “低投入 、 高产出” 的经营模式将一去不复返。面向

新世纪 , 按照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运行规则要求 , 用于职业健

康工作的支出应当纳入生产成本。它主要用于:(1)建设项

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和竣工验收控制评价;(2)工作环境有

害因素监测 、 职业性健康监护;(3)生产防护技术 (预防控

制不可替代的职业健康危害);(4)健康促进 (职业健康教

育 、 健康诊断 、 健康咨询 、 健康管理及建立健康的工作场所

———职业健康危害的预防管理策略);(5)职业伤害保险 (工

伤保险), 我国劳动与社会保障部正在制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

工伤保险条例》 , 所谓工伤保险 , 即职业伤害保险 , 是指企业

在生产 、 销售 、 经营过程中对所产生的职业健康危害 (或称

职业伤害 、 职业风险)的抵御支付能力。我国 《职业病防治

法》 规定 , 国家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工伤社会保险的管

理工作 , 制定收缴企业保险费用的种类及依据。 即将颁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伤保险条例》 把过去只支付给职业病患者

诊断 、 治疗 、 康复和必要的生活费用的被动管理 (相当于发

达国家的赔偿法), 改变为主动管理 , 主要包括:基础保险税

率 、 浮动税率和预防保险金。这些险种的分类和依据主要是

将企业自身承担低御职业健康危害能力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

突出表现为建立职业健康质量体系和服务能力的完善程度。

企业职业卫生组织机构状况 、 管理制度及其执行情况 、 建设

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及竣工验收评价资料 、 工作环境与个

体防护措施评定结果 , 将作为征收 (减)企业基础保险和预

防保险金的依据之一。定期环境有害因素监测 、 职业健康监

护和职业病及工伤发生率检查结果 , 将作为浮动税率的依据

之一。企业存在职业健康危害的种类和程度 , 与其建立的健

康质量体系 (职业伤害保险保障能力)有着密切的关系。 职

业健康质量体系建立和有效实施得越完善 , 职业健康危害的

预防控制就越好。因此 , 现代经济的发展 , 期望建立的是零

风险的企业 , 即符合 “SHE” 型的企业。

6　现代企业制度标准的探讨

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 《中共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 , 明确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

特征和核心内容:(1)产权清晰 、 政企分开。 (2)企业以其

全部法人财产 , 依法自主经营 、 自负盈亏 , 照章纳税 , 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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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者承担保值增值责任。 (3)投资者按照投入企业的资本享

有所有者的权益 (资产受益 、 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

利)。(4)企业按照市场需求组织生产经营 , 以提高劳动生产

率和经济效益为目的。 (5)建立科学的领导体制和组织管理

制度。组织形式实行公司制 , 管理模式上建立法人治理结构 ,

建立股东大会 、 董事会 、 监事会和经理层 , 通过公司章程确

定职权和责任 , 各司其职。 按照贸易技术壁垒规则 (WTO/

TBT)要求 , 各成员国在进行产品与技术贸易时 , 应当遵循

“ SHE” 协定 , 并将 SHE 视为强制性标准 , 与技术法规趋于一

致 , 是技术法规的组成部分。为此 , 我国应加快有效地采用

国际 “SHE” 标准 , 支持鼓励企业参与新产品 、 高新技术及其

产业的标准研制 , 特别是要重视和加强职业环境健康标准的

制定。WTO/TBT的最高目标是以国际标准或准则建立国际合

格的评定程序 , 争取一次检验 、 一次检查 、 一次收费 , 达到

一证在手 , 走遍全球的理想境界[ 5] 。为此 , 应当强调 , 建立

现代企业制度必须建立和完善综合质量管理体系和职业伤害

保障体系。(6)所谓综合质量管理体系 , 是指在生产 、 经营 、

销售过程中实施全面的质量管理系统 , 即建立产品质量管理

体系 、 环境质量管理体系和职业健康安全质量管理体系。 这

是一个全新的质量管理体系 , 作为企业除了保证生产 、 产品

性能质量以外 , 还应当包括 “ SHE” 质量的保证与控制管理。

其中职业健康安全质量体系是质量体系中的最重要组成部分

(即核心), 充分体现 “以人为本” 的可持续发展经济的特征。

7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 迫切需要搞好职业健康工作

现代企业制度的奋斗目标是适应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

化的国际市场经济体制 , 建立产权清晰 、 民主决策 、 科学管

理 、 法制文明 、 安全健康 、 环境保护的公司 (法人)制。 按

照可持续发展经济要求 , 社会 、 经济 、 资源 、 环境和人口应

当协调发展 , 尽可能减少和控制有毒有害作业 , 取缔污染企

业 , 把 “SHE” 标准体系作为评价一个产品 、 一个企业和一个

市场是否规范和能否准入的重要依据[ 7 ,8] 。因此 , 必须加强产

品质量保证 、 环境风险管理和安全健康评价等质量体系和职

业伤害保障体系建设 , 促进我国现代企业制度早日与国际接

轨 , 逐步满足人类对 “SHE” 产品及其市场的需求。当前日益

发展的信息产业 、 文化产业 、 创意产业 、 策划产业 、 生物医

药健康产业等给人类社会带来了现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 9]
。

为了迎接我国加入WTO 后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 在现代企

业制度建设中应当尽快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1)建立

符合国际市场经济体制的职业健康法律法规;(2)加速建立

职业健康质量标准体系;(3)逐步建立符合国际市场准则的

监督管理体系和资质认证的技术服务支撑机构;(4)积极开

创 “SHE” 产业 、 优质品牌和服务市场;(5)加强法制管理 ,

明确对企业职业健康的要求:能够提供 “ SHE” 的产品或服

务;能够使企业所有部门都注意安全生产 , 保护环境 , 保障

职业人群与公众健康;能够兼顾企业所有相关方 (如所有者 、

员工 、 顾客 、 社会)的合理利益。

全球化综合国力的竞争与经济上的压力迫使企业和市场

加倍努力 , 以改进企业和市场创造财富的一切过程的效率和

经济性。质量安全 、 环境无害化和职业健康作为战略手段 ,

已成为对一个企业和市场竞争能力起决定作用的要素[ 9] 。 实

践证明 , 搞好职业健康工作 , 有利于树立企业在社会与公众

的企业文化形象与文明声誉 , 有利于提高企业在市场中的生

存动力 、 竞争能力和发展潜力;有利于拓宽新的消费市场 ,

增加企业产品的高附加值 , 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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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全国职业心理与紧张学术会议在郑州召开

　　第一次全国职业心理与紧张学术会议于 2002 年 6月 17 日～ 21日在河南省郑州市召开 , 来自全国各省 、 市劳动卫生与职业病
防治机构 、 高等医学院校 、 企业和韩国的 50余位代表参加了会议。 有 10 位代表在会议上做了大会发言。会议邀请李德鸿研究
员 、 王生教授 、 余善法主任医师和叶平枝副教授分别就工作中的社会与心理问题 、 职业紧张研究应注意的问题 、 职业紧张研究
的方法学 、 职业紧张测量工具和职业心理与紧张研究中的信度与效度问题等做了专题讲座。

中华预防医学会劳动卫生与职业病分会秘书长黄金祥研究员主持了会议闭幕式 , 他对此次会议的会风表示满意 , 对河南省
职业病防治研究所对此次会议的成功召开所给予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 , 并对学组今后的发展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中华预防医学会劳动卫生与职业病分会职业心理与紧张学组

2002年 6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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