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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促进·

国内外中小企业工作场所健康促进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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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 , 因经济全球化与全球金融动荡带来的竞争加剧 ,

我国职业人群遭受到日益增多的职业性有害因素的困扰。职

业有害因素的范围已经由传统的有毒有害因素 , 扩展到一切

可能影响职业人群健康的因素 [ 1] 。同时 , 随着农村经济体制

改革的不断推进 , 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入城镇 , 形成了一个特

殊群体。这一特殊群体相对于城市原有工人 , 文化程度较低 ,

缺乏相应的职业技能和健康知识及良好的卫生习惯 [ 2 ～ 4] , 而

他们的工作岗位主要是环境相对较差的中小企业 (甚至有部

分企业缺乏相应的劳动保护制度和措施), 使他们成为传染病

的高发人群 , 也是职业病的高发人群 [ 5] 。因传统职业卫生工

作模式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 , 职业卫生服务机构需

转变观念 , 对职业人群进行职业卫生知识教育 , 企业开展工

作场所健康促进 [ 6 ～ 8] , 对预防职业危害 、 防止职业病的发生

至关重要。

1　工作场所职业健康促进

工作场所健康促进 (WHP)理论产生于 20世纪 90年代

中后期 ,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 健康促进的定义 , 目前最受公

认的是 《渥太华宪章》 [ 9]:“健康促进是促使人们维护和改善

他们自身健康的过程” 。而世界卫生组织 (WHO)前总干事

布伦特兰在 2000年的第五届全球健康促进大会上则作了更为

清晰的解释:“健康促进就是要使人们尽一切可能让他们的精

神和身体保持在最优状态 , 宗旨是使人们知道如何保持健康 ,

在健康的生活方式下生活 , 并有能力做出健康的选择 ”。保护

职业人群健康的关键 , 不在于治疗有病的工人 , 而在于治疗

有病的作业场所 , 故工作场所职业健康促进又称作业场所健

康促进。健康与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具有良好的互相促进的

作用。哈佛大学对亚洲经济发展的研究表明 , 亚洲经济发展

的奇迹 30% ～ 40%来源于本地区人群健康的改善 [ 10] 。最近由

WHO与国际劳工组织 (ILO)推荐的 “健康工作场所创建”

理念与思路可供借鉴 [ 11] 。综合以上概念我们可以发现:工作

场所职业健康促进是指从企业管理策略 、 支持性环境 、 职工

参与 、 健康教育 、 卫生服务等方面 , 采取综合干预措施 , 以

期改善作业条件 、 改变职工不健康生活方式 、 控制健康危险

因素 、 降低伤病及缺勤率 , 从而达到促进职工健康 、 提高职

工生命质量和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2　国外工作场所健康促进的发展情况

国外很多国家已开展了 WHP, 在欧洲相应的 WHP活动

兴起于 20世纪 70年代 , 欧洲改善生活和工作条件基金会于

1989年至 1997年组织了欧盟乃至全球最大规模的 WHP科研

项目。在此期间 , 欧盟许多国家建立了 WHP法律制度 , 并取

得一定的效果 , 尤其以芬兰最为显著 , 但其小企业 WHP的执

行比例较低 [ 11] 。在北美洲 , 美国是开展 WHP活动的典范 ,

其于 20世纪 70年代开始开展 WHP活动至今 , 已有 80%以上

的工作场所实施了健康促进计划 [ 12] , 在这期间还制定了相应

的法律法规来促进 WHP活动的开展 [ 13] 。 美国有研究表明 ,

在健康促进活动中每投入 1美元会带来大约 15.6美元的回

报 [ 14] 。澳大利亚 、 新加坡等国家也在这方面做出了表率 , 如

澳大利亚于 1993年提出了新的健康促进目标 , 强调重在物

质 、 社会 、 经济方面为健康创造良好的环境;新加坡于 2001

年通过了 《健康促进委员会法案》 , 鼓励员工 、 雇主进行交

流 , 共享 WHP项目的实践经验 [ 15] 。

3　国内工作场所健康促进的历史回顾

新中国成立以来 , WHP作为保障劳动者健康的重要举措

在全国各地逐步开展 。 1993年 [ 16]在卫生部召开的 “第一次全

国工矿企业健康促进研讨会” 上 , 提出了成立 “工矿企业健

康促进委员会” 的倡议 , 并提出在工矿企业中应尽早开展健

康促进工作。 1996年成立了 “中国健康教育协会工矿企业健

康促进教育委员会” , 对开展工矿企业健康促进工作作了重要

尝试。 2000年卫生部和全国总工会联合下发了 《关于开展工

矿企业健康促进工作的通知》, 要求积极开展工矿企业健康促

进活动。 2001年卫生部发布了 《工矿企业健康促进工作试点

实施方案》 , 要求全国范围深入开展 WHP项目 , 探索适合我

国国情的 WHP模式。 1998至 2006年 , 我国与 WHO开展健

康促进人员培训项目 , 为我国培养业务骨干。 2005年卫生部

颁布了 《全国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规划纲要 (2005—

2010)》, 要求积极推进企业健康促进工作 , 把健康促进工作

由工矿企业扩大到各类企业 [ 17 , 18] 。

4　国内工作场所职业健康促进现状

随着近几年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 特别是 《中华人民共和

国职业病防治法》 颁布实施以来 , 我国在促进企业自觉遵守

职业卫生相关的法律 、 法规 , 保护劳动者身体健康 , 提高职

业人群自我保护意识 , 实现 “人人享有职业卫生保健 ” 宣言

等方面与 WHO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 , 取得一定的进展 [ 19] 。

工作场所健康促进工作在我国有的大中型企业已经有所开展 ,

受益于世界银行贷款卫 Ⅶ 项目 , 上海工作场所健康促进案例 ,

被 WHO作为成功范例在相关文献中作专题介绍 [ 1] 。许多学

者也在部分企业中进行了调查研究和探讨。如赵芳等 [ 20]研

究 , 职业人群健康不佳 , 对生产力有影响 , 健康状况越差 ,

对生产力影响越大。厚磊等 [ 21]在企业健康管理的初步探索与

实践中得到以下结论:在企业人群中开展健康管理服务成功

与否的关键在于组织 , 而组织有效的关键在于企业领导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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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及有关承办机构在组织过程中是否有足够的号召力。于海

峰等 [ 22]对某企业进行健康促进的调查表明 , 工人的自愿体检

率比开展健康促进活动前有明显的上升 , 员工的病假率呈下

降趋势。镇海炼化公司 [ 23]实施健康促进工程 《三年规划》 的

效果显示 , 整体企业行动不仅增强了健康安全意识 , 促进了

职工及家属健康水平的提高 , 而且保证了企业健康促进工作

的可持续发展。张京欣等 [ 24]对某公司汽车拖拉机底盘厂进行

调查 , 结果显示企业健康促进工作得到广大职工和管理人员

的赞同;周梅等 [ 25] 通过综合分析昆明市 20个厂矿企业的

1 432名职工健康促进现况的调查结果 , 认为完善的企业健康

促进方案有利于提高职工的健康水平 , 并可以为今后健康教

育的实施 、 监测和效果评价奠定基础。

国内在中小企业中健康促进工作开展相对较少 , 梁渊

等 [ 26]将健康促进理念引入中小企业的职业安全卫生工作之

中 , 为健康相关社会资源服务于经济建设的主战场提供了新

的途径。面向中小企业开展职业场所健康促进 , 有利于提高

员工健康水平 , 降低企业的生产和医疗成本 , 提升企业的竞

争力 , 促进社会和谐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孟凡荣等 [ 27]通过

对辽宁鞍山地区中小企业职业健康监护及健康促进工作的探

讨 , 提出健康促进工作是政府 、 企业和职业病防治机构的任

务;职业病防治机构应依法承担起法律赋予保护职工健康的

重要责任 , 为实现企业和地区经济持续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还有调查提示 [ 28] , 企业员工对职业卫生知识的认知率较低 ,

但对职业卫生知识等相关内容的需求较高 , 应加强企业员工

职业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

5　总结与展望

实践表明 , 在企业中开展健康促进工作 , 既改善了工作

条件 , 又能有效地改善员工的健康状况 , 减少医疗成本 , 提

高工作效率 , 增强工作满意度;为企业提升了形象 、 赢得了

人才。但是我国目前还是发展中国家 , 经济水平和技术力量

与发达国家相比尚有差距 , 健康促进工作开展不平衡;此外

受传统观念及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 , 政府对职业人群健康问

题不是很重视 , 对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的投入较少 , 同时企

业为追求利润 , 忽视员工健康 , 员工文化素质低 , 健康观念

淡薄 , 自我保护意识不强 , 也是我国健康促进工作开展不是

很顺利的重要原因。调查证明 , WHP对于大部分雇主和员工

来说 , 尚是个陌生的概念 , 还需要一段时间的认识领会 , 要

想在我国形成广泛开展 WHP的良好氛围 , 各部门仍需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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