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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不同经济类型企业职业卫生状况调查比较表明 ,

国有企业职业卫生状况优于其他经济类型企业 , 乡镇和私有

企业相对滞后。提示要加强职业卫生防治机构建设和职业卫

生宣传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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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对 《职业病防治法》 的实施提供信息支持 , 我们对

97 家国有 (20 家)、 集体 (20 家)、 乡镇 (14 家)、 私有 (18

家)、 股份 (15家)、 外资 (10 家)6 种经济类型企业的 2001

年职业卫生状况进行了调查比较 , 现报告如下。

1　职业卫生状况

我们从职业卫生管理机构设置及管理制度建立 、 医疗卫

生机构设置和专业卫生人员配备 、 职业卫生资料建档 、 接触

职业病危害因素人员健康检查和培训 、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

因素检测 、 防护设施和防护用品配备 6个方面调查了 6种经济

类型企业的职业卫生管理情况。

职业卫生管理机构设置率最高的为国有企业 , 为 90%,

其中60%设置在企业的安全技术部门 , 其他的设置在安防 、

企管 、 综合 、 厂办 、 厂工会 、 总务 、 行政 、 安全监察 、 安全

环保 、 劳资人事 、 职工医院等部门。 设置率最低的为私有和

乡镇企业 , 分别为 16.67%和 28.57%。国有和集体企业职业

卫生管理制度比较健全 , 有分管领导 、 责任部门和相应管理

制度;股份和外资企业比较重视法制建设 , 多数有责任部门

和责任人 , 但管理制度不够健全;乡镇和私有企业在这方面

几乎为 0。国有企业均设置了医疗卫生机构 , 其中大 、 中型企

业多为职工医院或卫生所 , 小型企业为医务室 , 配备职业卫

生人员 1 ～ 3 人 , 学历层次多为中专 、 大专和大学本科毕业;

集体 、 乡镇和股份企业医疗卫生机构设置率较低 , 分别为

20%、 14.29%和 6.67%;个体和外资企业未设置医疗卫生机

构。在职业卫生资料建档方面 , 国有和集体企业建档率为

58.19%和 37.20%, 主要建立了职工健康监护档案 、 职业病危

害因素监测 、 职业病人登记 、 职工死亡登记及肿瘤发病登记

等职业卫生资料档案;而其他类型企业几乎无此类资料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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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企业接触职业病危害人员健康检查率最高, 为应检人数的

22%,外资企业 15%,国有企业 14%, 股份企业 7.31%,乡镇和私

有企业为0。国有企业职业卫生法规和知识培训率最高 , 为应培

训人数的31%, 集体企业 25.52%, 乡镇企业为 15.15%,外资企业

为 12%,个体和股份企业几乎为 0。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方面,

国有企业检测率最高为应测点的 52.32%, 股份企业 26.60%, 集

体和乡镇企业分别为 13.59%和 8.05%,个体和外资企业未开展

监测工作。国有企业均配备有防护设施和防护用品 , 但设备多老

化 ,其中 5 家企业进行了防护设施改造 , 外资企业防护设施和防

护用品配备比较齐全 ,乡镇和私有企业的配备较差 ,分别占企业

数的 28.57%和 22.22%。

2　总结

2.1　国有企业无论在职业卫生管理还是经常性工作开展方面

均优于其他经济类型企业 ,仍是《职业病防治法》贯彻实施的中坚

力量。但随着改革的深入 ,如何在企业性质和经营项目改变的情

况下 ,加强职业卫生工作值得高度重视。其次 ,医疗卫生机构与

企业分离, 被逐步推向社会 ,企业的职业卫生专业人员将随之而

离去 ,如何保留这部分力量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2.2　乡镇和私有企业职业卫生工作相对滞后 , 且企业分散行

业复杂 , 管理难度大 , 是今后职业卫生监督监测的重点。 我

们认为 , 造成乡镇和私有企业现状的原因主要是企业领导对

职业病防治认识不足 , 重视经济效益 , 把职业卫生工作看成

企业负担 , 尤其是企业经济滑坡时不能兼顾 , 甚至抵制。 因

此 , 必须运用法律程序 , 强化乡镇和私有企业职业卫生工作 ,

扭转目前这种消极对待局面。

2.3　本次调查中注意到 , 职业卫生管理机构名称众多 , 设置

不统一。我们认为职业卫生管理机构设在安技部门比较妥当 ,

设在其他部门尤其是医疗机构内是否合适有待进一步探讨。

2.4　加强职业卫生监督执法。职业病防治是一项社会工程 , 但

具体工作主要是靠用人单位和职业病防治机构去完成。《职业病

防治法》的颁布实施 ,这种责任更加明晰。因此, 要提高工作场所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率和劳动者健康体检率 , 首先要在人员 、设

备上加强职业病防治机构建设 ,使其不断适应职业病防治工作开

展的需要;其次要通过对劳动者尤其是企业负责人的职业病防治

法的宣传培训。提高依法办事的意识;此外要抓好职业卫生资料

档案建立等基础性工作, 开发职业卫生管理软件 ,及时准确地为

政府有关部门制订职业病防治长远规划和宏观决策提供信息支

持 ,从而引起全社会对职业病防治工作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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