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在促进自主性安全卫生活动方面
采取的行政措施采取的行政措施

为推进风险评估（RA）采取的措施及今后的课题～为推进风险评估（RA）采取的措施及今后的课题～

厚生劳动省 劳动基准局安全卫生部

劳动卫生专门官 船井雄一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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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基准行政的组织与作用

厚生劳动省总部
◎策划和拟定日本的安全卫生政策

（制定法律法规、通知等）
◎对都道府县劳动局进行指挥监督等

都道府县劳动局

◎对都道府县劳动局进行指挥监督等

〇根据都道府县的特点策划和拟定政策
○对监督署制定的年度计划方针做出指示

指挥监督

都道府县劳动局
（全国：47个）

○对监督署制定的年度计划方针做出指示，
并对制定完成的计划进行审查

〇对根据计划开展的指导情况进行确认，并指示
改善工作指挥监督

劳动基准监督署

改善工作
〇对覆盖面较广的案件进行指挥 等

◇ 监督指导业务

指挥监督

劳动基准监督署
（全国：325个）

◇ 监督指导业务
临检监督、申报处理、司法警察事务等

◇ 安全卫生业务
包括安全卫生在内的劳监

安全卫生指导、灾害调查、施工计划的审查等

◇ 工伤补偿业务
安全卫生领域的专业技

包括安全卫生在内的劳
动基准行政的通才督

官

技

2

◇ 其他综合性劳动咨询业务 等
安全卫生领域的专业技
术人员

技
官



劳动安全卫生法的概要

目的：确保工作场所劳动者的安全与健康

①建立安全卫生管理体制、②防止灾害的具体措施

用人单位的义务

建立安全卫生管理体制建立安全卫生管理体制 防止灾害的具体措施防止灾害的具体措施

安全卫生委员会 防止危险

安全管理者 卫生管理者

“调查审议”安全卫生的相关事宜 机械设备
的安全化

安全卫生委员会 防止危险

作业方法
的安全化

作业场所
的安全化安全管理者 卫生管理者

职业健康医生 防止健康危害

实施 使用检测※ 委员包括各方面管理者等，劳动者占
半数以上

实施
健康体检

使用
防护用具

检测
作业环境

3

由劳动基准监督官等实施监督和指导



劳动安全卫生法的概要

目的：确保工作场所劳动者的安全与健康

①建立安全卫生管理体制、②防止灾害的具体措施

用人单位的义务

防止灾害的具体措施防止灾害的具体措施

防止危险

建立安全卫生管理体制建立安全卫生管理体制

安全卫生委员会

机械设备
的安全化

防止危险

作业方法
的安全化

作业场所
的安全化安全管理者 卫生管理者

“调查审议”安全卫生的相关事宜

安全卫生委员会

风险评估（RA）

防止健康危害

实施 使用检测

安全管理者 卫生管理者

职业健康医生 追加到法律法规的个别具体
规定措施中加以实施实施

健康体检
使用

防护用具
检测

作业环境
※ 委员包括各方面管理者等，劳动者占
半数以上

规定措施中加以实施

4

由劳动基准监督官等实施监督和指导



风险评估（RA）在法律法规上的定位①

① 风险评估（RA）
（调查危险性或有害性）

②实施基于风险评估（RA）的措施

在 安 ① ② 为 实在劳动安全卫生法中，①、②均为“努力实
施”的对象（自2006年4月起）

5



风险评估（RA）在法律法规上的定位②

努力实施的范围与对象

① 化学物质的危险性或有害性

・ 全行业均为对象・ 全行业均为对象
・ 用人单位努力实施

※ 对于必须提交SDS的物质，根据去年的法律修订，将进行“义务
化”（公布后两年内施行）

② 化学物质以外的机械设备、原材料等的危险性或有害性

化”（公布后两年内施行）

② 学 质以 设 料 险 或

・ 以制造业或建筑业等包含危险有害业务的部分行
业为对象
・ 用人单位努力实施

6

不限制工厂的规模（劳动者人数）



风险评估（RA）在法律法规上的定位③

工厂中的

各种危险性或有害性

7



风险评估（RA）在法律法规上的定位③

化

工厂中的
化
学

化
学
物

各种危险性或有害性
物
质

质
以
外外

制造业、建筑业等
部分行业“努力实施”

全行业“努力实施”

8

部分行业“努力实施”
全行业 努力实施



风险评估（RA）在法律法规上的定位③

提交SDS

化

提交SDS
的对象物质

（640个物质）

事業場における
化
学

化
学
物 ① 风险评估（RA）

様々な危険性・有害性
物
质

质
以
外

只有“①风险评估（RA）”的部分
“义务化”（公布后两年内）

（调查危险性或有害性）

② 实施基于风险评估外 ② 实施基于风险评估
（RA）的措施

制造业、建筑业等
部分行业“努力实施”

全行业“努力实施”

9

部分行业“努力实施”
全行业 努力实施



迄今为止采取的行政措施

厚生劳动省总部采取的措施 劳动局和监督署采取的措施

制定法律法规、指南、通知 传达法律法规、指南、通知

向行业团体、相关行政机构提出合作要求

充分利用相关团体 实施委托项目等

制定“风险评估（RA）的推进计划”并
根据该计划实施各种指导等

①实施自主检修
②实施集体指导充分利用相关团体，实施委托项目等

①开发手册等工具
②通过专家对中小型工厂提供支持
③培养示范工厂

②实施集体指导
③实施监督指导和个别指导
④利用对发生灾害工厂进行预防再发

指导等机会劝导实施风险评估③培养示范工厂
④调查世界各国的制度 等

指导等机会劝导实施风险评估
⑤召开与行业团体的协议会等

通过总部、劳动局及监督署的团结一致，采取措施，

10

通过总部、劳动局及监督署的团结 致，采取措施，
努力推进以风险评估（RA）及以其为“核心”的OSHMS



各种手册、工具①

各种手册等

○ 厚生劳动省主页

各种手册等
○ 迄今为止厚生劳动省制作的风险
评估（RA）及劳动安全卫生管理体系
的相关手册等刊载在厚生劳动省的HP
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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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手册、工具②

○ 工作场所的安全网站

○ 仅需点击鼠标，即可在HP上得
到各主要作业的风险评估（RA）相

实施风险评估（RA）的支持系统（按主要行业和主要作业区分）

到各主要作业的风险评估（RA）相
关支持

○ 在风险评估（RA）方面缺乏经
验的中小企业也可以充分利用验的中小企业也可以充分利用

12



各种手册、工具③

实施风险评估（RA）的支持系统（化学物质）

○ ILO面向发展中国家的中小企业
开发了“控制链”的手法。通过HP对
使用了该手法的简易风险评估予以支使用了该手法的简易风险评估予以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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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风险评估（RA）的好处

① 法律法规上的好处

免除了法律法规中规定的危险有害机械等的设置申免除了法律法规中规定的危险有害机械等的设置申
请

对于实施以风险评估（RA）为支柱的安全卫生活动（OSHMS）的工厂，当其满足
定条件时 经劳动基准监督署署长认证 可以免除法律法规中规定的部分申请一定条件时，经劳动基准监督署署长认证，可以免除法律法规中规定的部分申请。

② 企业活动上的好处

在参加公共建设项目竞标的资格和评价方面的加分在参加公共建设项目竞标的资格和评价方面的加分

实施以风险评估（RA）为支柱的安全卫生活动（OSHMS）的工厂中，接受了建筑
业劳动灾害防止协会认证的，可以在参加部分地方政府部门等发包的建设项目竞标，
的资格审查、竞标评价时加分。

参 竞标资 审查 中央 道府 地 他

14

参加竞标资格审查：中央（0）、都道府县（3）、地町村（6）、其他（1）
竞标时的综合评价：中央（1）、都道府县（4）、地町村（30）、其他（4）去年10月



③ 社会性好处（提升企业形象）

安全卫生优良企业的评价及公布①

预计将于2015年6月创建推进安全卫生相关措施的优良企业的评价及公

评价项目 安全卫生优良企业的评价项目的概要

布机制（通过行政认证及公布企业名单来促进实施）

评价项 安 良 的评价项 的概要

必要项目1
（过去3年企业的情况）

没有严重违反劳动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况
工伤事故发生情况等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

没有因违反法律法规而被列入国家公布的企业名单没有因违反法律法规而被列入国家公布的企业名单
等

必要项目2
（现在企业采取的措施）

完善安全卫生工作的组织体制
包括企业高层领导在内的企业整体行动（现在企业采取的措施） 包括企业高层领导在内的企业整体行动

评价项目
（对企业积极采取措施的评价）

为推进安全卫生活动采取的措施
健康促进对策
心理健康对策心理健康对策

防止过重劳动对策
防止二手烟对策

安全对策（风险评估（RA）等）（仅限制造业和

15

安全对策（风险评估（RA）等）（仅限制造业和
建筑业等）



安全卫生优良企业的评价及公布②

＜优良企业的认证标准＞
① 满足必要项目1和2的所有条件
② 关于评价项目，与满足评价项目的所有② 关于评价项目，与满足评价项目的所有

条件时的合计分数相比
（ⅰ）每项措施或对策达到60％以上
（ⅱ）整体达到80％以上

＜认证的有效期和取消＞
有效期为 年 不再满足认证标准时予以取消

象征标志

有效期为3年，不再满足认证标准时予以取消

＜积极公布＞
对于认证企业 可以在商品或广告等上面自由使用代表对于认证企业，可以在商品或广告等上面自由使用代表

认证资格的象征标志。
中央提出通过主页公布认证企业、向求职者等进行宣传、采购方面

对优良企业给予优待等要求

16

对优良企业给予优待等要求



③ 社会性好处（提升企业形象）

对安全卫生的优良工厂、团体或杰出贡献者进行表彰

以无灾害期间的成绩特别优秀，在致力于降低工作场所的风险上特别积
极的优良工厂或团体，以及为提高日本的安全卫生水平做出巨大贡献的杰出
贡献者为对象，由厚生劳动大臣或都道府县劳动局的局长进行表彰。

特别优秀的表彰者，将被推荐为国民安全日（7月1日）
时举行的内阁总理大臣表彰的候选人时举行的内阁总理大臣表彰的候选人

表彰标准的例子：厚生劳动大臣优良奖（安全保障对策）

○ 除安全卫生管理体制的建立情况、安全卫生计划的制定情况、工伤事故发生率及
法律法规的违反情况等基本事项外，还需满足以下所有条件。

①无灾害记录时间的成绩特别优秀
②リスクアセスメントの計画的かつ継続的な実施（他の模範となるもの）
③在通过创造性手段及协调劳资关系方面采取措施从而提高意识（具有示范性）
②有计划并持续地实施风险评估（RA）（具有示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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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在通过创造性手段及协调劳资关系方面采取措施从而提高意识（具有示范性）
④厂内承包企业的安全方面成绩



风险评估（RA）的普及情况

风险评估（RA）的实施情况（按工厂规模）

2011年度

2006年度

企
业
规规
模

（资料出处）工伤事故防止对策等重点调查报告（2011年） RA实施率（％）

18

劳动环境调查报告（2006年）



今后的课题

中小型工厂的实施不够积极

○ 按工厂规模来看，500人以上的工厂中RA实施率约为7成，而

未满50人的工厂中则仅为3-4成，可见中小企业的行动比较滞后。

与安全领域相比，以化学物质或物理因素为对象的领域采取

未满 人的 厂中则仅为 成，可见中小 的行动 较滞后

措施不够积极

○ 与“凭直觉就能判断”的安全领域不同，以化学物质或物理

因素为主的卫生领域比较难以着手

○ 与安全领域相比，手册或工具的开发不够

国家的中期计划（第12次工伤事故防止计划）

中 将以上课题的应对作为重点对策正在推进相

19

中，将以上课题的应对作为重点对策正在推进相

关措施



对风险评估（RA）的误解

误解1：由于风险评估（RA）是新的措施所以难以实施

⇒ 是危险预知（KY）及虚惊事件等的延伸性措施

误解2：中小企业难以实施

⇒ 是危险预知（KY）及虚惊事件等的延伸性措施

⇒ 规模越小，要做的工作也就越少

误解3：要做的工作很多，耗时耗资金

⇒ 不是一次全部做完，而是有计划地推进

误解4：不知道是否具有防止灾害效果

⇒ 未实施工厂的灾害发生率是实施了的约1 6倍

误解5：没有可供参考的工具

⇒ 未实施工厂的灾害发生率是实施了的约1.6倍

20

⇒ 通过HP等，发布各种手册、工具



今后采取措施的方向

○ 化学物质风险评估（RA）的义务化

○ 充实手册等（卫生领域）并进一步促进宣传和
有效利用

○ 推进“可视化”（提高发现“危险性或有害
性”的能力）

有效利用

性”的能力）

○ 扩大激励性措施（对致力于风险评估（RA）或
的企业的评价）OSHMS的企业的评价）

○ 加强与防止工伤事故的团体间的合作，促进外
部专家的培养和有效利用

○ 对英国等世界各国的实施情况进行调查，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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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英国等 界各国的实施情况进行调查，并在
此基础上探讨对策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ご安全に！ご安全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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