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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职业健康政策法规标准体系

背景：

1.中国两个重要的奋斗目标

2.尘毒噪为代表传统职业病危害与新型危害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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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分类为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

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

2021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2049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摘自习近平在2016年8月19日至20日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讲话
具体体现在《“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第十六章第一节强化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

要坚定不移贯彻预防为主方针，坚持
防治结合、联防联控、群防群控，努
力为人民群众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卫生
与健康服务。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

一、职业健康政策法规标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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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职业健康政策法规标准体系

职业病防治工作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

——摘自《职业病防治法》第三条

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创造劳动就业条件，加强劳动保
护，改善劳动条件，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劳
动报酬和福利待遇。

——摘自《宪法》第四十二条

安全生产工作应当以人为本，坚持安全发展，坚持安全
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

——摘自《安全生产法》第三条



一、职业健康政策法规标准体系

一批地方法规

部门规章

4部行政法规

一批地方标准

120项行业标准（AQ）

600余项国家标准（GB+GBZ）

职业病防治法

宪法

劳动法 劳动合同法



中国现行职业卫生行政法规

尘肺病防治条例（1987）

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劳动保护条例（2002）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2012）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2005）



《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安监总局令第47号）

《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办法》（安监总局48号令）

《职业健康监护管理办法》（安监总局49号令）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安监总局50号令）

《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安监总局51号令）

《煤矿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防治规定》（安监总局73号令）

《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防治八条规定》（安监总局76号令）

《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办法》(国家卫计委令第5号)

《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卫生部令第91号）

《工伤职工劳动能力鉴定管理办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卫计委令第21号

《工伤认定办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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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1998

1998—2003

2003—2010

2010—

自新中国成立到1998年，劳动
部门和卫生部门共同监管。

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管工作全部由卫生部
门负责。

由卫生部门与安监部门共同监管。

二、职业卫生监管职责分工

2010年10月，工作场
所职业卫生监管工作
全部划转到了安全监
管部门，基本理顺了
职业卫生监管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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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
计生部门

安全监管
部门

劳动保障
部门

防 治 保

二、当前职业卫生监管职责分工

预防环节：
工作场所监管执法

诊治环节：
职业健康检查、

职业病诊断

保障环节：
工伤赔偿



安全监管总局

安全监管总局承担6项职业卫生监管职责

①起草职业卫生监管有
关法规、规章和标准。

②负责用人单位职业卫
生监督检查工作，组织
查处职业危害事故和违
法违规行为。

③负责建设项目职业病防
护设施 “三同时” 监督
检查，职业危害项目申报
工作。

④负责职业卫生检测、评价
技术服务机构的资质认定和
监督管理。

⑤负责监督检查和督促
用人单位健全职业卫生
管理制度并提供相关证
明材料。

⑥负责汇总、分析职业危
害因素检测、评价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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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病种类多

10大类132种

职业病危害因素
459种

中国职业病危害因素分布
矿山、冶金、建材、化工、电子等30多个行业。

新的职业病
危害因素层出不穷

三、职业病及危害因素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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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职业性尘肺病及其他呼吸系统疾病（19种）

2、职业性皮肤病（9种）

3、职业性眼病（3种）

4、职业性耳鼻喉口腔疾病（4种）

5、职业性化学中毒（60种）

6、物理因素所致职业病（7种）

7、职业性放射性疾病（11种）

8、职业性传染病（5种）

9、职业性肿瘤（11种）

10、其他职业病（3种）
（10大类132种）

1957年14种 1987年99种 2002年115种 2013年132种→→→



中国报告职业病构成



与工作相关疾病

大多数肌肉骨骼疾病；

心脑血管疾病；

精神心理疾病；

过劳死；

·······

上述疾病尚未纳入中国职业病目录管理。



1、粉尘（52种）：矽尘、煤尘、电焊烟尘、水泥粉尘···

2、化学因素（375种）：苯系物、正己烷、硫化氢、一氧化碳

3、物理因素（15种）：噪声、高温、振动、低温、电磁辐射···

4、放射性因素（8种）：X射线···

5、生物因素（6种）

6、其他因素（3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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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大类，459种）

···



四、 2016-2020年职业健康监管重点

职业病防治监督覆盖率提高了163.7%。

严重职业病危害案件查处率达到100%。

急性职业中毒事故下降了36.1%。

职业病危害依然严重。每年新报告职业病病例近3万例。

用人单位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农民工、劳务派遣人员等的职业病防护

得不到有效保障。

职业卫生监管和职业病防治服务能力不足。

新的职业病危害问题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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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2016-2020年职业健康监管重点



——用人单位主体责任不断落实。重点行业的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率达

到85%以上，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率达到80%以上，接触职业病危

害的劳动者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率达到90%以上，主要负责人、职业卫生管理

人员职业卫生培训率均达到95%以上，医疗卫生机构放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监测

率达到90%以上。

——职业病防治体系基本健全。建立健全省、市、县三级职业病防治工作联席会

议制度。设区的市至少应确定1家医疗卫生机构承担本辖区内职业病诊断工作，

县级行政区域原则上至少确定1家医疗卫生机构承担本辖区职业健康检查工作。

职业病防治服务网络和监管网络不断健全，职业卫生监管人员培训实现全覆盖。

——职业病监测能力不断提高。健全监测网络，开展重点职业病监测工作的县

（区）覆盖率达到90%。提升职业病报告质量，职业病诊断机构报告率达到90%。

初步建立职业病防治信息系统，实现部门间信息共享。

——劳动者健康权益得到保障。劳动者依法应参加工伤保险覆盖率达到80%以上，

逐步实现工伤保险与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社会慈善、商业保险

等有效衔接，切实减轻职业病病人负担。

2016-2020年具体规划目标



以职业性尘肺病、化学中毒为重点，在矿山、有色、

金属冶炼、冶金、建材等行业领域开展专项治理。



一是强化源头治理。开展全国职业病危害调查摸底。推广有利于保护劳动者健康的新技术、新工

艺、新设备和新材料。在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项治理。

二是落实用人单位主体责任。加强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防护措施控制效果评价和竣工验

收等环节的管理，改善作业环境和劳动条件，建立完善规范职业健康监护制度。

三是加大职业卫生监管执法力度。加强职业卫生监管网络建设，大力提升基层监管水平。建立用

人单位和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黑名单”制度，定期向社会公布并通报有关部门。

四是提升防治服务水平。完善职业病防治服务网络，充分发挥好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作用。优化

服务流程，提高服务质量。充分调动社会力量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五是落实救助保障措施。规范用人单位劳动用工管理，依法签订劳动合同。督促用人单位依法按

时足额缴纳工伤保险费。做好工伤保险与其他保障救助等相关制度的有效衔接。

六是推进防治信息化建设。建立完善重点职业病与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报告和管理网络。规范

职业病报告信息管理，提高部门间信息利用效率。

七是开展宣传教育和健康促进。广泛宣传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创新方式方法，推动

“健康企业”建设。

八是加强科研及成果转化应用。鼓励和支持职业病防治基础性科研工作和前瞻性研究。开展重点

技术攻关，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应用推广。



谢 谢!
Thank You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