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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病防治工作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许秀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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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在城市化进程及工业化水平加速向前发展的同时，各种职业病的危害也更加明显的暴露

出来，这不仅和我国经济水平发展的速度极不相符，同时也说明我国在职业病的防治工作上任重而道远。

职业病在近些年的发展中，已经成为严重影响社会公共卫生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本文针对职业病在我国

当前发展的现状、防治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有效的解决对策来做具体的分析探究，以此为我国在职

业病的防治工作上提供一些有效的帮助，促进我国职业病的防治能力和经济水平共同发展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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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occupational disease prevention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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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ile China's urbanization process and industrialization level accelerate forward development,
the harm of various occupational diseases is also more obviously exposed, which is not only very inconsistent with
the development speed of China's economic level, but also shows that China has a long way to go in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occupational diseas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occupational disease in recent years, i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roblem seriously affecting social and public health. Therefor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occupational diseases inChina, the main problems i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work and effective
solutions to do specific analysis and exploration, so as to provide some effective help in the prevention of
occupational diseases in China, and promote the common development of occupational disease prevention ability
and the promotion of economic level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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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我们的生活方

式和工作方式也出现了很大的变化，而在多种行业

中，所存在的职业病危害也不断凸显出来，我国在

2001年颁布了相关的职业病防治办法，并于次年开

始实施，也就是针对当前的职业病，出台了具体的

法规条文以及多种职业中的卫生规范标准[1]。相关

政策的实施，在一段时间内对多个行业的职业病危

害做到了显著的防治效果，并通过多单位、多部门

的齐抓共管，以及多项举措实施，让职业病的防治

在 21世纪以来呈现出新的局面。但是随着二十多年

过去，当前市场环境下，许多企业的经营机制以及

市场经济运行的策略出现了明显的改变，导致当前

职业病危害的现状也更加严峻，不管是工业还是第

三产业，都暴露出不同程度的职业病危害。许多企

业在快速提升经济水平的同时，忽略了对工作人员

的健康监测，两者发展不协调，导致职业病的危害

也越来越严重，还有一部分潜在职业病患者由于没

有做好日常健康监测，一旦患病并表现出症状，往

往都容易造成患者残疾或死亡，给社会稳定以及经

济造成极大损失[2]。因此我们就来具体分析当前职

业病的现状，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探讨有效的对策。

1 职业病当前在我国发展的现状

职业病的发病率近些年在我国呈现出显著上升

的趋势，对我国相关岗位从业人员的生命健康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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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巨大的威胁，同时也使许多的劳动者由于职业病

的出现而过早失去了劳动能力。据 2021年一份相关

资料统计数据显示，当年我国接触到职业病危害相

关因素的人数达到了 2 亿以上，并且在全国范围内

对有毒、有害物质进行生产、加工、储存及应用的

企业在 1650万以上，在行业分类上，有 30多个行

业在工作安排中会涉及到相关职业病的防治内容，

存在职业病危害的人数以及职业病患者已知的数量

在全球范围内排在首位，而这种严峻的形势也让社

会矛盾更加明显，问题更加突出，比如存在职业病

危害的岗位招工更难、大学里相关专业生源越来越

少以及职业病患者的安置非常困难等[3]。而我国一

些中小型企业或者中外合资企业在企业经济快速发

展中，相关管理人员缺乏对职业病防治工作的正确

认识，重视程度低，也就在某些程度上扩大了职业

病危害的因素，虽然对这些企业，相关卫生监督管

理部门会不定期进行检查，但是企业在防治办法及

防护措施改进上还是会存在各种问题，这些都对我

国在职业病的防治工作上增加了很大的难度。

2 在职业病防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2.1 卫生监管部门的监管力度不足

我国对于职业病的防治工作上，近些年也在不

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让职业病在防治过程中有更

加全面的卫生监管[4]。并且我们也可以看到，近些

年我国在职业卫生监督方面，力度也在不断的增强。

但是虽然监管力度不断呈好的方向发展，而在安全

生产的监管方面，相关部门的监管手段、队伍建设、

监管力量还尚处于初始阶段，各方面还较为薄弱，

同时由于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使得卫生

监管需要根据地区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措施，这就

使企业的职业卫生监管力度存在较为明显的不足，

对相关违反行为缺乏较有力的打击威慑力[5]。

企业在不断的发展中，对职业健康相关服务的

需求也越来越多，因此近些年相关职业健康检查的

机构，在职业卫生服务资质的获取数量上也在不断

增加，这也让企业在发展中对职业卫生服务的需求

得到了更好的满足。而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在快速增

长的同时，需要有相应监管部门的监管，才能让这

些机构实现更加良性的发展，但是目前对职业卫生

服务机构监管的力度不足[6]，导致一些职业卫生服

务机构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会在开展职业卫生

健康检查时，不断降低检查服务的标准，或者减少

一些相对次要的检查项目，并且在得到企业配合的

情况下，降低收费的标准，导致企业职业卫生检查

的数据越来越不准确，而这些现象也导致职业卫生

服务市场越来越混乱，非常不利于职业病防治工作

在市场环境下实现良性的发展。

2.2 对职业病源头防治缺乏有效的机制

完善的机制对职业病防治有着重要的促进作

用，但是当前我国职业病防治工作中，相应的机制

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比如对于建筑项目，是我国职

业病防治相关法规中，明确属于具有职业病危害的

行业之一，因此一项建设项目在开展之前，需要出

具可行性论证报告，以及将相关的职业病危害评估

报告及时递交给卫生行政管理部门，评估报告中要

明确指出此项目对劳动者来说，可能会产生的职业

病风险，并且要明确这类职业病危害的类型，以及

在项目开展中对劳动者采取的有效防护办法，卫生

行政管理部门在收到评估报告的一个月之内，要做

出审核的结果，除此之外，其他相关部门在建筑单

位没有提交报告或者报告审核不通过的情况下，不

能批准项目建设的开展，这也是做好职业病源头防

治的规范流程。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这些流程及制

度没有明确的约束力，有很多建设单位在还没有通

过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审核的情况下，就已经开始了

项目的建设，甚至还有些建设单位会直接避开职业

病危害评估报告审批流程，在通过其他部门审批之

后就直接开工建设，中间缺乏有效的职业健康审查

流程，这也就导致职业病防治的机制，难以对职业

病源头起到显著的约束作用。

2.3 健康检查的流程不规范

要做好职业病的防治，不仅要重视健康检查的

项目，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综合评估劳动者的个

体检查数据。但是当前一些职业健康检查的机构，

只会按照检查项目的流程来进行检查，没有收集和

统计劳动者的职业史以及劳动现场的具体环境等多

种要素；同时也只重视健康检查的结果，没有对用

人单位的劳动者职业健康状况进行综合评估；只简

单按照检查的流程走完检查过程，没有对被检查者

个体的档案进行归档、整理和统计。这些不规范的

检查措施，导致健康检查的效果存在较大的影响，

同时还会使职业健康检查服务机构的数据库信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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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使健康检查的数据参考价值显著下降。

3 职业病防治问题的具体对策

3.1 完善立法并落实执行监管

我国要做好职业病防治能力的提升，首先就要

从立法上入手，不断完善法律法规。在当前全球范

围内，和我国相比，许多发达国家职业病发病数量

明显少很多，而这些国家在立法及政策上有许多相

似之处，比如他们的法律法规所涉及的内容更广泛，

包括噪声、作业方式以及其他职业性生物因素可能

会导致的疾病类型，并针对这些方面有具体的法律

法规作为职业病防治依据。因此，我国首先要完善

立法，通过相关法律法规来明确卫生行政管理部门

具体的监管范围，并对各个部门职权进行精确划分，

通过实施细则的严密制定，来更好落实并执行各部

门的监管，通过职责分工的明确，才能让职业病防

治工作更好的开展。

3.2 强化劳动者职业病防治的认识

在职业病的防治中，许多劳动者对职业病防治

知识及对职业病的认识较为缺乏，这也是导致职业

病发生比例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加强劳

动者对职业病的认识以及做好职业病防治知识的宣

教，是做好职业病防治工作首要解决的问题。通过

劳动者对职业病防治认识的提升，也可以显著降低

职业病发生的概率。因此政府管理部门以及企业需

要联合起来，做好对劳动者职业病防治的宣传教育

工作，可以通过电视、短视频平台以及微信公众号

等多种形式强化对《职业病防治法》等相关法律的

宣传和贯彻。企业在用人过程中，要积极承担起对

劳动者职业病防治的责任及义务，定期对劳动者培

训职业病防治等相关知识，通过宣传频次的提升，

来强化劳动者对职业病防治的观念，让劳动者更深

刻理解职业病防治对自己身体健康的重要性，通过

认识的不断提升，让劳动者在企业的带领下，创造

出更加良好的工作环境。

3.3 打造更加专业的职业病防治队伍

要做好职业病防治，就要不断提升卫生监督执

法人员的专业能力，只有具备专业能力的执法队伍，

才能有效避免执法中出现的疏漏以及监管的缺失，

让《职业病防治法》落实到实处，通过专业职业病

防治队伍的管理，才能对职业病防治起到全面的保

障和监督作用。除此之外，在提升职业病防治队伍

专业能力的同时，还要不断提升他们的业务素质及

政治素养，从主观的角度提升业务开展的积极性，

才能在企业职业卫生监管中更全面的满足需求。而

职业病防治工作涉及的专业性非常强，所呈现的内

容也多样化，比如对企业工作环境的危害因素评估、

危害源的治理、建设项目的危害评估，以及健康监

护等方面，都需要专业的能力才能保障评估结果的

准确性，因此只有打造更加专业的职业病防治队伍，

才能让职业病防治工作及监管工作更加的专业，让

企业的职业病防治工作真正落实到劳动者的切身利

益当中，让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得到更好的保障，这

也可以有效提升劳动者的整体工作效率。

3.4 简化及规范职业病鉴定流程

当前我国对职业病患者的健康检查虽然有全面

的开展，但是对劳动者健康检查的流程却过于繁琐，

且由于一些流程操作的不规范，导致职业病鉴定结

果出现较大的偏差，这都导致我国在职业病防治中，

存在一定的阻碍。因此在对职业病鉴定时，要在简

化职业病鉴定流程的同时，提升健康检查的规范性，

才能为现在职业病患者，争取更多的救治时间，提

升职业病防治的水平。

4 结语

职业病的防治如今和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做好职业病防治不仅有利于劳动者的健康，还能让

企业降低经营风险。因此不管是企业还是劳动者都

要认真做好职业病防治的工作，在各个行业坚决落

实职业病危害的评估及防治工作，才能有效提升我

国职业病防治的能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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