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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 背景 ]　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在开发利用优势资源和不断提高工业化水平的同时，
日益凸显的职业病危害问题给新疆职业病危害治理工作带来严峻的挑战。

[ 目的 ]　通过调查了解新疆职业病危害分布的基本特征和职业病危害治理工作现状，评估当
前面临的职业病危害风险，为研究制定新疆职业病防治对策提供科学依据，为实现职业病
防治相关规划目标提供坚实保障。

[ 方法 ]　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采集新疆 605 家职业病危害企业信息，设置 12 项指标反映职
业病危害治理工作实施情况，采用职业病危害治理工作综合指标反映职业病危害治理整体
水平，按企业规模、经济类型、行业、职业病危害风险类别对企业的职业病危害分布特征及
职业病危害治理工作实施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 结果 ]　新疆 605 家被调查企业中，以小型企业（占 54.9%）、有限责任公司（占 46.8%）、职
业病危害风险严重企业（占 61.7%）数量居多。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简称 ：接害）的职工
有 76 499 人，职工接害率为 42.7%。接害职工主要集中在大型企业（占 52.0%）、国有企业

（占 48.8%）和职业病危害风险严重企业（占 84.1%）。不同行业中，建材行业企业数量最多
（占 19.2%），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接害职工人数最多（占 23.8%）。不同规模、经济类

型、职业病危害风险类别企业职工接害率存在差异（P < 0.001），职工接害率较高的为微型
企业（66.6%）和职业病危害风险较重的企业（45.4%）；国有企业接害率较低（33.9%）。不同
行业职工接害率亦存在差异（P < 0.001），其中职工接害率较高的行业为机动车燃料零售业

（95.3%）、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57.0%）和纺织行业（56.0%）。反映企业职业病危害
治理工作实施情况的 12 项指标的符合率在 27.1%~96.5% 之间，职业病危害治理工作综合指
标平均符合率为 62.2%。不同规模、经济类型、职业病危害风险类别企业职业病危害治理工
作综合指标符合率存在差异（P < 0.001），其中小型企业、有限责任公司和私营企业、职业病
危害风险较重企业职业病危害治理工作综合指标符合率低于平均符合率。不同行业的职业
病危害治理综合指标符合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其中非金属矿采选、轻工、机械
等行业综合指标符合率低于平均水平。

[ 结论 ]　新疆各类接害企业职业病危害治理水平参差不齐，形势不容乐观。监管部门应聚焦
小微型企业、有限责任公司和私营企业等非公有制企业、职业病危害风险较重企业的职业
病防治工作，加强非金属矿采选、轻工、机械等重点行业的监管力度，实施重点监管和分类
分级监管策略，督促用人单位落实职业病防治主体责任，以保护劳动者健康，保障职业病防
治相关规划目标的顺利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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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As the core area of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while Xinjiang has continuous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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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ited superior resources and raised industrialization, it has also faced severe challenges to the management of occupational hazards 
brought by increasingly prominent occupational hazards. 

[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understand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occupational hazard distribution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occupational hazard management in enterprises of Xinjiang, assess the risks of occupational diseases, and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formulating occupational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and a solid guarantee for achieving the goals of regional occupational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plans. 

[Method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arried out to collect information of 605 enterprises with occupational hazards in Xinjiang. Twelve 
individual indicators and one comprehensive indicator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occupational hazard management 
measures.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occupational hazard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occupational hazard management 
measures were analyzed against enterprise scales, economic types, industries, and occupational hazardous risk categories. 

[Results] Among the 605 surveyed enterprises in Xinjiang, most enterprises were small enterprises (54.9%),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ies 
(46.8%), and those having serious occupational hazards (61.7%). There were 76 499 workers exposed to occupational hazards (42.7%). 
The exposed workers mainly concentrated in large enterprises (52.0%), state-owned enterprises (48.8%), and enterprises with serious 
occupational hazards (84.1%). Regarding industry, building materials industry was leading in the numbers of enterprises (19.2%), and 
chemical industry had the largest number of workers exposed to occupational hazards (23.8%).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exposure rate among workers from enterprises of different scales, economic types, and occupational hazardous risk categories (P < 0.001), 
especially high in micro-scale enterprises (66.6%) and enterprises with moderate risks of occupational hazards (45.4%) and low in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33.9%). There was also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exposure rate among workers from different industries (P < 0.001), 
with higher rates in motor vehicle fuel retail (95.3%), chemical industry (57.0%), and textile industry (56.0%). The compliance rates of the 
12 individual indicators ranged from 27.1% to 96.5%, and the average compliance rate of the comprehensive indicator was 62.2%.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compliance rate of the comprehensive indicator among enterprises of different scales, economic types, 
and occupational hazardous risk categories (P < 0.001), and the rates of small enterprises,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ies, private enterprises, 
and enterprises with moderate risks of occupational hazards were lower than the average rate.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compliance rate of the comprehensive indicator among different industries (P < 0.001), and the rates of non-metallic mineral mining, light 
industry, and machinery industry were lower than the average rate.

[Conclusion] Various enterprises in Xinjiang show different levels of occupational hazards management, and the situation is still grim. 
Related regulatory authorities should take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ies, private enterprises, and enterprises with 
moderate occupational hazardous risks as the targets of occupational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program, and strengthen supervision 
over key industries such as non-metallic mineral mining, light industry, and machinery industry. Through implementing strategies of priority 
supervision and classification supervision, and urging employers to implement the main responsibility of occupational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we aim to protect workers’ health and achieve the goals of related occupational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pl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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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的推进和城镇
化、工业化进程的深入，新疆以石油、天然气、煤炭
等优势资源的开发利用为重点，培育了一批独具特色
和优势的支柱产业，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但是，近
年来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企业数量剧增，劳动用工
形式多样化和监管力度不足等因素，造成职业病危害
问题日益突出，给新疆职业病危害治理工作带来严峻
的挑战。为切实了解和掌握新疆职业病危害防治基本
情况，评估当前面临的职业病危害风险，本研究对新
疆 605 家企业的职业病危害分布特征及职业病危害治
理工作现状进行调查分析，以期为当地制定职业病防
治对策提供科学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17 年 6 月底以前在生产经营的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职业病危害企业（煤矿除外）。

1.2   方法 
运用现场流行病学调查方法，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职业病防治法》《职业病防治规划（2016—2020

年）》［1］《职业病危害治理 “ 十三五 ” 规划》［2］等相关
要求设计了 “ 企业职业病危害治理情况调查表 ”。于 

2017 年 6—12 月对新疆乌鲁木齐市、克拉玛依市、哈
密市、吐鲁番市、阿克苏地区、塔城地区、阿勒泰地
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昌吉
回族自治州、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共 11 个地（州、
市）（不包括和田、喀什地区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
治州）开展职业病危害治理情况调查。通过 11 个地

（州、市）市场监管、统计以及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获
取当地职业病危害企业名单，从每个地（州、市）随
机抽取 50 家，共计 550 家职业病危害企业开展问卷
调查，并在每个地（州、市）另随机抽取 4~6 家企业
共计 55 家进行现场调查并填写问卷资料，合计共
605 家企业纳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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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调查内容
调查职业病危害企业分布及职工接触职业病危

害因素（简称 ：接害）情况，主要包括企业基本信息、
从业人员和接害人员情况等。职工接害情况由企业
根据职工从事的作业能否接触到《职业病危害因素
分类目录》（国卫疾控发〔2015〕92 号）中所涉及的粉
尘、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有毒、有害因素等情况填写。
对接害企业按照企业规模分布、经济类型分布、行业
分布、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的风险类别分布开展调
查。企业规模按照《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

（2017）》（ 国统 字〔2017〕213 号 ）填 写，经 济 类型 按
照《关于划分企业登记注册类型的规定调整的通知》

（国统字〔2011〕86 号）要求填写，行业类别按照 GB/T 

4754—2017《国民经济行业分类》［3］和《冶金有色建
材机械轻工纺织烟草商贸行业安全监管分类标准（试
行）》（安监总厅管四〔2014〕29 号）填写，建设项目职
业病危害的风险类别按照《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
分类管理目录（2012 年版）》（安监总安健〔2012〕73 号）
要求填写。

调查接害企业职业病危害治理工作现状，共设置
12 个项目，分别为职业病防治责任制度制定、职业病
危害项目申报、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正确、负责人职
业卫生培训、职业卫生管理人员职业卫生培训、接害
职工职业卫生培训、接害职工职业健康检查、工作场
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职业病危害劳动合同告
知、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设置、职业病危害公告栏设
置、职业卫生监督检查覆盖。反映企业职业病危害治
理工作现状的综合指标由以上 11 个项目（不包括职
业病危害项目申报）组成，综合指标符合率 =［符合 11

个项目指标的企业数之和（家次）÷ 企业应符合数（即
企业数 ×11）］×100%。
1.4   质量控制 

成立由自治区及各地（州、市）职业健康监管人
员、专家和职业卫生技术人员组成的调查组，采用统
一的调查表和填写说明，并于调查前对调查员进行统
一培训。由用人单位负责职业健康管理工作的人员先
预填写调查表，同时提交本单位调查相关职业卫生管
理档案。再由调查组调查员根据各用人单位提供的纸
质上报材料复核校正后填报调查表。调查过程中按样
本量的约 10% 比例随机抽样进行现场调查，将现场
调查获取资料与调查表填报数据进行比对，核查和纠
正，以保证调查结果准确性。在资料整理录入时对有

逻辑错项的通过电话予以补充或更正。
1.5   统计学分析 

采用 Excel 2013 建立数据库，采用 SPSS 18.0 统计
软件对数据进行描述流行病学统计分析，计数资料的
比较采用 χ2 检验，检验水准 α=0.05。

2   结果
2.1   职业病危害企业分布及职工接害情况

本次 605 家被调查企业中，实际从业人员总数为 

179 185 人，接害职工有 76 499 人，职工接害率为 42.7%。
2.1.1   不同规模职业病危害企业分布及职工接害情
况   在不同规模企业中，以小型企业数量最多（332

家，占 54.9%）；职工（102 745 人，占 57.3%）和接害
职工（39 785 人，52.0%）最多的均为大型企业。不同规
模企业职工接害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 789.0，P < 

0.001），职工接害率最高的是微型企业（66.6%），见表 1。

表 1   新疆不同规模企业分布及职工接害情况

企业规模
企业 职工 接害职工 职工接害

率 *

（%）总数 构成比
（%） 总人数 构成比

（%） 总人数 构成比
（%）

大型 54 8.9 102 745 57.3 39 785 52.0 38.7

中型 120 19.8 49 796 27.8 23 445 30.7 47.1

小型 332 54.9 25 138 14.0 12 266 16.0 48.8

微型 99 16.4 1 506 0.9 1 003 1.3 66.6

合计 605 100.0 179 185 100.0 76 499 100.0 42.7

［注］* ：χ2=1 789.0，P < 0.001。

2.1.2   不同经济类型职业病危害企业分布及职工接
害情况   在不同经济类型企业中，有限责任公司数量
最多（283 家，占 46.8%）；职工（93 462 人，占 52.2%）
和接害职工（37 311 人，占 48.8%）最多的均为国有企
业。不同经济类型企业职工接害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632.7，P < 0.001），职工接害率最低的为国有企业
（33.9%）。见表 2。

表 2   新疆不同经济类型企业分布及职工接害情况

经济类型
企业 职工 接害职工 职工接

害率 *

（%）总数 构成比
（%） 总人数 构成比

（%） 总人数 构成比
（%）

国有企业 155 25.6 93 462 52.2 37 311 48.8 33.9

有限责任公司 283 46.8 12 243 6.8 5 402 7.0 44.1

股份有限公司 30 5.0 16 117 9.0 7 325 9.6 45.4

私营企业 130 21.5 55 310 30.9 25 482 33.3 46.1

涉外企业 7 1.1 2 053 1.1 979 1.3 47.7

合计 605 100.0 179 185 100.0 76 499 100.0 42.7

［注］* ：χ2=632.7，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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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不同行业职业病危害企业分布及职工接害情况   

所有行业中，企业数量最多的是建材行业（116 家，占
19.2%），职工最多的是石油天然气开采业（32 883 人，
占 18.3%），接害人数最多的为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
造业（18 181 人，占 23.8%）。不同行业职工接害率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4 570.7，P < 0.001），接害率最高
的为机动车燃料零售业（95.3%）。见表 3。

表 3   新疆不同行业企业分布及职工接害情况

行业
企业 职工 接害职工 职工接

害率 *

（%）总数 构成比
（%） 总人数 构成比

（%） 总人数 构成比
（%）

建材行业 116 19.2 11 400 6.4 5 790 7.6 50.8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
延加工业 15 2.5 13 978 7.8 5 678 7.4 40.6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
延加工业 18 3.0 11 385 6.4 5 472 7.2 48.1 

轻工行业 72 11.9 8 124 4.5 2 569 3.4 31.6 

机械行业 56 9.3 5 257 2.9 1 926 2.5 36.6 

石化行业 34 5.6 21 293 11.9 9 672 12.6 45.4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
品制造业 60 9.9 31 912 17.8 18 181 23.8 57.0 

纺织 37 6.1 11 793 6.6 6 608 8.6 56.0 

电力热力燃气 31 5.1 15 730 8.8 8 480 11.1 53.9 

非金属矿采选业 39 6.5 6 178 3.4 2 269 3.0 36.7 

金属矿采选业 48 7.9 8 611 4.8 3 357 4.4 39.0 

石油天然气开采业 16 2.6 32 883 18.3 5 836 7.6 17.8 

机动车燃料零售业 63 10.4 641 0.4 611 0.8 95.3 

合计 605 100.0 179 185 100.0 76 499 100.0 42.7

［注］* ：χ2=14 570.7，P < 0.001。

2.1.4   不同职业病危害风险类别企业分布及职工接害
情况   在不同职业病危害风险类别企业中，企业数量

（373 家，占 61.6%）、职工（151 966，占 84.8%）、接害
职工（64 313，占 84.1%）最多的均为职业病危害风险
严重的企业，接害率最高的为职业病危害风险较重的
企业（45.4%）。不同职业病危害风险类别企业职工接
害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78.2，P < 0.001），见表 4。

表 4   不同职业病危害风险类别企业职工接害情况

风险类别
企业 职工 接害职工 职工接

害率 *

（%）总数 构成比
（%） 总人数 构成比

（%） 总人数 构成比
（%）

严重 373 61.6 151 966 84.8 64 313 84.1 42.3 

较重 136 22.5 22 911 12.8 10 395 13.6 45.4 

一般 96 15.9 4 308 2.4 1 791 2.3 41.6

合计 605 100.0 179 185 100.0 76 499 100.0 42.7

［注］* ：χ2=78.2，P < 0.001。

2.2   接害企业职业病危害治理工作现状调查
2.2.1   企业职业病危害治理实施概况   为反映企业职
业病危害治理工作现状，计算 12 项治理项目的符合
率。新疆 605 家企业职业病危害治理单项指标符合率
在 27.1%~96.5% 之间。见表 5。605 家企业 11 项指标的
符合项之和为 4 142 项，职业病危害治理综合指标平
均符合率为 62.2%。

表 5   605 家企业职业病危害治理工作实施情况
职业病危害治理项目 符合企业数（家） 符合率（%）

职业病防治责任制度制定情况 325 53.7

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情况 584 96.5

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正确情况 310 51.2

主要负责人职业卫生培训情况 484 80.0

职业卫生管理人员职业卫生培训情况 489 80.8

接害职工职业卫生培训情况 394 65.1

接害职工职业健康检查情况 412 68.1

工作场所职业危害因素检测评价情况 414 68.4

职业病危害劳动合同告知情况 373 61.7

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设置情况 406 67.1

职业病危害公告栏设置情况 164 27.1

职业卫生监督检查覆盖情况 371 61.3

2.2.2   不同类型分类企业职业病危害治理指标符合
情况   不同规模企业职业病危害治理综合指标符合
率不全相同（χ2=121.6，P < 0.001），大、中、微型企业
符合率高于平均（62.2%），小型企业较低。不同经济
类型企业职业病危害治理综合指标符合率不全相同

（χ2=163.6，P < 0.001），符合率较低的为有限责任公司
（57.1%）和私营企业（57.8%）。不同行业的企业职业

病危害治理综合指标符合率不全相同（χ2=193.8，P < 

0.001），符合率较低的为机械行业（46.9%）、非金属矿
采选业（56.2%）、轻工行业（56.3%）。不同职业病危害
风险类别企业间该指标符合率也不全相同（χ2=101.6，
P < 0.001），职 业 病 危 害 风 险 较 重 企 业 符 合 率 最 低

（52.5%）。见表 6。

表 6   不同类型分类企业职业病危害治理工作符合情况

         分类
企业

数
（家）

应符
合数

（项）

符合
数

（项）

综合指
标符合
率（%）

χ2 P

企业规模 121.6 <0.001

大型 54 594 414 69.7 13.0* <0.001

中型 120 1 320 919 69.6 25.9* <0.001

小型 332 3 652 2 056 56.3 34.7* <0.001

微型 99 1 089 753 69.2 19.2*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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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
企业

数
（家）

应符
合数

（项）

符合
数

（项）

综合指
标符合
率（%）

χ2 P

经济类型 163.6 <0.001

国有企业 155 1 705 1 267 74.3 86.6* <0.001

有限责任公司 283 3 113 1 776 57.1 23.9* <0.001

股份有限公司 30 330 212 64.2 0.5* 0.463

私营企业 130 1 430 826 57.8 10.0* 0.002

涉外企业 7 77 61 79.2 9.4* 0.002

行业 193.8 <0.001

建材行业 116 1 276 775 60.7 1.0* 0.311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15 165 119 72.1 6.7* 0.010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18 198 127 64.1 0.3* 0.586

轻工行业 72 792 446 56.3 10.5* 0.001

机械行业 56 616 289 46.9 55.6* <0.001

石化行业 34 374 242 64.7 0.9* 0.338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60 660 431 65.3 2.4* 0.121

纺织 37 407 237 58.2 2.6* 0.106

电力热力燃气 31 341 228 66.9 3.0* 0.085

非金属矿采选业 39 429 241 56.2 6.3* 0.012

金属矿采选业 48 528 327 61.9 0.0* 0.889

石油天然气开采业 16 176 132 75.0 11.9* 0.001

机动车燃料零售业 63 693 548 79.1 77.1* <0.001

风险类别 101.6 <0.001

严重 373 4 103 2 607 63.5 1.8* 0.176

较重 136 1 486 780 52.5 48.3* <0.001

一般 96 1 056 755 71.5 33.7* <0.001

合计 605 6 655 4 142 62.2 — —

［注］* ：与综合指标平均符合率（62.2%）的比较结果。

3   讨论
新疆蕴藏丰富的煤炭、石油、矿石等资源，煤炭

开采、有色金属矿采选、建材、煤化工、石油化工、冶
金等职业病危害严重的行业成为新疆的支柱产业和
优势产业。随着新疆经济建设的加快，职业病危害因
素种类、接触职业病危害人数和职业病危害行业分布
范围亦随之增加，尘肺病、职业性眼病以及急慢性职
业中毒等职业病及其导致的诸多问题日益凸显，职业
病危害形势严峻，职业病危害治理工作任重道远［4-5］。

本次调查显示了新疆职业病危害分布的基本特
征。从企业规模看，大型企业数量最少，但接害人数
最多，有利于集中监管 ；小、微型企业具有接害人数
少、企业数量多、职工接害率高和人口流动性大等特
点，且新疆地域广阔，监管难度大，应进一步加强其
日常监管工作 ；中型企业职工数和接害职工数均位居
第二位，其职业病防治工作不容忽视，因此也需要重

点管理。从企业经济类型看，企业数量占前 3 位的是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企业、私营企业，企业经济类型
仍以内资企业为主。其中，国有企业接害率最低，涉
外企业接害率最高，应加强对非公有制企业的监管力
度。从行业看，目前新疆以建材行业企业数最多，接害
职工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采矿业两大行业，符合新疆
经济发展现状，制造业和采矿业在新疆第二产业中为
支柱型产业，对新疆经济总量的贡献率达到 23.8%［6］，
也与国内某些报道相似［7-8］。其中机动车燃料零售、化
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纺织、电力热力燃气、建材、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及石化共 7 个行业职工接害
率高于平均水平，有关部门应加强这些重点行业的专
项治理和监督检查。从职业病危害风险类别看，职业
病危害严重企业在企业数量、接害人数、接害比例上
均占比最高，呈现高度集中的特点，可见新疆企业职
业病危害风险等级高，整体管控风险高，使得职业卫
生监管工作任务重、难度大。由于产业结构、生产工
艺发展水平和职业病防治总体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各
地报道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接害率差别较大，本次调查
显示新疆企业职工总接害率为 42.7%，高于国内同行
调查结果［7-11］，新疆职业病危害形势不容乐观。为此，
在开展职业病危害预防控制工作时应当根据新疆职
业病危害分布特征而有所侧重，实施重点监管和分类
分级监管，有针对性地开展治理工作，以预防职业病，
保护劳动者健康。

职业卫生监督和管理工作能有效预防、减少或控
制作业过程中产生或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对职工
健康的侵袭，企业自身制度建设和完善是开展职业卫
生管理工作的基础［12］。从 12 项职业病危害治理指标
的调查结果来看，实施最好的是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
率（96.5%），达到规划［1-2］的要求，但申报正确率仅为
51.2%，反映出企业对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工作认识仍
有不足。本次调查企业的职业健康监督检查覆盖率、职
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率、职工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
查率、企业主要负责人职业卫生培训率、职业健康管
理人员职业卫生培训率等指标均未达到规划 ［1-2］的要
求。据 2015 年度全国职业病防治评估结果显示，评估
的 8 项指标包括企业主要负责人职业卫生培训率、职
业健康管理人员职业卫生培训率、接害职工职业卫生
培训率、工作场所职业危害因素检测评价率、职业健
康检查率、职业病危害劳动合同告知率、职业病危害
警示标识设置率和职业卫生监督检查覆盖率分别为

续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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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1%、88.9%、80.6%、86.4%、70.5%、84.3%、91.2%

和 89.8%［13］，本次调查这 8 项指标均低于 2015 年全国
职业病防治评估结果。将本次调查与 2012 年调查结
果进行比较［14］，职业病防治责任制、接害职工职业卫
生培训、接害职工职业健康检查、工作场所职业病危
害因素检测评价、职业病危害劳动合同告知等实施情
况均明显高于 2012 年相应指标实施情况。说明经过
近 5 年来职业病防治工作的不断推进，新疆职业病危
害治理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与发达地区［15］相
比仍有较大差距，职业病危害治理整体水平不高，职
业病防治工作亟待加强。

从职业病危害防治综合指标符合情况来看，综合
指标平均符合率为 62.2%。经统计学检验可以看出，
不同规模、行业、经济类型、职业病危害风险类别企
业职业卫生管理和监管工作现状参差不齐。本研究发
现小、微型企业职工接害率高于大、中型企业，其职
业病危害治理指标实施情况相对较差，与陈刚［9］调查
结果一致，因此应针对小、微型企业点多面广的特点
加强对企业职业病防治工作的监管和指导。国有企业
和涉外企业职业病危害治理工作实施情况明显优于
非公有制内资企业，而有限责任公司和私营企业实施
情况最差。在不同行业中，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
业、石油天然气开采业、机动车燃料零售业等行业职
业病防治工作符合率相对较高，非金属矿采选、轻工、
机械等行业职业病防治工作符合率较低。可能是由于
新疆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石油天然气开采业
所涉及的企业主要以国有大中型企业为主，机动车燃
料零售业所涉及的企业以国有小微型加油加气站居
多，这些企业有相对健全的职业卫生管理机构和专职
管理人员，管理水平较高。非金属矿采选、轻工、机
械等行业对职业危害防治工作重视程度较低，应当强
化监管，开展行业专项治理。自 2012 年颁布《建设项
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2012 年版）》（安监
总安健〔2012〕73 号）以来，监管部门根据企业职业病
危害风险程度实施分级监管，职业病危害严重的企业
作为监管重点，在职业病危害防治方面有了明显改善，
但新疆职业病危害较重企业职业病危害治理工作实施
情况总体水平较低。因此，在对职业病危害高风险企
业实施重点监管的同时，应加大职业病危害较重企业
的监管力度，提高企业职业病防控意识。

本次调查显示了新疆职业病危害分布的基本特
征，评估了近年来新疆职业病危害治理效果，为进一

步推动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加强职业病危害防治监督
管理体系建设，有效防治职业病危害，结合新疆职业
病危害特征提出如下对策 ：（1）建立健全职业卫生监
管信息体系。定期开展职业病危害现状调查或普查工
作，建立企业职业健康基本信息数据库，健全不同部
门间职业病防治信息的互联、互通、共享机制。依此
动态掌握职业病危害治理工作现状，摸清职业病危害
底数，评估职业病危害风险，找准职业病防治重点难
点，从而为监管部门实施分级分类监管，提高监管执
法效率奠定基础，为研究制定区域防治策略提供数据
支持，为确保实现职业病防治和职业病危害治理规划
目标提供坚实保障。（2）落实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主
体责任。督促用人单位实现由被动实施职业病防治措
施变为主动实施的角色转变，建立健全并严格落实职
业病防治主体责任、职业病危害告知、职业病危害项
目申报、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职业健康监护和
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 “ 三同时 ” 等各项制度要求，
建立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工作长效机制。（3）加大对
职业卫生工作的重视和投入。应将职业病防治工作纳
入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的绩效考核内容，健全职业卫
生监管执法经费保障机制，提高执法队伍的技术能力
和装备水平，强化职业卫生技术支撑体系建设，在规
范管理和整合扶持职业卫生技术支撑机构的同时充
分发挥其在技术咨询、检验检测、评价、健康检查、
宣传培训以及事故调查处理等方面的技术支撑作用。

（4）继续深化职业病危害监督执法和专项治理。加强
对职业病危害较重和严重企业、职业卫生管理薄弱的
小型企业、非公有制企业以及非金属矿采选、轻工、
机械等行业职业卫生工作的监督管理和专项整治，加
强职业病危害的源头管理、过程管控和事后监督，加
强职业病危害治理各项指标的实施，争取在 “ 十三五 ”

期间取得明显成效。（5）大力推动职业卫生宣传教育
培训工作。借助书籍、宣传手册、挂图、报刊、电视、
广播、杂志、网站、微信、微博、微门户等媒体，深入
开展传统培训、情景模拟、案例分析、警示教育、双
向交流、现场参观、实际操作演习等多种形式的职业
病防治宣传教育培训活动，提高职工职业病防治意识
和防护能力，充分发挥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作用，调
动职工在职业病防治工作中的民主参与、民主监督、
民主管理的积极性。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调查对象为除和田、喀
什地区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外的 11 个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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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 605 家职业病危害企业，在区域调查上不够全
面。在接害企业统计信息获取上，因基层统计部门所
掌握的统计信息不全或人为因素干扰等原因，可能会
造成调查对象抽样时的系统误差。被调查企业可能出
现估计性作答或回避性作答的现象，从而影响信息的
准确性，可能造成登记性统计误差。作为横断面的研
究，本研究仅能反映调查当时新疆职业病危害治理的
现状，如能在本研究的基础上定期开展职业病危害现
状调查，通过对比分析，能更全面、准确、动态掌握
新疆职业病危害分布特征、职业病危害治理水平及其
变化规律，从而构建职业病危害信息动态更新机制，
为研究制定职业病防治对策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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