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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 , 抽取造船 、 集装箱制造 、

箱包制鞋等行业 , 以问卷方式调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

防治法》 实施以来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防治情况 , 外来务工

人员的职业病危害接触现况 、 职业健康监护以及职业病发病

情况 , 并与本市户籍劳动者的上述情况进行比较。调查发现 ,

外来务工人员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比例明显高于本市户籍

的劳动者 , 职业健康监护率明显低于本市户籍劳动者。外来

务工人员的岗前体检比例相对较高 , 在岗体检较少;接触化

学因素的体检比例较高 , 接触粉尘的体检比例最低。 外来务

工人员急性中毒和尘肺发病数超过本市劳动者 , 其发病工龄

明显小于本市劳动者。外来务工人员医疗费用为自费的比例

较高 , 医疗费用报销的主要途径是社会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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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 全国重大职业病危害事件大多与外来务工人员有

关。职业病危害不仅严重损害了劳动者健康, 给用人单位带来巨

大经济损失, 也给当地政府形象造成不良影响, 甚至成为社会的

不安定因素[ 1, 2] 。目前 , 以户籍人口为主要劳动力资源的格局已

经改变 , 据上海市统计局调查报告显示 , 上海外来就业人口规

模已达 375.09 万人, 占全市就业人口的 39.5%, 而职业病危害

较严重的制造业和建筑业就业人数分别为127.16万和 74.27 万 ,

预计未来几年, 上海外来劳动力将达到 500 万 , 成为外来劳动

力主要的输入地之一。近年来上海市每年职业病发病 600 ～ 700

例, 外来务工人员的职业健康应该引起关注, 其职业健康问题

亟待研究和探讨。本文主要对外来务工人员的职业健康监护及

职业病发病进行一些探讨 , 目的在于逐步建立和制定外来务工

人员输入地区相应的监督管理规范及职业卫生服务模式。

1　资料来源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全市的职业健康检查资料来自于各职业健康检查机构的

年报表;5 个区县的职业病发病资料来自于职业病报告的统计

分析;造船 、 集装箱 、 箱包和制鞋等行业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接触情况及职业健康监护资料来自于本次调查。

1.2　方法

本项目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 , 从本市 10 个边缘区县中抽

取了 5个区县中的造船 、 集装箱制造 、 箱包制鞋等行业 , 以

问卷方式调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实施 3 年

(2002～ 2004 年)以来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防治情况 , 外来务

工人员的职业病危害接触现况 , 职业健康监护以及职业病发

病情况 , 与本市户籍劳动者的以上情况进行比较。资料采用

Epidata3.2数据库和 SPSS10.0 软件统计。

2　结果

在随机抽取的 31家用人单位中 , 共对4 740人进行了问卷

调查 , 问卷调查人员中本市户籍劳动者与外来务工人员的比

例约为 1∶2.3。

2.1　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情况

从表 1可见 , 3种行业中本市户籍劳动者接触职业病危害

因素的比例是 27.4%, 而外来务工人员接害比例为 47.9%,

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 1　上海市部分行业外来务工人员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情况

行业
劳动者总数

本市 外来

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人数

本市 (%) 外来 (%)

集装箱 1 955 2 371 883 (45.2) 1 683 (71.0)

箱包制鞋 3 239 4 366 527 (16.3) 1 180 (27.0)
造船 12 357 5 419 3 402 (27.5) 2 964 (54.7)

合计 17 551 12 156 4 812 (27.4) 5 827 (47.9)

　　χ2=1 315.2 , P<0.01

2.2　职业健康监护情况

本市户籍劳动者与外来务工人员接受职业健康监护的比

例是 3.6∶1 (表 2), 本市户籍劳动者职业健康监护率 3年来均

超过 90%, 而外来务工人员的职业健康监护率 2002 年仅为

60.6%、 2003年上升为 83.9%、 2004年才达到 90.3%(表 3)。

从表 2 可发现 , 外来务工人员的岗前体检比例相对较高 , 在

岗体检较少;接触化学因素的体检比例较高 , 接触粉尘的体

检比例最低。

表 2　上海市2004年外来务工人员职业健康监护情况

项目 总数 本市户籍劳动者 外来务工人员 比

体检人数 258 146 201 739 56 407 3.6∶1

企业类型

　公有制企业 164 630 124 010 40 620 3.1∶1

　非公有制企业 93 496 79 889 13 607 5.9∶1
体检时间

　岗前 30 286 16 303 13 983 1.2∶1
　岗间 225 052 185 784 39 268 4.7∶1

　离岗 2 808 1 832 976 1.9∶1

职业病危害因素

　粉尘 68 438 63 098 5 340 11.8∶1

　化学因素 110 672 77 203 33 469 2.3∶1
　物理因素 71 061 55 643 15 418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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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上海市2002 ～ 2004年部分行业外来务工人员职业健康监护情况

行业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本市 外来 本市 外来 本市 外来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 人数 %人数 %

集装箱 546 61.8 332 19.7 657 74.4 1 260 74.8 629 71.2 1 443 85.7

箱包制鞋 491 93.2 652 53.0 508 96.4 986 83.6 521 98.9 920 78.0

造船 3 400 99.9 2 549 86.0 3 398 99.9 2 746 92.6 3 402 100 2 904 97.9

合计 4 437 92.2 3 533 60.6 4 563 94.8 4 992 83.9 4 552 94.6 5 267 90.3

χ2=1 398.2　P<0.01 χ2=314.9　P<0.01　　　　　　　 χ2=65.6　P<0.01

2.3　职业病发病及工伤情况

根据所调查区县职业病发病统计 , 外来务工人员发病数

超过本市劳动者的职业病有急性中毒和尘肺 , 而职业性耳鼻

喉口腔疾病没有诊断病例 (表 4)。3 年来外来务工人员的急性

中毒发生人数均比本市劳动者多 , 而尘肺主要是 2002 年发生

人数较多。从表 5可见 , 急性中毒发病工龄<1 年的外来务工

人员占 55.3%, 本市劳动者则占 23.5%;尘肺发病工龄<15

年的 , 外来务工人员占 78.8%, 本市劳动者则占 34.7%, 以

上两种职业病外来务工人员发病工龄明显小于本市劳动者。

可能与外来务工人员的受教育 (文化)程度 、 自我保护意识

以及是否接受上岗前培训有关[ 3] 。

表 4　2002～ 2004年部分区县外来务工

人员职业病发生数 例

职业病种类
2002年

本市 外来

2003年

本市 外来

20004年

本市 外来

合计

本市 外来

急性中毒 15 22 4 7 15 18 34 47

慢性中毒 11 3 15 18 8 11 34 32

尘肺 16 51 11 2 22 13 49 66

物理因素所致职业病 5 2 5 4 1 0 11 6

职业性皮肤病 44 41 37 29 65 48 146 118

职业性眼病 41 20 17 16 53 23 111 59

职业性耳鼻喉 5 0 3 0 25 0 33 0

口腔疾病

其他职业病 0 0 0 0 1 0 1 0

合计 137 139 92 76 190 113 419 328

表 5　2002～ 2004年部分区县外来务工

人员职业病发病工龄分析

职业病种类
专业工龄 (年)

<1 1 2 3 5 10 15 ≥20
合计

急性中毒 本市 8 6 2 4 3 4 1 6 34

外来 26 8 2 8 3 0 0 0 47

尘肺 本市 0 1 1 1 7 7 5 27 49

外来 0 0 0 5 18 29 9 6 67

　　表 6为 3 种行业外来务工人员工伤调查情况 , 本市劳动者

与外来务工人员工伤发生率差别无统计学意义 , 该现象可能

与外来务工人员的工伤漏报有关 , 具体原因值得进一步探讨。

表 6　上海市2002～ 2004年部分行业外来务工人员工伤情况

工伤情况
外来

人数 %

本市

人数 　%

有 251 7.6 135 9.4

无 3 055 92.4 1 299 90.6

合计 3 306 100 1 434 100

　　χ2=1.92 , P>0.01

2.4　医疗费用来源情况

由表7可见, 外来务工人员医疗费用为自费的比例高于本市

劳动者 , 而 “全部报销” 的比例低于本市劳动者, 差别有统计学

意义。外来务工人员医疗费用报销的主要途径是社会保险 , 而本

市劳动者医疗费用报销主要依靠其所在的单位 (表 8)。

表 7　上海市2002～ 2004年部分行业外来

务工人员医疗费用来源情况

费用来源
外来

人数 %

本市

人数 %

自费 1 204 36.4 303 21.1

部分报销 1 875 56.7 984 68.6

全部报销 227 6.9 147 10.1

合计 3 306 100.0 1 434 100.0

　　χ2=45.03 , P<0.01

表 8　上海市2002～ 2004年部分行业外来

务工人员医疗费用报销途径

报销途径
外来

　人数 　%

本市

　人数 %

单位 918 27.8 774 54.1

社会保险 2 160 65.3 456 31.7

其他途径 228 6.9 204 14.3

合计 3 306 100.0 1 434 100.0

　　χ2=197.85 , P<0.01

3　讨论

3.1　本次调查发现 , 外来务工人员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比

例明显高于本市户籍的劳动者 , 职业健康监护率明显低于本

市户籍劳动者。外来务工人员的职业卫生状况应该受到重视 ,

有关政府部门应该以外来务工人员的职业健康监护作为工作

的切入点 , 把外来务工人员的职业卫生管理列入日常管理工

作中 , 并且制定出长效管理制度。 各级职业卫生服务机构也

应该规范服务行为 , 提高服务水平和能力 , 确保外来务工人

员享受到同等的职业卫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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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外来务工人员医疗费用为自费的比例高于本市劳动者 ,

医疗费用报销的主要途径是社会保险。提示外来务工人员的

职业卫生服务支付可能主要来自社会的各种保险 , 尽管 《职

业病防治法》 中已明确了用人单位在职业病防治中的职责 ,

但在具体履行时还有许多操作形式的问题 , 是否可探讨用

“职业病防治保险” 的形式 , 保证劳动者获得职业健康监护 、

职业病诊治和康复 、 配备个人防护用品 、 知晓作业场所职业

病危害因素的浓度或强度以及获得教育和培训的权利等。

3.3　为切实保障外来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 , 满足其在职业卫

生服务方面的需求 , 各级政府卫生监督部门应当加强对企业

职业卫生工作的监督检查 , 督促企业开展职业病相关知识培

训 、 完善职业危害检测和职业健康检查工作 , 同时 , 积极倡

导输出地的劳务输出机构将职业安全卫生知识作为劳务输出

前的培训内容之一 , 以增强外出民工的自我保护意识。

3.4　政府需进一步加大对职业病防治机构和职业卫生服务机

构的投入 , 重点建设基层职业病防治机构 , 合理调配职业卫

生资源。职业病防治机构应当为用人单位和劳动者 (尤其是

农民工)提供基本的职业卫生服务。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在开

展职业健康检查过程中如发现农民工有严重健康损害或职业

病时应当及时向受检者本人及当地卫生监督部门报告。

总之 , 本文提出以外来务工人员基本信息为基础 , 以严

格按照 《职业病防治法》 开展职业健康监护作为切入点 , 呼

吁建立和完善外来务工人员职业健康监护工作长效管理机制 ,

寻求保障广大民工合法权益的措施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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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船舶制造 、 集装箱制造 、 机械加工 、 制鞋 、 电

子 、 轻工 、 化工等行业 541 家用人单位职业卫生服务和健康

监护工作状况进行调查 , 其中有农民工用人单位 431 家。 调

查显示农民工职业健康体检率低 , 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已成为

职业病高危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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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人数已超过 2 亿 , 其中

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已成为职业病高危人群。为掌握本市农民

工用人单位职业卫生服务和健康监护工作状况 , 为更好地开

展农民工职业卫生服务提供依据 , 切实保障广大农民工的健

康和生命权益 , 我们于 2005 年 9 月对用人单位农民工职业卫

生服务和健康监护工作进行了调查 , 现报告如下。

1　对象

本次共调查用人单位 541 家 , 其中农民工用人单位 431

家 , 涉及船舶制造 、 集装箱制造 、 机械加工 、 制鞋 、 电子 、

轻工 、 化工及其他等行业。

2　结果

2.1　不同行业用人单位职业危害申报 、 卫生检测 、 卫生培

训 、 个人防护用品 、 卫生防护设施调查结果

由表 1 可知 , 541 家用人单位中 , 进行职业病危害申报

429 家 , 申报率较高的行业为集装箱制造 、 制鞋 (100%), 其

次为机械加工 (98%), 轻工行业最低 (64%);进行职业卫

生培训 366 家 , 集装箱制造和化工行业职业卫生培训较好 ,

分别达 100%;在醒目位置采用职业危害警示标识的 292 家 ,

船舶制造和集装箱制造企业告知率达 100%, 其他行业警示标

识张贴比例相对较低 (50%左右)。

职业危害因素检测率很低 , 仅为 65%, 其中制鞋行业检

测率最高 (97%), 其次为船舶制造 (92%), 集装箱制造业

则没有对作业场所职业危害因素进行检测;已进行检测的作

业点中 , 检测点合格率以电子 、 轻工行业最高 (100%)。

各行业对卫生防护设施的配备使用率普遍较高 , 职业卫

生防护设施配备率为 95%, 有效率为 98%, 机械加工 、 电子

行业的个别用人单位的防护设施无效;个人防护用品包括防

尘 (毒)口罩 、 耳塞 、 护耳器等 , 各行业针对不同的危害因

素为接害人员提供了相应的防护用品 , 但因使用 、 维护不当 、

工人嫌麻烦等原因 , 造成配备率较高而使用率相对较低。

2.2　不同行业用人单位职业性健康检查情况

表2 可见 , 在 541家用人单位中 , 建立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的仅为 46%。接害农民工人数为25 883人 , 主要分布在船舶制

造 、 机械加工 、 电子等行业 , 农民工上岗前体检率为 43.5%,

在岗体检率 50.6%, 离岗体检率仅为 10.5%。除制鞋业对接

害人员体检工作开展得较好外 , 其他被调查的农民工用人单

位对接害人员的职业性健康体检率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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