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级职业卫生监督机构 ,将劳动者职业病危害告知列入对用人

单位监督检查的重要内容。对不落实职业病危害告知的用人

单位依据《职业病防治法》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6　依法加强监督 , 保证劳动者健康监护工作的落实

自 2000年 1 月 1 日 《山东省职业病防治条例》 颁布实施

以来 , 我市职业病防治工作逐步走向法制管理轨道 , 特别是

2001年 10月 27日 《职业病防治法》 颁布以后 , 我市通过深入

学习宣传 《职业病防治法》 , 提高广大企业领导和职工职业病

防治法制意识和思想认识的同时 , 不断强化职业病防治法制

监督管理 、 严格执法程序 , 依法推动职业病防治工作 , 保护

了劳动者健康和合法权益。据统计自去年以来 , 我市先后对

200 余家企业下达了限期整改通知书 , 提出整改措施意见 500

余条 ,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 40 余家 , 事先告知罚款金额 170 余

万元。多数企业接到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后 , 认识到问题的

严重性和法律的严肃性 , 对存在问题及时进行了整改。对 12

家超过申述期仍不整改的企业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 , 累计

罚款金额 30余万元。通过强有力的行政执法手段 , 推动了职

业病防治工作的开展。

解读卫生行政部门在职业病防治中的职责和法律责任
王晓芳 , 李登九 , 郭　平

(淄博市卫生防疫站 , 山东 淄博　255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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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第八条规定:“国务院

卫生行政部门统一负责全国职业病防治的监督管理工作” 。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职业

病防治的监督管理工作” 。法律首次明确了国务院卫生行政部

门是对职业病防治工作监督管理统一负责的执法主体 , 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要严格按照本法和卫生部规定的

职责 , 依法规范自身的行为 , 共同做好监管工作。 纵观 《职

业病防治法》 ,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的职业病防治工作监管职责

及违法责任散在于整个法律文件中 , 现简述如下。

1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的主要职责

接受用人单位的职业病危害项目的申报和监督;对建设

单位提交的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和 “三同时” 进行审批;

对职业病防治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对职业病危害现场进行调

查取证;对违反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的单位和个人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 , 根据违法情节进行行政处罚;对发生或可能发生

职业病危害事故时 , 采取临时控制措施和有效控制后解除临

时控制措施;对劳动者的职业健康检查 、 职业病诊断进行监

督;对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 、 职业健康检查和职业病诊断

医疗卫生机构进行资质认证 、 予以批准和监督;对卫生行政

执法人员进行资格认定和监督;对职业病防治工作进行宣传

教育 , 普及职业卫生知识;对职业病和职业病危害事故进行

报告。

2　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主要职责

除上述各级卫生行政部门的职责外 , 国务院卫生行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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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作为综合管理全国卫生工作的职能部门 , 尚有如下职责。

2.1　依据法律授权 , 制定并公布职业病防治法的配套规章及

规范性文件

如国家职业卫生标准 、 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管理办法 、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分类管理办法 、 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

办法 、 职业健康监护管理办法 、 职业病危害事故调查处理办

法 、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管理办法 、 职业病危害因素分类

目录 、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规范 , 会同劳动保障行政部

门制定职业病分类与目录 、 职业病伤残等级鉴定办法等。 这

些配套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 是职业病防治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

对职业病防治活动具有约束力。

2.2　职业病防治工作监督管理的其他职责

3　法律责任

3.1　卫生行政部门违反报告职责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3.1.1　违法行为　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未按规定向上一级

卫生行政部门报告当地发现的职业病或当地发生的职业病危

害事故 , 或者作虚假报告的行为。

3.1.2　行政责任

3.1.2.1　卫生行政部门不按照规定报告职业病和职业病危害

事故 , 但无虚报 (即将无报有 、 将少报多 、 将轻报重等)、 瞒

报 (即将有报无 、 将多报少 、 将重报轻等)情节的只处罚单

位 , 由上级部门责令改正 , 通报批评 , 给予警告。

3.1.2.2　如果有虚报 、 瞒报情节的 , 除处罚单位外 , 还要对

单位负责人 、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

给予降级 、 撤职或者开除的行政处分。

3.2　卫生行政部门及其职业卫生监督执法人员违法执法应承

担的法律责任

3.2.1　违法行为　卫生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 , 有下列违法

行为并导致职业病危害事故发生的要承担法律责任。主要有:

(1)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 , 发给建设项目有关证明文件 、 资

质证明文件或者予以批准;(2)对已经取得有关证明文件的 ,

不履行监督检查职责;(3)发现用人单位存在职业病危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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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造成职业病危害事故 , 不及时依法采取控制措施;(4)

其他违反本法的行为 , 如不对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进行

验收的 , 发现用人单位有违法行为却不加以制止的等行为。

3.2.2　法律责任

3.2.2.1　行政处分　有上述违法行为之一 , 导致职业病危害

事故的发生 , 尚不构成犯罪的 , 由职业卫生监督执法人员所

属的卫生行政部门及其上级部门对单位负责人 、 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负责人员依法给予降级 、 撤职或者开除

的行政处分。

3.2.2.2　刑事责任　有上述违法行为之一 , 导致职业病危害

事故发生 , 构成犯罪的 , 由人民法院依 《刑法》 第三百九十

七条之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 即追究滥用职权罪 、 玩忽职守罪

和徇私舞弊罪。对行为人追究刑事责任的同时 , 并不排除行

政责任的追究。

4　小结

《职业病防治法》 规范了政府与用人单位 、 劳动者 、 职业

卫生服务机构之间监督管理的行政法律关系 , 它在立法中运

用了 “有限权力原则” 、 “正当程序原则” 和 “责任行政原

则” , 强调了政府的卫生监管 、 准入 、 检查 、 及时控制和违法

的行政处罚职责。该法具体规定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的权利有

监督检查权 、 调查取证权 、 查阅资料权 、 采集样品权 、 责令

改正权 、 行政处罚权 、 临时控制权。 同时规定职业卫生监督

执法人员应经资质认定 , 定期培训考核;其义务是忠于职守 ,

秉公执法 , 遵纪守法 , 依法行政 , 热情服务。

适应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的要求 , 即由 “全能政府”

向 “有限政府” 、 由 “权力政府” 向 “责任政府” 转变等 , 法

律明确规范了卫生行政部门和职业卫生监督执法人员的行政

执法行为及违法责任 , 这是由传统的 “以法行政” 的官本位

型管理向现代的 “依法行政” 的公民权利型控权法或平衡法

的转变 , 具有重要的法制建设意义。

因此 ,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及职业卫生监督执法人员 , 要

认真学习 《职业病防治法》 及配套规章 、 规范性文件 , 准确

理解法律内涵 , 明确法定职责任务和违法责任 , 依法行政 ,

推动职业病防治工作全面开展。

临海市宣传贯彻 《职业病防治法》 效果评价
陈超群 , 张立新

(临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浙江 临海　31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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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海市地处浙东沿海 , 经济比较发达 , 大小化工 、 机械 、

建材等有毒有害企业有 400 多家 , 每年企业工人职业中毒事

件屡有发生。如 2000年某服装厂 1 名裁剪工 , 因为布匹中的

二甲基甲酰胺而中毒;2001年化工厂因为车间生产环境开放 ,

手工操作 , 导致 1 名工人急性 2 , 4-二硝基苯酚中毒死亡;

2001年某工厂因氯气泄漏致使 8 人中毒等。发生职业危害事

故的主要原因是部分企业的职业卫生防护设施差 , 领导和职

工缺乏对职业卫生知识的了解。因此 , 开展多种形式的职

业健康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盼望已久的 《职业病防治法》于

2002年 5 月 1日颁布实施 , 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广大劳动

者身体健康的关怀 , 也使职业卫生工作走上有法可依 、 依法

防治和管理的轨道。为宣传贯彻 《职业病防治法》 , 临海市开

展了一系列综合性干预措施 ,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与干预的人群

临海市把全市化工 、 机械等重点企业负责人与部分镇

(办事处)分管工业负责人 、 接触有毒有害职业工人为重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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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 , 分别对他们进行培训前后随机问卷调查 , 调查人数各 100

人 , 并作干预前后对照 , 后跟踪了解职业卫生监测效果。

1.2　干预方法

1.2.1　开展培训和宣传咨询　2002年 4 月 18 日市卫生局召开

了 《职业病防治法》 宣传 、 贯彻座谈会 , 提高了大家的思想

认识 , 明确了职责 , 确保了 《职业病防治法》 在我市的顺利

实施。4 月 28日临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与市卫生局 、 市卫

生监督所联合举行大型的 《职业病防治法》 宣传咨询活动 ,

发放宣传资料 、 展出宣传版面 , 受教育者达 2 000 余人次。 7

月 1～ 2日临海市政府又举办了宣传贯彻 《职业病防治法》 培

训会 , 特邀请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

所长李朝林教授来临海讲课。李教授对 《职业病防治法》 的

主要内容作了讲解 , 同时分析了职业病防治的现状 , 并着重

就职业危害因素的申报管理 、 职业卫生的管理提出了方法和

措施。与此同时 , 临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 5 ～ 6 月份职业

健康体检中发放了 《职业病防治法》 的宣传资料 1 000 多张 ,

同时对工人进行人际传播前后随机问卷调查。

1.2.2　开展职业卫生监测　临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5 ～ 7

月份对21家企业 35种有毒有害因素进行职业卫生监测和效果

评价。

2　结果和分析

2.1　知识的变化

企业负责人和工人在干预前和干预后对 《职业病防治法》

知识知晓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干预后比干预前各种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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