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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分析石家庄市 2005— 2008年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

评价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发现石家庄市的建设项目职业病危

害预评价率为 19.4%, 竣工验收率为 14.9%。石家庄市建设

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率和竣工验收率偏低。建议落实建设

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政府招投标制 , 把好建设项目立项审批

关 , 确立政府 、 用人单位和群众监督三方协调机制 , 加强职

业卫生技术服务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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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客观地了解石家庄市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工

作现状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 有针对性地加强建设项目职业

病危害评价工作 , 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和对策 , 探讨职业

病前期预防的有效途径和可行措施 , 我们对辖区范围内

2005— 2008年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新建 、 扩建 、 改建建设

项目和技术改造 、 技术引进项目开展职业病危害评价及卫生

审核情况进行了调查 , 并探索研究了在卫生监督体制改革 、

监督与技术服务分离 、 国家职业病防治监管职能调整等新形

势下 ,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工作的特点及对策。

1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工作现状

1.1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行业分布

据 2005 ～ 2008年石家庄市项目投资立项资料统计 , 全市

有职业病危害的建设项目 216家 , 其中国有企业 65家 , 股份

制企业 89家 , 民营企业 56家 , 合资企业 6家。涉及制药 、 机

械 、 化工 、 纺织 、 电力 、 电子 、 冶炼 、 造纸 、 皮革及烟草等

10多个行业。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有 30余种 , 其中粉尘 6

种 , 毒物 20余种 , 物理因素 4种 。职业病危害因素行业分布

特点:电力 、 机械 、 冶炼以粉尘危害为主;化工 、 造纸 、 医

药 、 皮革等行业以化学毒物危害为主;纺织以生产性噪声危

害为主 [ 1] 。

1.2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工作现状

2005— 2008年石家庄市共有 216家存在职业病危害的建

设项目 , 其中进行职业病危害预评价的项目 42家 , 进行职业

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的项目 30家。国家及省级 (多数为国有

控股企业)建设项目的预评价及竣工验收率最高 , 市级项目

预评价及竣工验收率次之 , 而县级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工作

均未开展。具体结果见表 1。

表 1　2005— 2008年石家庄市建设项目职业病

危害评价工作现状

项目

级别

应预评

价项目

实际预评

价项目

预评价

率(%)

应控评

项目

实际控

评项目

竣工验收

率 (%)

国家级 7 7 100 　6 4 66.7

省级 22 12 54.5 19 10 55.6

市级 135 23 17.0 128 16 13.0

县级 52 0 0 48 　 0 0

合计 216 42 19.4 201 30 14.9

1.3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机构现状

2005年 , 石家庄市仅有 1家取得河北省卫生厅建设项目

评价乙级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该机构为独立的职

业病防治院 , 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人员 56人 , 其中 13人取

得国家 CDC颁发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资质证书。该院中心实

验室配有原子吸收仪 、 气相色谱仪 、 液相色谱仪等大型仪器

设备和较先进的实验室设施 , 有 50多台采样仪器及设备 , 每

年完成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不少于 15项。据卫生部 2005

年对全国 341家乙级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检查 , 开展建设

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 2 443项 , 平均每家机构 7项。 可见 , 石

家庄市的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前期预防情况优于全国平均水

平。 2008年 , 石家庄市已有 3家评价机构 , 职业卫生技术服

务机构及专业技术队伍不断壮大 , 职业病危害评价工作逐渐

加强。

2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工作存在的问题

2.1　建设项目立项审批权限部门监督管理缺失

《职业病防治法》 第十五条规定 , 未提交预评价报告或者

预评价报告未经卫生行政部门审核同意的 , 有关部门不得批

准该建设项目。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 拥有建设项目立项审批

权限的部门 , 如计划行政部门等均应遵守 《职业病防治法》

相关条款的规定 , 履行监管职责。 调查发现 , 石家庄市

2005— 2008年建设项目预评价率 19.4%。但是 , 所有建设项

目均取得了政府立项批文。建设项目立项审批权限部门的监

管缺失 , 造成职业病防治的前期预防及源头治理首个关口有

法不依 、 执法不严 、 违法不究 , 使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

工作受到巨大影响。

2.2　一些地方政府重视经济发展 , 忽视职业病防治工作

调查发现 , 一些地方政府没有树立正确的科学发展观 ,

只片面强调快速发展地方经济 , 开通招商引资 、 兴办企业绿

色通道 , 致使一些工业企业建设项目未经职业病危害评价及

卫生行政部门审核批准擅自开工建设 , 甚至有的建设项目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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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政府有关部门审核批准先行建设 , 以及先建设后治理的

现象在一些地区严重存在 , 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更为突出。

造成行政干预建设项目卫生审核 、 卫生审查 、 竣工验收等卫

生行政执法的问题时有发生。

2.3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呈现为建设单位 “过关”, 不

为政府 “把关” 的趋势

目前 , 石家庄市有 3家取得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

构。其中有地方财政全额 、 差额拨款的卫生事业单位 , 有隶

属于企业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由于其原有机构事业经费或

业务经费来源不同 、 数额不等 , 单位性质不同 , 其基础设施

和工作条件相差甚远。 因此 , 在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中 ,

不同程度存在着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服务理念 , 导致了个

别机构紧盯项目建设单位的钱袋子 , 顺从建设单位的意愿 ,

把公平公正 、 客观真实的独立评价原则变成了为建设单位

“过关” 的 “合理性” 论证。

3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的建议和对策

3.1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实行政府招投标机制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实行政府招投标机制 , 首先要

求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建设项目的建设单位 , 预留或设立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专项资金;其次 , 政府行政审批部

门对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建设项目 , 统一征收建设单位建

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费 , 上交卫生行政部门;有资质 、 有

能力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到卫生行政部门竞标;竞标之

后 , 卫生行政部门再 “采购 ” 他们的成果。这样 , 由于招投

标的 “甲方” 变成了政府 , “乙方” 即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

机构” 所提交的报告对政府负责而不是对企业负责。因此 ,

一定程度上可扭转职业病危害评价为企业 “过关” 不为政府

“把关” 的现状。

3.2　关口前移 , 把好建设项目立项审批关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势下 ,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

评价及其卫生审核作为建设项目立项审批的前置条件之一 ,

是做好职业病防治前期预防工作的关键。 因此 , 政府建设项

目立项审批权限部门 , 应当基于 《职业病防治法》 第二章前

期预防的法律责任 , 在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建设项目立项

审批阶段 , 认真履行 《职业病防治法 》 规定的职责 , 索要建

设单位有关该建设项目卫生行政部门卫生审核批复 , 若不能

提供卫生审核批复 , 则不予立项审批。只有认真贯彻执行

《职业病防治法》 有关规定 , 才能为保障广大劳动者的身心健

康认真 “把关” , 才能把好建设项目立项审批的第一个关口。

3.3　确立职业卫生综合管理的三方协调机制 [ 2]

我国 《职业病防治法》 及其有关法律 、 法规明确提出了

“国家实行职业卫生监督制度” , 并授权各级人民政府卫生行

政部门及相关部门在职业病防治工作中负责监督管理工作;

确立了用人单位贯彻落实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的

主体职责;明确了企业工会组织和劳动代表的群众监督权利。

因此 , 建立职业卫生综合管理的三方协调机制于法有据 , 实

践可行。同时 , 应当充分发挥行业管理协会或集团总公司的

管理 、 组织 、 协调作用 , 在建设项目总体竣工验收时 , 索取

地方政府有关卫生方面的专项批复 , 促使建设单位主动履行

国家职业卫生法律法规。

3.4　加强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的能力建设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市场是开放的市场。各级政府应当在

加强对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监督检查的同时 , 倡导机构合

法经营 , 公平竞争;鼓励有能力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依

法 、 依规做大做强 , 以满足日益增长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需

求;努力做好政府建设项目审核批准部门的技术支撑 , 为从

源头治理职业病危害 , 保障劳动者生命健康提供优质高效的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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