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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陈陈陈元元元元桥桥桥桥 高高高高级级级级主任主任主任主任研研研研究究究究员员员员    

    陈元桥，1965年生，1986年毕业于中南财经大学（现名为“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工业经济系工业经济专业，获经济学学士学位。高级主任研究员。 

    主要研究领域：社会责任、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人类工效学领域。 

    主要工作经历： 

    1986年7月毕业在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原名为：中国标准化综合研究所、中国

标准化与信息分类编码研究所、中国标准研究中心）参加工作至今。 

    主要科研成果： 

    经过长期耕耘，在社会责任、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人类工效学等领域取

得丰硕科研成果，并在国内外具有一定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本人起草国家标准

30余项（其中作为第一起草人共17项）；参与起草国际标准（ISO 26000）3项；

作为项目负责人完成20余项科研项目（其中4项为科技部国家级科研项目，项目总

规模近2千万元）。代表性著作有《GB/T 28001—2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规范〉理解与实施》（主编，中国标准出版社，2001年，现正在修订。发行量达

五万余册）。发表论文30余篇。 

    1、在社会责任领域 

    曾任“ISO社会责任特别工作组”秘书长，作为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社会责任领

域学科带头人，作为中国唯一全程（七年）参与ISO 26000《社会责任指南》国际

标准社会责任专家，在国际和国内社会责任领域享有一定的知名度，对ISO 26000

以及国内外社会责任的发展较为熟悉，并开展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许多重大研

究成果。在参与ISO 26000国际标准起草工作期间，本人就ISO 26000对我国家利

益的重大影响及时向国家标准委和国家质检总局领导报告，并得到了国家标准委

和国家质检总局领导以至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使之及时启动了由22个部委参

加的应对ISO 26000国际标准工作。期间，本人执笔先后起草了9份国务院报告和

请示，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和批示。作为“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

计划重点课题“社会责任国际标准风险控制及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技术研究”第三

主要负责人，成功主持完成该项重要课题研究任务，同时个人还直接主持完成该

课题中的两项研究任务，指导并参与其中的另外两项研究任务。基于本人在社会

责任领域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本人还作为中国社科院经济学部社会责任研究中

心、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WTO经济导刊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证券时报》上

市公司社会责任研究中心等单位特聘社会责任专家顾问，为其开展社会责任研

究、评价等活动提供技术咨询和指导。作为社会责任专家，本人还为国资委开展

央企社会责任活动长期提供咨询和技术指导。 

    2、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领域 

    作为GB/T 28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系列标准（GB/T 28000/OHSAS 18000

与ISO 9000质量管理体系、ISO 14000环境管理体系为三大知名的管理体系认证标

 



准）第一起草人，在职业健康安全管理标准化科研领域开展了十多年的科学研

究，取得了一批具有影响力的重要成果，例如本人为主编所著的《GB/T 28001—

2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规范〉理解与实施》发行已达5万多册。 

    3、人类工效学领域 

    曾任全国人类工效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本人在接手并主持该领域标

准化科研工作后，使得我院人类工效学领域快速走入正轨并得到了飞速发展，取

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为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技术基础。作为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人类工效学领域学科带头人（2000年至2007年，约7年），策划并主持实施了科技

部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工作重点项目“人类工效学国家基础数据及服装号型标

准研究”（即第二次全国人体尺寸测量工作），主持建立了我院第一个真正意义

上的技术实验室——人类工效学实验室，主持制定了一系列的人类工效学国家标

准，指导、培养和建立了一批人类工效学年轻科研人才和队伍。在本人主持该领

域期间，使得我院人类工效学领域在国内占有重要的学术权威地位，例如：本人

曾作为专家为联想集团用户研究中心和工业设计中心、北京伊飒尔界面设计公

司、北京服装学院服装设计系等提供技术咨询和指导；曾两次作为特邀嘉宾参加

中科院所举办的“香山会议”（是我国最高级别的科技讨论会之一，专门研讨国

际最前沿的科技问题，会议简报报送国家领导人）研讨“数字化虚拟人”并作演

讲等。 

    获奖情况：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省部级奖5项（国家质检总局科技进步奖、科

技兴检奖、标准创新贡献奖）。 

    获院级奖励若干，如2011年“关键技术标准推进工程”专项先进个人一等奖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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