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职业卫生工作成就
王海椒， 贾世国， 张鸽， 沙丹青， 张建芳， 刘丽华， 伍家琪， 邹晓雪， 刘泽权， 樊晶光

国家卫生健康委职业安全卫生研究中心，北京 102308

摘要 ：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年来十分重视劳动者的职业卫生工作，把维护和保障劳动者职业
安全健康与带领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使命紧密相连。本文梳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
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进入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新时代以来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取得的职业卫生工作成就，为认识我国的职业卫生事
业历史，守正创新、开创未来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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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its  founding 100 years  ago,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ha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occupational  health  of  workers,  and  closely  linked  the  safeguard  of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of workers with the missions of leading the people to stand up,
get rich, and become strong. Based on this, the achievements of occupational health work mad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since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the  new  period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and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were  summarized,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legacy  of  China's  occupational  health  undertaking,  and
innovating to create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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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多数劳动者来说，其职业生涯超过其生命周期的 1/2。职业卫生工
作事关劳动者健康权益及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既是重大民生问题，又是重大
社会问题。中国共产党（后简称“党”或“我党”）从诞生之日起，历经新民主主义
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
期，特别是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都高度重视职业卫生工作，在不
同历史阶段都取得了的丰硕成果。本文按照时间脉络梳理了不同时期的职业卫
生工作，为全面、深入地了解职业卫生事业，准确把握其发展规律，守正创新、
开创未来提供参考。 

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与工人运动紧密结合，中国共产党应运而

生。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明确其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奋斗的目标，它是加
强劳动保护、缩短劳动时间、保护女工等维护劳动者权益的倡导者、组织者和
参与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提出的方针、政策和采取的行动都切实保护着
工人的健康。 

1.1    历次党代会重要决议都对保护劳工权益作出部署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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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从诞生之日起，我党就十分重视工人的劳动保护，

把保障和维护劳动者职业安全健康同争取民族独立、
人民解放的事业紧密相连。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
过《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1]

，就提出“本党的基本
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我们应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
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
何关系”。

1922 年 7 月我党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
表大会宣言》[2] 中，把制定保护工人劳动的法令，维护
工人权益作为斗争目标，并提出“废除包工制、实行八
小时工作制、工厂设立工人医院及其他卫生设备、工
厂保险、保护女工和童工、保护失业工人”等政治主
张。《中共二大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3]

进一步明确“工会就是保护工人切身的利益和为工人
的利益奋斗的机关，因为劳动者是创造各种物品者，

所以劳动者应该享受劳动者所创的东西。这个事实，

便是真正工会的出发点。”
1923 年 6 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形

成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中共三大）》[4] 中，将保护
工人利益作为共产党的一项重要任务，其中涉及职业
卫生的权益主要包括“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禁止做日工
者续做夜工；每星期应有三十六小时以上的继续休
息；女工与男工之工资待遇一律平等，生产期前后六
星期之休息，不扣工资；禁止雇佣十四岁以下的童工，

十四岁至十八岁者每日工作不得过六小时；工厂卫生
及劳动条件以法律规定，由国家设立监查机关监督执
行，但工人有权参与之；制定强制的劳工保险法（灾病
死伤的抚恤等），工人有参与办理保险事项之权。”

1927 年 4—5 月，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
会形成的《中共五大对于职工运动议决案》[5] 中，为工
人力争 6 项权益，即 8 h 工作，足够供给生活的工资，

劳动保护法，救济失业并为失业者觅得工作，劳动保
险及恤老金，保护女工和童工。

1928 年 6—7 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
会在《中共六大宣传工作决议案》[6] 提出“实施八小时
工作制，反对任意处罚与摧残，保护与改善劳动居所，

反对包工制，男女同工同酬，产前后休息二月，工资照
发，减少童工夜工时间，禁止用女工童工作过度危险
工作。”

1945 年 4—6 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
会通过的党章中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有全心全
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精神······每一个党员都必须理解

党的利益与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
责的一致性”。 

1.2    党在苏区和根据地的职业卫生措施
苏区是指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党在农村开辟

的革命根据地、采用“苏维埃政权”组织形式的地区。
成立中央苏区后，虽然主要工作是军事斗争和巩固新
生红色政权，但我党在执政之初，就把劳动安全和劳
动保护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为从体制和法制上予以
保障，成立了中华民族史上第一个完整的劳动保护机
构——劳动保护局。截至 1932 年底，中央苏区大多数
县政府都建立了劳动部，并配置了劳动检查员、技术
检查员和卫生检查员；先后制定了《劳动保护法》《劳
动法草案》 [7]。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建立的革命政
权颁布实施了首部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法律《中华苏
维埃共和国劳动法》，设立“安全与卫生”专章规定职
业卫生相关内容。1934 年 1 月制定了《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宪法大纲》，其中第五条规定“中华苏维埃政
权以彻底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为目的，制定劳
动法，宣布八小时工作制，规定最低限度的工资标
准，创立社会保险制度与国家的失业津贴，并宣布工
人有监督生产之权”。其他苏区也同样为此付出了努
力。1930 年 3 月闽西根据地通过的《闽西第一次工农
兵代表大会劳动法》，规定工厂房屋要注意卫生，“东
家”（工厂作坊的主人）要设法改良工厂作坊内的卫生
等。1932 年 8 月湘赣省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
《关于劳动法执行条例的决议》，对劳动保护问题作了
专门说明[7]。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各根据地、解放区在
组织人民群众开展武装斗争的同时，高度重视生产过
程中的劳动保护问题。1941 年初陕甘宁边区政府令
民政厅添设劳动部和社会保险局，专门负责劳动保
护；1942 年 4 月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劳动保护条例
（草案）》，这是陕甘宁抗日民主政权颁布的第一部专
门的劳动保护法[7]。1941 年 11 月，晋冀鲁豫边区公布
施行了《晋冀鲁豫劳工保护暂行条例》，从工资、作息
时间、休假制度、劳工保护、劳动合同等方面都作出
了规定，这应该是抗日战争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劳动
保护文献[8]。从 1948 年 3 月起，东北解放区煤矿管理
局所属各矿务局相继建立了内部安全生产工作机构，

负责企业的安全管理。
所有这些实践都是生动的教科书，对于新中国成

立后做好劳动保护和职业卫生工作，都有着积极的探
索意义和重要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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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党在白区保护劳动者职业卫
生的斗争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是指 1912 年 4 月至 1928 年
12 月（从袁世凯建立北洋军阀统治开始，到张学良东
北易帜结束），白区是与苏区相对的概念，指在国民党
白色恐怖统治下的区域。1922 年 5 月，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组织召开第一次全国劳
动大会，通过了《八小时工作制案》《罢工援助案》等
决议案，对此后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斗争产生了深远
影响。1922 年 8 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利用北洋军
阀宣布恢复国会、制定宪法的机会，发出《关于劳动立
法的请愿书》，要求国会在宪法中规定保护劳工的条
文。1924 年临时国民政府建立后，中国共产党把劳动
者的安全健康作为“最低限度的要求”，向临时国民政
府和国民会议提出实行“8 小时工作制、工厂改良卫
生、实施工人伤亡保险”等建议和主张。1925 年 5 月，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的《经济斗争的决议案》提
出，一切企业应设法消除或减少对工人身体有害的工
作及生产方法，并当预防不幸事情的发生；极力注意
工厂卫生与防疫事宜；对于从事有危害健康工作的工
人，工厂须供给他们种种抵抗危害的服装、用器、消毒
材料等。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白区的工人阶级
为缩短工作时间、保护劳动者安全健康进行了不屈不
挠的斗争[7]。1927 年 6 月第 4 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的
《产业工人经济斗争决议案》指出：“为保护工人身体
健康，特别是繁重和危险的产业工作部门，如冶炼业、
矿山、有害的化学工业等，工作时间要减至八小时以
内；禁止使用女工和 16 岁以下的童工从事有害健康
的化学工业、坑下劳动及繁重的劳动；一切有危险性
的工作岗位，应有充分的防护设施，并注意卫生工作，

各种机器均须有安全设备；各工厂必须有通风除尘等
设备，以畅通空气，防止尘埃；各种污秽有毒害的工
厂，须供给工人工作服，并建立其他预防设施”。1929 年
11 月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的《中华全国工人斗争
纲领》中要求“工厂应有最完善的卫生、防险等设备，

应由国会监督工厂此项设施，尽力保持工人康健，减
少伤害不幸事件”。 

2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1950 年国际劳动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首次给出

明确的“职业卫生”定义。我国当时的职业卫生主要指
工业卫生，呈现出安全生产、劳动保护工作同一概念、

一体化部署安排的特征。党对职业卫生的领导主要包
括发布政策指示，设置监督管理机构，加强技术指导
和制定法规标准等。 

2.1    职业卫生的组织领导不断加强
经党中央、政务院同意，1950 年 3 月召开了全国

劳动厅局长会议，毛泽东、朱德同志出席闭幕会。劳动
部部长李立三在会议报告中提出，要批判“只重视机器
不重视人”的观点，废除长期压迫工人的封建把头制度
和侮辱工人的搜身制，改善劳动条件，做好劳动保护
工作。

党中央多次对企业职业安全卫生工作作出指示
和通知。1961 年 9 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讨论和试行
〈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的指示》，要求“企
业必须实行安全生产制度，认真做好劳动保护工作，

改善劳动防护设施，教育工人严格执行安全操作规
程，切实避免工伤事故”。为扭转“文化大革命”期间
安全生产严重混乱状况，1970 年 12 月毛泽东主席批
准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安全生产的通知》，这是新
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首部指导性
文件。

卫生、劳动等部门从管理和技术等方面加强职业
卫生工作。1954 年 5 月卫生部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工
业卫生会议。在这次我国首个专门安排部署职业卫生
工作的全国性会议上，提出了工业卫生工作要坚持“积
极领导、稳步前进、面向生产、依靠工人、贯彻预防为
主”的方针[9]。1957 年 11 月劳动部、卫生部和全国总
工会联合召开首次全国防止矽尘危害工作会议，工矿
企业探索形成了以“水、风、密、革、护、宣、管、查”为
内容的综合防尘“八字方针”，各行各业大搞技术革新
和工艺革新，降低粉尘危害。卫生部多次组织召开全
国劳动卫生和职业病学术会议，研究解决当时突出的
职业病防治问题。1957—1958 年，对全国 13 个省份
的 10 万余名粉尘作业工人开展了矽肺普查，1974—
1976 年，对 28 个省份 290 多万接尘工人开展矽肺普
查，提高了防治矽肺的针对性[10]。 

2.2    职业卫生监管和支撑体系逐步建立
新中国成立后，职业卫生由劳动部门和卫生部门

共同负责。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下设公共卫生局，

1951 年公共卫生局改称保健防疫局，1953 年又改称
卫生防疫司，下设劳动卫生科（1958 年改称工业卫生
处，1960 年脱离卫生防疫司升格为工业卫生局），负责
全国厂矿企业的劳动卫生工作。劳动部也把职业卫生
纳入劳动管理的重要内容，要求研究并制定切实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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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建设工程的安全卫生办法，研究解决厂矿企业
所存在的严重危害劳动者健康的职业病、尘肺病的预
防办法。

职业卫生支撑机构体系初步建立。1953 年开始
省、地、县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建立卫生防疫站，内设承
担职业卫生工作的劳动卫生科。1954 年在北京成立
中央卫生研究院劳动卫生研究所，是我国第一个由国
家政府主办的劳动卫生与职业病研究和防治的专业
学术机构。到 1966 年，全国约 2/3 的省份和 1/3 的地
区建立了劳动卫生与职业病防治院（所），承担本地区
的劳动卫生工作。 

2.3    职业卫生法规标准建设循序推进
1954 年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实

施，其中明确规定“改善劳动条件”。1951 年至 1963 年
期间出台《关于搬运危险性物品的几项办法》《防止
沥青中毒办法》《工厂安全卫生规程》和《防止矽尘危
害工作管理办法》《劳动保险条例》共 5 部行政法规。
1956 年 5 月国务院 29 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防止
厂、矿企业中矽尘危害的决定》，这是我国首部防范尘
肺病危害的国务院文件。1956 年 10 月劳动部、卫生
部发出的《关于实行职业中毒和职业病报告试行办法
的联合通知》，也是我国首部专门部署职业卫生工作
的部门文件。

1956 年，我国颁布首部劳动卫生方面的国家标准
《工业企业设计暂行卫生标准》，并于 1962 年修改为
国家标准《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J 1-62）；1957 年
卫生部发布《职业病范围和职业病患者处理办法的规
定》，初步解决了当时职业卫生工作无标可依、无章可
循的问题。

我国开展职业健康教育工作之初，主要通过卫生
部卫生宣传处、各级卫生防疫站和大中型企业的卫生
防疫机构、有关卫生技术支撑机构的卫生宣教科的专
兼职人员，开展职业卫生知识的宣传教育[11]。 

2.4    职业卫生专业人才队伍培养成长
解放初期职业卫生专业人才极度缺乏，医学院校

抽调部分成绩优秀的学生转学公共卫生本科和专
科班，为后续开展公共卫生工作输送专业人才。至
1953 年，全国 6 所医学院（北京医学院、上海第一医学
院、山西医学院、四川医学院、哈尔滨医科大学、武汉
医学院）开设公共卫生院系，招收第一届卫生专业包
含职业卫生的本科生，其后陆续有部分院校也增设公
共卫生院系[9]。20 世纪 50 年代，教学主要借鉴苏联的
教材。1961 年，北京医学院刘世杰教授主编了我国第

一本统编《劳动卫生学》教材，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
版。至此我国才有了自己的专业教材[12]。 

3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对保障劳动者权益作出了

一系列部署，随着对各行各业劳动者职业健康权益的
重视，职业卫生逐步从工业卫生扩展到职业健康的本意。 

3.1    职业卫生政策制度制定实施
1978 年 10 月下发《中共中央关于认真做好劳动

保护工作的通知》，明确指出“加强劳动保护工作，搞
好安全生产，保护职工的安全和健康，是我们党一贯
方针，是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一项基本原则”；同时提
出了基本解决常见尘毒危害问题的目标和措施。
1984 年 7 月印发《国务院关于加强防尘防毒工作的
决定》，从落实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制度，合并
小型企业，采用新技术工艺和设备，完善经济政策，加
强监督检查等方面作出具体部署。2009 年国务院出
台《国家职业病防治规划（2009—2015 年）》，这是我
国首次为职业卫生制定具体的行动规划。

为准确评估不同时期我国的职业病危害情况，我
国相继开展了多次职业病危害专项调查和普查工作[11]。
1979—1981 年，开展了铅、苯、汞、有机磷农药和三硝
基甲苯职业危害普查，1982—1984 年，在 17 个行业、
近 10 万名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工人中开展了重点
职业肿瘤流行病学调查。1987—1990 年在全国范围内
进行了尘肺流行病学调查 [13]

，  2010—2012 年，卫生
部、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等 9 个部门联合组织开展了全
国职业健康状况调查。 

3.2    职业卫生监管体制日臻完善
坚持党管机构编制原则，与时俱进改革完善职业

卫生监管体制。改革开放之初，卫生、劳动部门共同负
责职业卫生工作。1982 年卫生部恢复卫生防疫司，

1981 年国家劳动总局成立矿山安全监察局，对矿山安
全卫生工作实行国家监察；1988 年劳动部内设职业
安全卫生监察局，负责从工程技术等方面对企业职业
卫生工作实施监察。1998 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将劳动
部承担的职业卫生监察（包括矿山卫生监察）职能交由
卫生部承担，卫生部设置卫生法制与监督司，加大职
业卫生立法和执法工作力度。2003 年 10 月起，中央
编办印发通知，由卫生部门与安全监管部门共同负责
职业卫生监管工作。2008 年 8 月国家安全监管总局
设立职业安全健康监督管理司，专门负责职业病有关
预防工作。2010 年 10 月中央编办下发《关于职业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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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监管部门职责分工的通知》，基本厘清了卫生、安全
监管、劳动等行政部门和工会在“预防、治疗、保障”方
面的职责。此外，2010 年建立了由卫生部和国家安全
监管总局牵头，中央宣传部等 9 部门参加的职业病防
治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进一步加强了职业病防治
工作的组织领导。 

3.3    职业卫生法制体系逐步健全
改革开放以来，党进一步坚持和完善对立法工作

的领导，职业卫生法制体系逐步恢复和加强，不断创
新发展[14]。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法规制度得到恢复、重建和进
一步规范化，更加突出对尘肺病、重点人群的法制建
设。1984 年卫生部颁布《职业病诊断管理办法》。
1982 年《矿山安全条例》中专门列 2 节规定“工业卫
生标准和监测”“职工健康管理”工作。1987 年颁布施
行《尘肺病防治条例》。1988 年颁布实施《女职工劳
动保护规定》，以减少和解决女职工在劳动中因生理
特点造成的特殊困难。

2001 年 10 月颁布《职业病防治法》，这标志着职
业病防治进入法制化、科学化的新时期。《使用有毒
物品作业场所劳动保护条例》指导预防、控制和消除
职业中毒危害。此外，《劳动法》单列一章规定“劳动
安全与卫生”，《安全生产法》《矿山安全法》《劳动合
同法》等法律均对保护劳动者职业安全健康作出规
定，确保法制统一。随着党不断加大力度转变政府职
能，进一步保障劳动者权益。《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
置安全和防护条例》完善了相关领域防护措施。《劳
动合同法实施条例》对不得与患（或疑似）职业病的劳
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作出规定。《工伤保险条
例》和《社会保险法》不断扩展工伤保险待遇范围。

在我国，标准已经成为法律条款的自然延伸和施
行法律规定的重要保障[14]。1981 年卫生部设立劳动卫
生和职业病诊断标准委员会，随后设立中国预防医学
科学院标准处，制定了《关于制订卫生标准的程序和
方法》《报批和编写标准指南》等一系列指导性文件。
修改扩充了《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TJ36-79），发
布《有毒作业分级》等标准。从此我国职业卫生标准
建设走上了规范有序的发展轨道。 

3.4    职业卫生技术支撑机构逐渐壮大
这一时期，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职业病防治院

（所）、综合性医院和专科医院的职业病科等建设得到
加强和发展，国家、省、地（市）和县的四级职业病防治
网络形成。1980 年，卫生部下发《职业病防治院（所）

工作试行条例》，全国建立起各级劳动卫生、职业病防
治研究机构。1983 年，建立全国性和区域性劳动卫生
职业病防治研究中心。1986 年成立的煤炭工业部职
业医学研究所，随着职业卫生体制改革不断发展，

2012 年更名为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职业安全
卫生研究中心。1999 年，在劳动部劳动保护科学研究
所基础上组建国家经贸委安全科学技术研究技术中
心，并于 2004 年更名为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
2001 年，启动了疾病预防控制体制改革，将卫生防疫
站的职能一分为二，与健康有关的工作留在疾控中
心，卫生执法、行政监督的工作则划到了卫生监督所[15]。
在国家层面，整合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卫生部工业
卫生实验所、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中国农村改水技
术中心，组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内设职业卫生
和中毒控制所。各地以原卫生防疫机构为基础分别成
立了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卫生监督所（局）。民营职业
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职业健康检查机构逐渐增多。 

3.5    职业卫生人才队伍茁壮成长
1981 年起医学院校开始招收劳动卫生与职业病

学专业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逐渐形成了预防医学本
科生、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博
士后和各种培训相结合的人才培养体系，培养了一批
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到 1999 年，在全国已有 30 多个
医学院校设置公共卫生学院或卫生系，在 170 多所独
立的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机构及基层卫生防疫站都
设有劳动卫生科；全国从事科、教、卫生和职业病防
治战线的专业队伍已超过 3 万人[16]。 

3.6    职业卫生信息化建设快速发展
1984 年邓小平同志作出“开发信息资源，服务四

化建设”的题词后，职业卫生的信息化建设起步。政府
部门建立完善了职业病报告和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
申报系统。1989 年起卫生部推广应用全国规范化的
劳动卫生职业病统计报告软件，1997 年建立了采用单
机处理与电子邮件报告相结合的全国劳动卫生职业
病信息管理系统，2006 年 6 月全国职业病网络直报系
统启用。2009 年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建立作业场所职
业病危害申报与备案管理系统。一些用人单位和职业
卫生技术服务机构也建立了职业卫生管理系统 [17]

，

1994 年开发了用于厂矿的职业卫生档案微机管理系
统，2004 年启用青藏铁路施工职业健康监护系统，“十
二五”期间部分省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设了职业卫
生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实现了从样品受理到检测分
析、检测报告自动生成、报告审核及报告发放的全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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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信息管理。 

3.7    职业健康促进工作蓬勃展开
这一时期的职业健康促进和健康教育主要面向

工矿企业。卫生部从二十世纪 80 年代起就提出在工
矿企业开展健康教育；并在不少医学院校设立了健康
教育专业，培养了一大批健康教育的专业人才。1993 年
卫生部在杭州召开“第一次全国工矿企业健康促进研
讨会”。1996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卫生工
作会议要求“积极推进工矿企业健康促进工程”[18] 后，

1997—1999 年卫生部、全国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中心
确定不同的企业和地区开展工矿企业健康促进工程
试点。2000 年 8 月，卫生部与全国总工会印发《关于
开展工矿企业健康促进工作的通知》，工矿企业健康
促进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步入新时代，职业卫生逐步纳入大卫生、大健康

范畴统一治理，成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一个重要战
场。每年报告新发职业病病例于 2016 年达到峰值，之
后每年快速下降，这表明我国职业卫生工作取得了显
著成果。 

4.1    从顶层设计和具体指导推进职业卫生治理
党的十八大以来，健康中国建设持续推进。特别

是 2016 年中央对提升职业卫生定位和职业病防治作
出一系列重要部署，8 月份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
与健康大会上要求，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
地位，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由于劳动者
职业生涯占生命周期 1/2 以上，这无疑把职业健康摆
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10 月份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明确要求推进职业病
危害源头治理，预防和控制职业病发生。12 月份中共
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
的意见》，对职业健康领域改革发展也提出系统性、具
体化的目标和要求。12 月份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
职业病防治规划（2016—2020 年）》，明确了此后几年
职业病防治工作的主要任务。党的十九大明确实施健
康中国战略，将实施职业健康保护行动作为实施健康
中国行动的重要内容。2019 年 5 月，国务院常务会议
进一步要求聚焦我国职业病主要病种尘肺病，在矿
山、冶金、建材等行业开展粉尘危害整治，加强职业健
康监管执法，严厉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4.2    职业卫生监管体制进一步健全
2018 年 2 月召开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将职业安全

健康监督管理职责调整到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卫生
健康委明确职业健康司拟订职业卫生、放射卫生相关
政策、标准并组织实施，开展重点职业病监测、专项调
查，职业健康风险评估和职业人群健康管理工作，协
调开展职业病防治工作；综合监督局负责职业健康监
督工作。2020 年，全国职业卫生专兼职监管执法人员
有 2.3 万人[19]。2020 年 7 月，经国务院同意，将职业病
防治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扩充至 17 个部门，进一
步加强领导，提升职业病防治工作整体效能。 

4.3    职业卫生法治建设全面推进
2016 年以来 3 次修改《职业病防治法》，是贯彻

落实党在职业病防治领域的简政放权政策和机构改
革决策的具体体现。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制定《职业病
危害项目申报办法》等 6 件部门规章，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国家卫生计生委颁布《工伤职工劳动能力鉴
定管理办法》。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了《职业卫生技
术服务机构管理办法》《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
定》《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等部门规章。监管
执法得到加强。2020 年监督检查用人单位 35.3 万户
次，行政罚款 1.16 亿元，为 2019 年的 3 倍多[19]。职业
卫生标准制定和修改工作有序推进。截至 2018 年，我
国各类职业卫生标准合计 936 项，其中强制性国家标
准 227 项、国家职业卫生标准 391 项、卫生行业标准
159 项、电力、铁路等的行业标准 136 项[20]。2019 年
6 月，国家卫生健康委成立的职业健康标准专业委员
会下设工程防护组、监测与评估组及职业病诊断组，

为进一步健全职业健康标准体系提供了组织保障。 

4.4    职业卫生技术支撑体系逐步健全
截至 2020 年底，全国共建有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3 384 家，卫生监督机构 2 934 个，职业健康检查机构
4 520 个，职业病诊断机构 589 家[21]

，初步建立了以疾
控中心、职防院（所）、综合性医院为主体，以国有企
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中介机构为补充的技术支
撑网络[22]。2020 年 4 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关于
加强职业病防治技术支撑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提
出的总体目标为，到 2025 年，健全完善国家、省、市、
县四级并向乡镇延伸的职业病防治技术支撑体系，基
础设施、人才队伍和学科建设进一步加强，监测评估、
工程防护、诊断救治等技术支撑能力进一步提升，满
足新时期职业病防治工作的需要。国家卫生健康委职
业安全卫生研究中心，作为国家级技术支撑机构之
一，承担职业病防治基础研究、职业卫生技术服务、职
业病诊断、职业病救治与康复工作，要继续全面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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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卫生学科建设，不断提升技术支撑能力。 

4.5    职业卫生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
党将信息化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依据。2014 年

对“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相关功能模块升级，

建立专门的“职业病与职业卫生监测信息系统”，系统
包括职业病报告卡、疑似职业病报告卡、有毒有害作
业工人健康监护汇总表、职业病诊断鉴定相关信息报
告卡等。2019 年 8 月启用更加完备便捷的“职业病危
害项目申报系统”，职业健康监管机构和职业健康技术
支撑单位可直接查询用人单位申报的作业场所职业
病危害信息，实现卫生健康系统数据共享[23]。近年来
有些用人单位利用传感器网络技术实现对工作场所
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实时监测，通过风险评价建立职业
病危害预防控制模型[24]。 

4.6    健康企业建设在各级各类企业踊跃开展
中央把健康城市和健康村镇建设作为推进健康

中国建设的重要抓手，并将“健康企业覆盖率”纳入健
康城市考核。健康企业已成为健康中国的微观基础，

而健康企业立足于职业健康[25]。企业职业健康不牢，

健康中国的微观基础就不牢，这为职业健康工作指出
了新的历史定位。2014 年开展健康促进县（区）试点建
设时，将健康促进企业建设纳入健康促进场所统筹推
进。2016 年起在不同地区开展健康企业建设试点，取
得了企业职业健康保障力度加大、职工健康素养提升
的实效。2019 年以来，《健康企业建设规范（试行）》和
《健康企业建设评估技术指南》先后公布施行，为全国
各级各类企业开展健康企业建设和评估提供了基本
遵循规范。目前，各地已出台激励政策和工作方案，指
导健康企业建设蓬勃开展。 

4.7    职业病病人保障范围和渠道不断拓宽
职业病病人保障是保护劳动者职业健康权益的

最后一道关口。党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不惜一切
代价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2013 年修改印
发《职业病分类和目录》，由原来的 115 种职业病扩充
为 132 种（含 4 项开放性条款），为职业卫生监管和职
业病预防、诊治、保障提供了依据，确保将更多劳动者
职业健康权益落到实处。通过完善法律法规和政策，

已形成用人单位为主要负担者，政府保基本，个人或
非盈利组织为补充的职业病病人经济风险分担机制[26]

，

不断提高职业病病人获得保障的效率和公平性。2019
年尘肺病已列入大病专项救治的病种，利用中央转移
支付资金组织实施了“职业病防治项目”[27]

，进一步提
升了尘肺病病人这一最大职业病群体的保障水平。

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我国正处
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职业卫生工作还不能很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职业病仍然是严重危害劳动者健康的
重大公共卫生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总结党
成立 100 年来加强职业卫生工作的经验，自信自强、守
正创新，聚焦重点行业、重点疾病和重点环节，依法防
治，源头治理，综合施策，加强前瞻性研究和探索，坚
决防控职业病危害，提升职业病防治能力和保障水平，

为实现健康中国战略，增进人民健康福祉作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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