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 国家卫计委、 中央宣传部、 安全监管总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全国总工会共同发出通知， 要求在2015年4月
25日至5月1日之间， 开展 《职业病防治法》 宣传周活动。 在 《安全生产法》 《职业病防治法》 等法律法规不断完善的同时，
仍有工伤、 职业病事故的不断发生。 同时， 随着 “预防重于补偿” 的观念深入人心， 人们的关注视角逐渐从工伤、 职业病补
偿， 转移到了更前沿的工伤、 职业病预防工作， 并提出了职业安全卫生集体协商这一有效手段。

由此， 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联合人社部、 全国总工会、 北京市总工会、 北京市产业工会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及
职业安全卫生领域专业人士， 围绕如何进一步完善职业安全卫生集体协商工作展开了研讨。

“如何化解职业病危害”引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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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屈斌

针对上述案例 ， 中国劳动关系
学院安全生产系教授孟燕华指出 ：
在源头上做工伤 、 职业病的预防 ，
是十分有必要开展的事情 ， 目前我
国区域性 、 行业性 、 国企 、 中小企
业的职业安全集体协商都有一些试
点取得了可贵的经验 ， 对于小型事
故的预防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 也体
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 。 如果将好的
职业安全集体协商案例总结成范本，
可以很好地在行业或区域推广。

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
研究员叶明欣表示 ， 目前中国职业
安全卫生集体协商仍存在重形式 、
轻程序 、 轻内容等问题 。 另外 ， 推
行集体合同签订的政府一方代表往
往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主导 ， 而为
了保证集体协商过程中涉及职业安
全卫生问题的专业性 ， 学者提出 ，
在政府代表中应加入劳动安全卫生

的执法主体部门。
叶明欣还总结了 《职业安全卫

生的集体合同条款示例》， 包括用人
单位和工会的角色和责任 、 工会对
安全与健康信息的权利 、 工人获得
信息与培训 、 工人行动权 、 免受特
殊危害 、 劳动保护措施等几方面的
条款内容。

针对如何完善职业安全卫生集
体协商 ， 北京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
建议 ： 由行业工会组织行业维权 ，
在本市已有成功经验 ， 但主要还
是针对工资福利角度的， 涉及员工
自身安全方面的还较少 。 如果针对
重点行业制作示范文本 ， 并成立集
体协商小组执行 ， 可为重点行业试
行职业安全集体协商打下基础 。 此
外 ， 解决职工的安全健康等问题 ，
还需配合安全检查等多种手段。

中华全国总工会法律工作部相

关负责人建议 ： 目前我国在集体协
商程序上是比较成熟的 ， 主要需关
注内容问题， 包括国家的法定标准、
谈判的任意性标准如何衔接 ， 以及
集体协商的制约和约束手段 ， 相关
的法律责任如何设计等。

人社部劳动关系司劳动合同管
理处相关负责人建议 ： 企业社会责
任的主体靠企业来实现 ， 企业在职
业安全卫生方面 ， 首先要做到国家
标准 ， 然后才是企业层面集体协商
标准。

由于集体协商在国家法律法规
不是强制性的 ， 还可以通过劳资协
商会 、 职代会 、 厂务公开等途径解
决权益问题 ， 另外 ， 在企业制定规
章制度过程中， 员工也应有效参与。
在签订劳动合同的过程中 ， 也应通
过市场机制让劳动者在劳动合同中
有话语权。

专家： 职业安全卫生集体协商不可缺位

《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 专家热议职业病防治

企业不做职业病预防培训

自1991年起就在一家电厂工作的赵先生， 由于长年来
经常接触粉尘， 甲苯等有毒有害物质， 2014年被鉴定为
职业病肿瘤。 赵先生回忆说， 工厂根本没有进行过任何
职业病预防培训， 离岗也没有组织体检。 当记者问到对
职业病预防有何建议时， 赵先生表示， 希望单位可以开
展关于有毒有害物质预防的讲座， 为职工配备合格的防
护服， 岗前岗后都做体检， 如果员工患了职业病， 在治
疗方面也应做一些工作， 单位应该对每一名基层员工都
公平对待。

企业不重视生产安全防护

在电子厂工作的席先生， 则是在一次意外事故中发生
了工伤。 在交接班检查机械时， 席先生将脚伸到机器下
面， 此时开关失灵， 他找同事共同按下两个操作键， 这
时机器却突然运转起来， 导致他的右脚受重伤。 对于工
伤事故发生的原因， 席先生表示， 一方面是由于自己的
工作疏忽， 另一方面是企业不太重视安全防护， 机器没
有护栏， 时刻都很危险。 当被问到对工伤预防有何建议
时， 席先生表示， 在他目前的单位里， 工伤事故是很难
预防的， 工厂的安全检查只是走过场， 没有实质的效果，
而在发生工伤后， 希望在讨要受伤赔偿时工会能给予帮
助， 关注受伤职工的伤情。 赵先生、 席先生的经历， 代
表了我国许多工伤、 职业病工人的共同遭遇： 企业疏于
防范， 当工伤、 职业病发生时， 为时已晚， 任何经济补
偿也无法挽回对他们健康造成的损失。

企业的安全生产成本很低

在建筑行业有十余年用工经验的江苏中南建筑集团
总经理助理王进刚介绍说， 保障工人的职业安全是社会
责任的基本体现， 但我国这方面做得还不好， 企业在核
算成本和利润时， 对安全方面的考虑还很不够。

据计算， 在北京， 每平方米建筑面积的安全成本在8
元左右， 而这部分谁承担， 还很难分清。 建筑工人流动
性大， 在参加社会保险方面存在很大的问题， 但工伤保
险、 医疗保险还是要保证的， 如果不能保证， 也应参加
商业保险， 由企业和工人各分担一部分。

相关法律规定未能落实

从事职业病维权的律师王胜利表示， 我国职业安全卫
生的现状并不乐观， 比如在职业危害的告知义务、 职业
危害申报、 职业监护安全档案的设立等方面， 在 《职业
病防治法》 《安全生产法》 等法律法规都有详细规定 ，
但仍然只存在于书面， 存在执法疲软等问题。

如果说职业安全受侵害的个案还不足以引发社会关
注， 那么去年昆山8·2特大爆炸事故足以使更多人警醒，
并催生了 《安全生产法》 的修订。 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
与研究中心主任黄乐平评价说， 大规模事故的爆发后 ，
如果企业没了， 企业老板无法承担责任， 地方政府也要
对职工的生命健康负责任。 这是一个倒推机制， 从安全
事故发生之后往前推， 以牺牲职业安全卫生为代价换取
GDP， 这对各方都是不利的 。 因此 ， 应该从预防开始 ，
由企业、 劳动者、 政府寻求一个公约数， 共同保障职工
的职业安全卫生。 此外， 在全球一体化的大背景之下 ，
跨国企业对于在中国企业的劳工标准也有要求， 中国大
企业想成为国际化企业， 需要向国际劳工标准看齐。

关于劳动安全卫生的规
定

2011年修订的 《职业病防治法》
规定 ， “工会组织依法对职业病防
治工作进行监督 ， 维护劳动者的合
法权益 。 用人单位制定或者修改有
关职业病防治的规章制度 ， 应当听
取工会组织的意见 。” 该法在修订
中 ， 还增加了劳资双方签订劳动安
全卫生专项集体合同的内容 ： “工
会组织应当督促并协助用人单位开
展职业卫生宣传教育和培训 ， 有权

对用人单位的职业病防治工作提出
意见和建议 ， 依法代表劳动者与用
人单位签订劳动安全卫生专项集体
合同 ， 与用人单位就劳动者反映的
有关职业病防治的问题进行协调并
督促解决。”

关于职业安全集体协
商的规定

《工会参加平等协商和签订集体
合同试行办法 》 规定 ， “集体合同
所规定的企业劳动标准包括职业培

训 ： 包括职工上岗前和工作中的培
训 ， 转岗培训 ， 培训的周期和时间
及培训期间的工资及福利待遇等 ；
劳动安全卫生 ： 包括劳动安全卫生
的目标 ， 劳动保护的具体措施 ， 劳
动条件和作业环境改善的具体标准
和实施项目 ， 新建 、 改建 、 扩建工
程的设计 、 施工中的劳动安全卫生
设施与主体工程配套的内容 ， 有职
业危害作业劳动者的健康检查 ， 劳
动保护用品发放 ， 特殊作业的抢险
救护办法 ， 以及劳动安全卫生监督
检查等。”

案例1
2014年2月， 东北制药公司第一

届第五次职工代表大会上， 532名职
工代表一致表决通过2014年集体合
同 （草案）， 董事长与工会主席分别
代表企业方和员工方签订 《集体合
同 》 《劳动安全卫生专项集体合
同 》。 会前 ， 工会组织职工代表对
《集体合同》 和 《劳动安全卫生专项
集体合同》 草案进行了多轮讨论。

案例2
2014年3月， 南京市首份劳动安

全集体合同在江宁区签约，甲方是秣
陵街道工会联合会，乙方为秣陵街道

工商联，合同保障了秣陵街道25个社
区708家企业28400个职工的劳动安
全权益， 该专项集体合同中指出，企
业应当按照国家规定， 做好上岗前、
在岗期间、 离岗时的职业健康体检，
并建立、 保管好职工的监护档案。不
得安排女职工从事特别繁重或者有
害生理机能的工作。

案例3
四川大竹县煤炭建材工会强力

推进非公煤矿职业病防治专项集体
合同工作， 大竹县煤炭建材工会要
求企业工会在平等协商时 ， 把工资
集体协商 、 集体合同 、 女职工保护
专项集体合同 、 职业病防治专项集
体合同 （简称1+3合同） 一并纳入平

等协商范围 。 对职业病防治专项集
体合同初稿 ， 行业工会先后与相关
安全监管部门共同讨论 ， 并多次修
改。

案例4
浙江省总工会提出建立职业安

全卫生联合委员会 ， 在总结台州市
临海医化园区工会主动参与职业病
防治工作的基础上 ， 在杭州市拱墅
区的石材行业 、 临安市的节能灯制
造行业、 丽水市汽修等职业危害问
题突出行业 ， 推动建立区域性 （或
行业性） 职业安全卫生联合委员会，
组织开展劳动安全卫生专项集体合
同的签订、 职业危害治理等工作。

现状： 职业病防范不乐观 法律： 已有安全规定

借鉴： 职业安全集体协商成功案例

呼吁： 期待职业安全集体协商逐渐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