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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 (以下简称开发区)经过二十几年

发展 , 取得了巨大成就。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 招商引资力

度的加大 , 世界各地企业纷纷投资落户 , 这也必然会输入各

种各样的职业危害。同时作为大量农民工集聚地 , 劳动力的

不断涌入 , 应该引起我们对职业病危害形势的高度重视。职

业病危害不仅影响从业者的切身利益 , 也关系到经济发展 、

社会稳定。为全面了解我区职业病防治的整体情况 , 进一步

深入细致的掌握区内企业职业危害现况 , 保护劳动者健康及

其相关权益 , 探索和建立我区职业病防治工作长效机制 , 我

区于 2008年 , 对辖区范围内的工业企业职业病防治情况进行

了全面调查。现就调查情况进行分析研究 , 并针对存在的问

题提出防治对策 , 为政府制定职业病防治规划提供参考依据。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开发区内各类型企业 555家。

1.2　方法

采用编制统一的调查表 , 内容包括行业 、 生产工艺 、 原

辅料 、 危害因素 、 接触人数 、 检测企业数 、 查体企业数等。

调查采用拉网式逐厂专人现场调查 、 询问企业相关负责人等

方式进行 [ 1] 。

1.3　统计分析

用 Excel建立数据库 , 用构成比和率以及 1997年与 2008

年两次危害现状调查情况比较的方法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

在一年多的时间中 , 我们共调查了 555家工业企业 , 在

排除非生产性企业以及已停产企业后确定我区存在职业病危

害的工业企业共 380家。

2.1　存在职业病危害企业的基本信息情况

2.1.1　行业分布　轻工 、 电子 、 机械 、 化工 、 医药行业占存

在职业病危害企业数的 74.3%, 这些行业均是开发区的支柱

产业 , 同时也是存在职业病危害较多的行业。详见表 1。

2.1.2　经济类型分布　企业经济类型以外商独资企业为主 ,

共 145家 ,占 38.2%;中外合资 、合作企业 87家 , 占 22.9%,

表 1　存在职业病危害企业的行业分布情况

行业 企业数 百分比 (%) 行业 企业数 百分比 (%)

轻工 81 21.3 交通 11 2.9

电子 80 21.1 纺织 8 2.1

机械 57 15.0 有金色属 5 1.3

其他 43 11.3 冶金 4 1.1

化工 42 11.1 回收加工业 2 0.5

医药 22 5.8 矿产 1 0.3

电力 12 3.2 石化工业 1 0.3

建材 11 2.9 合计 380 100

港澳台企业 53家 , 占 13.9%;私营独资 、 有限股份责任公司

34家 , 占 8.9%;国有企业 31家 , 占 8.2%;外商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 16家 , 占 4.2%;集体联营股份有限公司 4家 ,

占 1.1%。

2.1.3　企业建立时间　2000年之后建立 250家 , 占 65.8%;

上世纪 90年代建立 105家 , 占 27.6%;上世纪 90年代之前

建厂 25家 , 占 6.6%。从企业的建立时间来看 , 我区现有存

在职业病危害的企业以 2000年以后建立的为主。这说明我区

虽然有着巨大的吸引投资的优势和实力 , 企业数量增长快 ,

但职业病防治的形势不容乐观。

2.1.4　企业规模　 300人以下企业为 265家 , 占 69.8%;

300 ～ 2 000人中型企业为 97家 , 占 25.5%;2 000人以上大型

企业为 18家 , 占 4.7%。从企业规模看 , 开发区企业以 300

人以下的小型企业为主 , 大型企业所占比重较轻。

2.1.5　区域分布情况　东区调查 358家企业 , 存在职业病危

害的有 261家 , 占 72%;西区调查 74家企业 , 存在职业病危

害的有 29家 , 占 39%;西青微电子小区调查 54家企业 , 存

在职业病危害的有 39家 , 占 72%;汉沽现代产业区调查 40

家企业 , 存在职业病危害的有 31家 , 占 76%;武清逸仙园区

调查 34家企业 , 存在职业病危害的有 20家 , 占 59%。从区

域分布看 , 西区存在职业病危害企业的比例最低 , 与西区为

近年开发 , 在招商引资和项目摆放上的决策有直接关系。其

他区域差别不显著。

2.2　职业病危害现状

2.2.1　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接触人数　380家企业的职工总人

数为 161 821人 , 其中生产工人为 120 219人 , 接触职业病危害

因素人数共为 26 085人 (占职工总数的 16.1%), 女工为

9 487人。其中接触粉尘人数为 5 999人 , 接触有毒物质人数为

9 913人 , 接触物理因素人数为 10 173人。

2.2.2　企业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情况　存在职业病危害

因素的 380家企业中 , 近两年委托有资质的机构进行过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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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危害因素检测的有 195家 , 占 51%;未进行过职业病危害

因素检测的有 185家 , 占 49%。检测的 195家企业中 , 噪声

超标 8家 , 粉尘超标 12家 , 苯系物超标 3家。

2.2.3　企业进行职业健康检查情况　存在职业病危害因素的

380家企业中 , 近两年委托有资质的机构进行过职业健康检查

的有 220家 , 占 57.9%;发现职业病病人 3例 , 其中 1例噪

声聋 , 2例尘肺病。 3名职业病病人均为原老企业工人 , 企业

经过合资 、 转制 , 带入现在企业 , 而非因在现企业工作所致。

2.2.4　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的配备情况　有 304家设置了防

护设施 , 占 80%;未设置防护设施的有 76家 , 占 20%。

2.2.5　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种类及分布　380家企业中存在职

业病危害因素种类共 62种 , 按接触企业数排名前十位的职业

病危害因素是噪声 、 粉尘 、 苯 、 甲苯 、 二甲苯 、 高温 、 铅 、

异丙醇 、 甲醇 、 锰及其化合物 , 详见表 2。

表 2　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种类及分布

危害因素 企业数 危害因素 企业数

粉尘 159

二甲苯 49

甲苯 39

苯 32

高温 37

铅 21

异丙醇 14

甲醇 12

臭氧 11

硫酸 11

锰及其化合物 11

丙酮 10

甲醛 10

氨 9

硫化氢 8

X-射线 7

氮氧化物 6

锡 (二氧化锡) 6

苯酚 5

苯乙烯 5

正己烷 5

丁酮 4

一氧化碳 4

磷酸 3

氢氧化钠 3

乙酸丁酯 3

紫外线 3

二甲基甲酰胺 2

二氯甲烷 2

二氧化硫 2

铬 2

过氧化氢 2

环己酮 2

环氧乙烷 2

激光 2

甲基丙烯酸甲酯 2

磷及其化合物 2

镍 2

氢氟酸 2

铜烟 2

硝酸 2

乙二醇 2

乙酸 2

丙烯 1

丙烯酸酯 1

电焊弧光 1

丁烷 1

二氯丙烷 1

二异氰酸甲苯酯 1

氟 1

镉 1

工频电场 1

环氧氯丙烷 1

甲酚 1

甲酸 1

氯化氢 1

氯乙烯 1

萘 、 二萘酚 1

三氯甲苯 1

戊烷 1

乙酸异戊酯 1

噪声 250

本次调查还发现 , 有 215家企业为多种职业病危害因素

并存 , 多因素联合作用要远大于单一危害因素对工人健康的

影响。

2.3　1997年与 2008年职业病危害调查情况比较

1997年 , 我们曾经对区内企业职业病危害情况进行过调

查 , 通过对两次调查结果的分析比较发现以下特点:(1)虽

然存在职业病危害因素企业的数量增加了 , 但在企业总数中

所占的比例下降了 10%。 1997年存在危害企业的比例为

78%, 2008年存在危害企业的比例为 68%;(2)职业病危害

因素的种类由 35种增加到 61种;(3)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接

触人数占职工总数的比例基本相近 , 接触物理因素人员所占

比例最大 , 接触有毒物质所占比例增多 , 接触粉尘危害因素

的人数所占比例下降;(4)进行职业健康检查 、 职业病危害

因素检测的企业数大幅增加 , 1997年进行职业健康检查的企

业为 6.7%, 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的企业为 8.7%;2008

年进行职业健康检查的企业为 57.9%, 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

检测的企业为 51.3%。详见表 3。

表 3　1997年与 2008年开发区两次职业病危害调查情况比较

年份 企业数
存在危害

企业数

职工

总人数

接害人数

粉尘 毒物 物理因素

体检情

况(%)

检测情

况(%)

毒物

种类

1997年 133家 104家 33 503 1 650 936 2 795 6.7 8.7 35

2008年 555家 380家 161 821 5 999 9 913 10 173 57.9 51.3 59

对两次调查结果的分析比较 , 说明我区职业病防治工作

取得了巨大进展。一方面显示企业自身守法意识的增强 , 进

而积极开展职业病防治工作 , 企业的生产工艺 、 设备比较先

进 , 减少了上料 、 投料等人工操作的接害机会 , 降低了粉尘

的危害 , 加强生产环境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和为员工进行职

业健康检查;另一方面说明我区对职业病防治工作的重视程

度提高 , 在招商引资时注重了高科技项目的引进 , 加大了建

设项目前期审批 、 宣传培训和监督检查等工作的力度。但是

由于我区为制造业 、 研发业的基地 , 随着各类新型企业的增

多 , 存在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企业 、 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种类以

及接触人数必然增多 , 给我区的职业病防治工作带来更大的

挑战。

3　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3.1　调查工作存在的问题

为完成此次调查工作 , 我们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历时近一年 , 由于区域面积大 , 工业企业多 , 调查表设计不

全面以及人力物力的限制 , 调查工作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 ,

主要表现为:(1)调查摸底数与实际仍有一定差距 , 主要原

因一是工商部门查询的底数过大 , 筛选困难;二是通过卫生

部门 、 工会和安监部门掌握的底数 , 虽然准确性高 , 但也会

有一些遗漏之处;三是从 2009年 5月至 2010年 4月的调查过

程中 , 正赶上金融危机时期 , 我区企业也受到一定影响 , 少

部分企业有停产或间断生产的现象 , 再加上区域分散等原因 ,

使调查底数与实际数仍有一定差距。 (2)调查表的内容设计

有不足之处。由于调查表主要由天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设

计 , 为便于工作 , 内容设计相对较少 , 应增加建设项目审批

情况 、 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 、 应急救援预案及是否建立职业

健康监护档案等内容 。调查表内容的输入为一个数据库 , 但

在进行统计分析时 , 由于数据库设计的限制 , 给统计工作带

来很大困难。 (3)调查信息的准确性有待提高。虽然我们采

取拉网式逐厂调查 , 但由于调查表是由企业负责职业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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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填写 , 对其填写的职业病种类 、 接触职业病危害人数 、

职业健康检查情况 、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情况等内容 , 调查

人员没有时间和精力逐项与企业实际情况进行核实 , 同时根

据我们日常掌握的情况和企业提供的生产工艺 , 调查结果的

信息确实存在漏填或误填的情况 [ 2] 。

3.2　我区职业病防治工作存在的问题

3.2.1　监督管理队伍薄弱 , 监督覆盖率不高。我们原已掌握

的存在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企业底数为 188家 , 通过调查实际

为 380家。在 380家存在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企业中 , 有 185家

企业未进行过职业病危害检测 , 有 100家企业未进行过职业

性健康查体。这些充分说明了现有监督管理队伍薄弱 , 监督

覆盖率不足。我单位现从事职业卫生监督执法工作的监督员

只有 2人 , 同时还要负责审查 、 验收 、 放射卫生监督 、 职业

卫生技术服务等工作。由于区域范围分散且快速扩大以及交

通工具不足等条件的制约 , 现有的监督执法队伍已经远远落

后于开发区经济快速的发展。

3.2.2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的能力和水平有待提高。通过

我们日常工作掌握的情况 , 为我区企业提供职业病危害因素

检测和职业健康检查的服务机构为我区周边及部分市区的技

术服务单位 8 ～ 10家 , 由于服务的能力 、 水平及距离等原因 ,

不能及时 、 高水平的满足区内企业的需求。我站虽然具有技

术服务资质 , 但由于人员少 、 仪器设备不足等原因 , 服务能

力只能满足区内 5% ～ 10%的企业需求 , 这些客观因素制约了

企业及时全面开展职业病防治工作。

3.2.3　企业自觉遵法守法意识不强 , 自我管理相对薄弱 [ 3] 。

部分企业法制意识不强 , 企业负责人对职业病防治工作认识

不足 , 管理薄弱 , 不能及时主动地依法进行职业健康检查或

仅用一般性体检代替;未及时进行生产环境职业病危害因素

检测 , 或检测不合格后不能及时整改 , 或不能按要求为职工

提供合格的防护用品并且忽略了对劳动者的职业病防护知识

的培训及劳动合同中未履行告知其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

义务。

3.2.4　劳动者的自我保护意识有待提高。企业一线工人以农

民工为主 , 他们不了解工作岗位产生的各种职业危害与后果 ,

或者为了稍微高一点的待遇或工作方便等 , 不愿使用或不能

正确使用防护用品 , 不积极要求企业进行职业健康检查和职

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 一方面损害自己的身体健康 , 另一方面

也给企业放松职业病防治工作提供机会。

针对上述问题 , 应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在今后的日常工

作中 , 我们将继续完善调查工作 , 补充相关内容 , 争取做到

底数清楚 、 内容全面 、 信息准确。二是在单位内部挖潜 , 进

一步改进工作作风 , 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能力。从 2010年开

始 , 我站采取有针对性的监督管理手段 , 力争打造一支一专

多能的专业队伍 , 并制定了服务和监督两手抓 , 提高区域公

共卫生总体水平等工作目标以提高工作质量 、 工作效率和服

务水平。三是结合区域职业病防治现状及特点采取有针对性

的监督管理方法。我们将根据企业职业病危害的种类 、 强度

而进行分级管理 , 建立职业卫生动态监管体系 , 以提高职业

病防治水平。

4　建议

通过此次调查 , 基本掌握了我区现有企业中存在职业病

危害企业的数量和基本情况 、 职业病危害的接触人数 、 种类

及其分布 , 分析出我区开展职业病防治工作存在的问题与不

足。同时通过与 1997年调查情况比较反映出我区的职业病防

治工作有了很大的提高。 为探索和建立我区职业病防治工作

的长效机制 , 确保社会经济持续 、 快速 、 健康 、 和谐地发展 ,

特提出以下工作建议 。

4.1　高度重视职业病防治工作 , 建立和完善政府监管 、 企业

自律 、 员工认知 、 社会服务的职业卫生管理体系和长效机制

首先应加强职业病防治的宣传 , 使全社会从 “以人为本 、

可持续发展 、 构建和谐社会” 的高度 , 认识职业病防治工作

的长期性和重要性 , 把保障劳动者健康作为代表最广大人民

的根本利益 、 执政为民的切实体现 。正确处理好发展经济与

保护劳动者健康的关系 , 发展经济不能以牺牲劳动者健康为

代价。其次职业病发病多是一个慢性过程 , 与一些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相比往往不容易引起高度重视。我区是一个以现代

化工业 、 研发业为主的区域 , 职业危害因素的种类多 , 接触

人员多 , 区域的影响力大 , 同时我区又是小政府大社会的管

理模式 , 因此应建立职业病防治的长效机制 , 充分发挥政府 、

企业 、 劳动者以及相关机构的作用 , 使其各司其职 、 各尽其

责。第三 , 应建立职业病防治工作的激励机制 , 建立职业病

防治示范企业制度 , 鼓励用人单位加强职业病防治工作。对

于那些不履行法律义务的企业实行黑名单制度 , 予以曝光 ,

并给予必要的处罚。

4.2　职业病防治关口前移 , 加强源头管理 , 建立多部门齐抓

共管协调统一的管理模式是减少和预防职业病的有效方法

关口前移 、 源头控制是指从招商引资开始重视职业病防

治工作 , 了解掌握相关法律法规并认真说明 , 让投资者及早

知道我们职业病防治的要求。形成招商 、 建设 、 卫生 、 安监 、

工会 、 劳动人事等多部门齐抓共管协调统一的管理模式 , 建

立部门间的协调与合作机制是完善职业病防治工作的有力

保障。

4.3　加强职业病防治队伍建设 , 提高监督和服务水平

加强职业病防治队伍建设 , 增加监督管理人员的配置 ,

加强人员的专业培训;提高职业病防治中的信息监测 、 报告

分析 、 预防控制 、 应急救治等能力;保障职业病防治工作所

必需的经费 , 对职业卫生投入的增长应与经济发展相适应;

配备必要的能满足企业和劳动者需求的检测检验设备 , 提高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的检测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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